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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农业大学已经走过了85年的历程，在庆祝85周年校庆前

夕，这本“校史”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农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

统的高等农业学府。她的前身有三个独立的系统。一是从京师大

学堂农科发展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一是从清华学校农科发展到清

华大学农学院；一是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发展到华北大学农

学院。三个系统于l 949年9月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从1905年lo月钦批筹办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到新中国建立的

近半个世纪里，几经沧桑、道路坎坷，经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痛苦艰难历程。但是，她历史性地开创了中国的农业高等

教育，培养造就了一批我国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为我国农业科学

和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较早地成立了社会

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和中共农大支部(1924年)，一批优秀

爱国者和革命志士在“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并

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1949年三校合并后，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和专家，继承

和发扬了重视基础，联系实际，求实严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

国初期，北京农业大学被当时的政务院确定为全国六所重点院校

之一。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

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中央要办好中国农科院和北

京农业大学等几所重点的高级农业科学院和高等农业院校”。

1984年，国务院将北京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高等院

校之一。

1949年以来，北京农业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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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科研和办学规模上都发生了突出的变化和有了很大发

展。40年来培养了12000余名本科生，1500余名研究生，150余

名留学生，做出了一大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我国农业建设

和发展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北京农业大学已经是一所拥

有12个院系、29个本科生专业和34个研究生专业，具有本科生教

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高等农业教育结构以及教学、科

研、推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多功能’、多学科和综合性的农业

高等学府，先后与8个国家的14所大学和8个国际组织建立了校际

关系。她正向着更高水平和质量的方向发展。

校史的前部(1905--1949年)面世了。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后部不久也将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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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春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



关于北京农业大学由来的片断回忆

胡子昂

遵北京农业大学校领导之嘱，难却盛意，写此回忆资料。

现在的北京农业大学是怎样演变而成，我不够了解。但其前

身，至少很重要的一部分，即北京农业大学。然而，北京农业大

学又是怎样诞生的呢?现在，知道其详者恐极少。所以，提供这

方面的历史资料，我有不可推卸之责。

我本来知道，偌大一所高等学府，其由来，往往并不简单。

仅凭个人的片断回忆，难以说清。不过，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一北京农业大学的特殊经历，使我感到自己应该通过回忆，把
至今印象犹深的北京农业大学由来的情况，告诉今天在北京农业

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同志们、朋友们。由于我今已九十三岁，又常

在病中，六十六年前的事情大多难以想起，故所忆只是概况，且

是与已关系密切部分，只能算作小资料，仅供参考而已。

从我在北京农专时说起

一九一九年秋，找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当时我叫胡鹤

如，年二十二岁。我是当年春天克服种种困难由家乡四川重庆前

往北京求学的。先在崇德教会学校补习功课，正好经受“五四"

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的熏陶，唤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我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北京农专读书的。

入学后，我即参加了北京八个国立大专院校支援救亡的募捐

运动。我曾组织北农一些同学，演出张大陶等同学主编的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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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巢鸠居》用以募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扩大影响，

打算借用新民大戏院来演。要办到不容易。所以，我们请周建侯

老师去求蒲耀文同学的父亲蒲伯英支持。蒲是四川人，前清解

元、进士，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及北平市督办等职。他当时

又是国会议员，但对新文化运动是比较赞成的。我们果然得到他

的帮助，话剧在新民大戏院演出了。开幕时由我代表致词。我大

声疾呼： “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观众

热烈鼓掌，反响强烈。

越年，我约集同学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组织“农声

社"，编辑出版《新农业》杂志，宣传发展科学，改良农业技术，

以拯救中华。经费由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工自行募集，并得到学校

农科主任教师许璇、周建侯等的支持。由于这杂志只讲农业科学

技术9不讲改革政治，在当时形势下，自然寿命不长，只办了十

几期就停办了。

有件事情颇值得回忆，即赶走北京农专校长吴季青。吴季青

是留学日本的，是个政客，并非农业专家。实际上成了学校发展

的阻力，师生员工大都对他不满。于是，我联络一些同学和老

师，发起驱吴运动，要赶走吴季青，推举周建侯、许璇出来主持

校务。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全校师生员工支持，都来参加，声势越

来越大。还多次派代表与当局交涉此事。几个月之后，吴季青终

于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而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驱吴成功，

确实为北农扫除了一大障碍，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 成立“大学促成会"，为北京

农专改农大而斗争

吴季青被赶走之后，学校怎样发展呢?我们当时认为，中国

是个大农业国，农业却相当落后，整个国家连一所专门的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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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没有，高级的农业专门人才从何而来呢?农业不能很好地发
展，中华又怎能振兴呢?于是，我们酝酿向当局要求把北农这所

专科学校改为农业大学。并在驱吴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大学促

成会"。我被推为会长。“促成会”的目的，一要把北京农业专

门学校改为北京农业大学，二要推举北农教师中品格高尚而又富

有农业科技知识的优秀教师担任校长。适逢全国性的一个农业学

术会议在青岛举行，学校推我和商承业同学为代表去参加。商也

是“促成会”成员，但他另有打算，未与我一道去，而是单独从

天津坐船去青岛，在事前未与周建侯等人商量征得同意的情况

下，去青岛见了参加讨论会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邹秉文，

想支持邹向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教育部长章士钊活动，到北农

来当校长。北农许多师生得知后，都不同意，认为商的作法很错

误。对此，“促成会”内意见分歧很大，几乎闹到要解散的地

步。不过，我们主张按原来宗旨进行的人占多数，力量大，商的

打算终于落空。谁知不久后传来一个消息，说北洋政府要逮我这

个闹事的头头。一些同学劝我去外国租界东交民巷躲一躲。北洋

政府不敢到那里抓人。起初我不干，认为在自己国土上求庇于洋

人是耻辱。同学们一再劝我，说“促成会”还须继续行动，不要

误了大事。我才住进东交民巷一家旅馆。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

学校许多同学和老师在为我设法。后来，周建侯老师去寻求国会

议员蒲伯英的援助。蒲慨然允诺，在国会上批评当局抓人，逼使

北农学生躲起来，并指出，这不但会让外国人笑话，还会激起更

大的风潮，以致不可收拾。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终于未敢动

手，我才又返回学校继续抓“促成会"的斗争。当时我已是二年

级学生，又是北平各大专学校的四川学生所组织的同乡会的会

长，结识的人不少。通过一些活动，北农“促成会”的行动在各

校都引起反响。还有一些专科学校也酝酿要改为大学，迫于这种

形势，教育当局终于不得不同意北京农专改为农业大学，并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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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长章士钊亲自兼代校长。

三 北京农大第一任校长章士钊找我谈话

北京农专改农大后，全校师生员工无不欢欣鼓舞。但，由章

士钊亲自兼代校长，是大家未预料到的。显然是要对北农加强控

制。果然，章士钊到校第一天就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我

心想，自己做的事光明正大，何惧之有?于是，我大胆走了进去。

只见章士钊端坐椅上，傲然地摆起架子，两眼直盯着我，好一会儿

并不理睬。我便开门见山先问道t “校长口Ll我来有什么事情?’’

他这才慢吞吞地问起我来： “你就是胡鹤如吗?你组织什么‘促

成会’?打算干什么?”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个人没有

什么打算，只不过代表同学们要求把农专改为农大。农业是国家

的根本，没有发达的农业，就吃不饱饭，就谈不上富国。将农专

改农大，有利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对国家有什么不好?l我们

的要求就是这样。"章士钊听了我的一席话之后，改变了口气，

较缓和地说： “你讲的这个道理也对，当局也不是反对将农专改

为农大，不过你们有失商量，动辄就成立什么‘促成会’搞运动，

这样做不好。"我说： “不是我们到处活动，几个国立专门学校

都是自己倡议要求改大学，这是对发展教育的要求。力一阵对话

之后，章士钊说： “现在我们已同意了你们的要求，以后你们也

不要再闹了。”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大学促成会”，由于

已经实现了宗旨，宣布解散。我在北农大毕业后离开了北京。

北农由专科学校改为本科大学，应该说是北农学生发扬“五

四"爱国精神的结果。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值得永留记忆的斗争，

至今想起，仍觉激动。可惜许多事情已记不起来了。相信编写北

农校史的同志能从多方面征集资料，我尤其相信今天北农的师生

员工同志们，定能从光荣的校史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

19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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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与希望

——纪念北京农业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

孙晓村

今年是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八十五周年。这一数字说明中国人

民和旧社会的有识之士，不顾环境如何艰难，在八十五年前就重

视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北京农业大学的命运是和新中国相联系

的，新中国使北京农业大学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当时，解放区

盼华北大学农学院迁来北京，政务院决定将北京大学农学院、清

华大学农学院与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定名为北京农业大学。正

因为是三个农学院合并而成的，所以北京农业大学的师资力量特

别雄厚，标本，图书比较齐全。我是1951年3月奉命到农大工作

的，到1960年下半年，国务院才批准我的辞呈，免去担任的职

务。到农大后，我发现教授、副教授中有好多位是国内著名的专

家，在他们面前，我只能当学生。他们都热爱祖国、热爱学校、

热爱自己的专业，崇敬中国共产党，相信党一定能引导农大走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当时我的任务是向全校师生员工讲明国家

形势、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起来，办好农

大。现在回忆起来，依靠党的正确领导，第二年起先后派了马适

安、施平两位党员同志担任副校长共同工作。依靠全校师生员工

的’支持合作，在九年时间里，调整院系(分出森林系、农业机械

系两个系支持创办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聘请苏

联专家来校讲学(前后共聘请长期短期的专家共23人)；开办农

耕实习，举行科学讨论会I以及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得以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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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值此校庆，我谨以一名退伍老兵的身份，联系个人对整个农

业问题的肤浅之见，说一点看法，并提出对农大如何发挥其优势

和特点的希望。

(一)

‘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人民，是巨大的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同反动的封建统治王朝进行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是中国农

民，同外来的侵略我们的敌人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是中国农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斗

争，而且起生力军作用的是中国农民。谁忘记农民的伟大贡献，

谁不尊敬农民，谁不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谁不重视这个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巨大力量，谁就要犯不可

饶恕的错误。

建国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

十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以经济建设为市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国

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

化。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例，1984年全国粮食生产达到我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高度，计407，310，000吨，显示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威力。当前，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要求，在农业方面，确

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这一要求是实事求是的。

我国农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为了使潜力成为现实，我建议在

贯彻落实其他的重要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似应根据党中央指示的

精神，抓住不同性质、不同年龄的教育这一环节，以提高农业生

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农民的素质。农民的政策水平提高了，信

心和积极性就会增加，干群关系就会正常；农民文化素质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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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有了钱去搞迷信活动，而把钱投入土地来扩大生产；农民

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就会相信科学技术，科技兴农才会在农村中

生根I农民的眼界宽阔了，到了有条件的时候，适度规模的经营

就会自发地搞起来。总之，中国农民有传统的热爱劳动、生活俭

朴鲋美德，建国以来，又从亲身的感受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所以只要

教育工作做得好，做得透，素质提高了，那时，涌现出来的力量

是员：法估计的。

(二)

北京农业大学，如前所述，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和数以万计

分散在各地的毕业同学， “文革”以前就在育种、防治病虫害等

方面做了不少为农民所欢迎的实事，近十年来，在党的农业政策

的指引下，全校师生员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奋勇工作，取

得了可贵的成绩，希望今后通过每年几次的学生实习，同农民合

作搞试验，短期讲学、函授以及同在农村或从事同农业有关的毕

业生的联系等，以不同形式帮助农民接受教育，提高素质。这是

百年大计，又是今天当务之急。这样做，既有利于大局的稳定，

也有利于农大本身教学质量和科技研究的提高。祝愿农大在国家

大好的形势下更上一层楼，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作出光辉的贡献。

1990年1月21日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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