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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继往开来

——校志序言

张庆广

大家盼望已久的《芜湖农校志》终于出版问世了。“盛世修志"，校志的编写既是农业

教育的成果之一，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资

料，而且对当前开展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徽省芜湖农业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校。它的前身是安徽公学，由

桐城李光炯先生和无为卢仲农先生于一九零三年创办，一九一四年改称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

农业学校。“五四一运动前后， o二农打师生一直站在革命斗争前列，发动并参加了芜湖人i

力车夫的大罢工。朱大猷同学被选为“芜湖学生联合会"的第一届会长。一九二二年学校建

．电了共青团组织，也是安徽最早建立的团组织之一。一九二五年校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的活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黄埔军校一至四期，广州农讲所五至六期的学员中就有

许多口二农"前去的学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二农修师生中的先进分子纷纷投笔

从戎，参加武装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二十多人在红军巾担任

师，团级以上领导职务，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共

产党人如薛卓汉、陈原道、李慰农、汪传模、王培吾、王效亭，夏雨初、王金林，陶淮等烈

士，他们既是芜湖农校的光荣，也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永远学习的榜样1

∑唱雄鸡天下自。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江城芜湖解放。一九三八年毁于日本侵略军炮

火的口二农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作为芜湖市高级职业学校的农科又开始恢复招生，．后改为

皖南区芜湖市中级农业技术学校。一九五二年正式定名为安徽省芜湖农业学校。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学校办学条件日益改善，办学社会效益不断提高。一九六零年学校被芜湖市，安

徽省评为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同年又被评为安徽省农业社会主义建

设先进单位。十年动乱时期，学校被迫下迁，损失严重。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学

校由省批准恢复办学，同年秋季开始招生，当时开设了农学、蔬菜和畜牧兽医三个专业。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学校采取多

种形式办学，在立足于办好普通班教育的同时，挖潜求辅，积极创造条件培训急需的农业科

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先后为安徽省农牧渔业厅，宣城行署，芜湖市开办多期各种培训班。一

九八三年学校被评为安徽省农业科技先进单位，领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受到了

省政府的表彰。

建囝四十年来，芜湖农校为省内外农业和其他战线培养和输送了四千余名专业人才和千

部，短期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二千七百余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农业部门和有关单

位的领导．是“四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发布以后，学校根据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省农牧渔业厅关于中等农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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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进一步端正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在坚持为图家企事、世堆{眭培养中等技术和箭理人

才的同时，丽向农村，为“两户一体"、乡镇食业培养人才，直接把人才通向农村。近儿年

学校改革了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为适应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的需要，学校在专业设置上

也作了棚应的调整。现开设有农学、蔬菜、养殖和乡镇企业管理等四个专业，六个班级，招

收培养二百三十多名学生。他们中既．彳，国家统招统分的，也有不包分配的，既有农业系统定

向培养的，也有乡镇企业委托培养的。从而改变了过去学校举一的办学模式。在学制方而由

招收高巾毕业生学制两年逐步改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现在的7≮个班级中学制fl可jF的高中

专只有两个班级了。这样做是符合中央《决定》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的。同时，

学校正积极为农村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农科教统等协调：I?作作i!i自已应有的贡献。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邓小平同：怎最近在一次讲话巾指出： “农业

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而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又是依靠敬箭。芜湖农校整个校同圾实

习农场土地总面积近三百亩，房屋建筑总而积一万六千多平方米。这里环境优美，堪为办学

的理想场所。全校一百五十多位教职il(含离、退休)中获得高级技术职务的有二十四人，：。

中级技术职务的有二十九人，初级技术职务的有二十八人。学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基础设

施较好。所有这些，都是芜湖农校的tJ亡势。可以在现有基础j二逐步扩大办学规模，．为发展农

业，振兴农村经济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学校管理和校风、

校容、校纪建设，使“团结、遵纪、勤奋，创新”的要求落列实处。我们教职：I二要注重政治

理论和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使教。持行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工

作做得更好，使教育和教学工作具有更强烈的思想性和更鲜明的FI的性，亩传』≥教，以自己

的模范言行，去教育、感染、陶冶、影响学生，培养'f电'liG热爱中国共产党，热殛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制度，热爱自己所学专业的思想感情，使广大学生真jl：做到学农爱农，立志于农，：

为祖国的农业发展而献身，为母校一一安徽省芜湖农业学校增添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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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 安徽公学时期(1903一1912)

清朝末年，我国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多以讲究新学，开通民智为务，

分别在各省重要城市举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并以创办学校为主，籍此为据点，秘密进行革

命宣传活动。安徽的李光炯、卢仲农也红湖南长沙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

安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则刚在《安徽历史述要》一书中写道t “1902年，吴汝伦任京师

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制。李(光炯)随吴汝伦东渡，悉心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

及西欧各国所长，以为非敦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回国后，即协助吴汝

伦创办桐城中学。1903年，应湖南高等学逝之聘，教授历史课，结识数学教员无为卢仲农，

遂共谋创办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伯先)等人任课。这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消息泄

漏，国子监祭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词连黄兴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

救于藩司张筱传(绍华，桐城人)，筱传向巡抚赵尔煲进言，搜捕令因而迟延未下，党人得

免予害，旅湘公学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迁至芜湖。“省政协文史工作组编写的《辛亥前

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一文中也写道。 “安徽的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是芜湖，而在芜湖

的活动中心则为安徽公学。芜湖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创设于湖南长

沙，卢仲农为之助。嗣以环境困难，子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迁来芜湖。黟《安徽通志·

教育考》中也记载： “初，皖绅李德膏，卢仲农等在湘省创办旅湘公学，为秘密革命计，清

光绪三十年移至芜湖，名日安徽公学。’’由以上史实可见，安徽公学是在1903年创建于湖南

长沙，1904年迁回安徽芜湖。

1904年秋冬之际，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后，更名为安徽公学，在二街柳春园米捐局租

赁民房为校舍。1905年2月正式招生开学，首次招生五十二人。①同年夏，李光炯等人感于

安徽初级教育落后，增设师范速成班，电邀在日本的房秩五回国主持。笛并同时招收中学，

师范两部学生。

李光炯、卢仲农、邓绳候先后任公学监督。公学师资力量雄厚，大多为国内名流大家，

如汉学家刘师培，诗人苏曼殊，陈独秀、陶焕章，谢元最，俞子夷、『嗣震鳞，江彤候等，同

时还有一个日本著名科学家也在校讲授理化课程。④公学没有固定经费，但规模不小，开支

很大。李光炯奔走筹措，为把学校办得蒸蒸日上，耗费了不少心血。他以吴汝伦及门第子的

资趔，并利用桐城文派声誉，与皖省当道往来周旋，又与皖籍官员中恩想比较开明的如道台

蒯光典等人，深栩织纳，取得他们的支持。公学经费来源．除酌收学费以外，主要就是通过

这些入际关系，接受符方的捐助和津贴(例如米厘津贴和盐务部门的津贴)。④

1908年，安徽公学募款在东门外校场街公地建新校舍一百三十尔间。④1910年，公学搬

迁到傍山依水，环境幽静，校舍整齐的新校址。据1921年进入二农学习的王逸常回亿。他在

二农学习时，还看到学校门口有一块兰色的上书“安徽公学”的校牌。



注释：

①见光绪34年《皖政辑要·学科》

②见《枞阳今昔·房秩五传略》

③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377页

④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377页

⑤见《安徽通志教育考》第五卷32页

第二节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时期(1912—1926)

1919年的芜湖县诘记载：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县东门外校场街，民国元年七月就

安徽公学改办⋯⋯由李德膏等公议改办甲种实业学堂，分设农商两科。二年春季添设蚕科，

并分商科为甲种商业学校，增置试验场，图书、仪器、标本、药品并建西式蚕室。是年赣宁

事起，停办半载。三年春季始奉省令改办今校。弦

1934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也记述“(1912年)湖南移归芜湖之旅湘公学，

亦于此时改称甲种实业学堂。⋯⋯民元以后，安徽职业教育逐渐发达，安徽都督柏文蔚将以

前之高等农业学堂及实业学堂合并为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二年，都督柏文蔚将芜湖甲种

实业学堂分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与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弦

甲商迁出后．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仍在原校址，保留了学制为三年的农蚕两科。1915

年元月，增设预科，学制为二年。1917年又增设学制为一年的乙级预科，原预科称为甲级。

1919年起，只设学制一年的预科，1924年取消。新生进校先读预科，然后才升入农，蚕本

科。预科以学习文化课为主，本科以学习专业课为主，也上必要的文化课。

安徽公学改办甲种实业学堂时由卢仲农主持，改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初期是李寅恭

校长。其后先后担任二农校长的有胡延禧、吴光祖、卢仲农，汪雨相，王仁峰，后宏开、沈

予修，段天爵等人。二农校长更迭频繁，他们虽然任职不久，都因故去职，但对办学却十分

认真。他们注意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热心教育的学者任教。先后聘用了国内著名农学家吴觉

农，朱风美、汤惠荪，沈宗翰，朱心畲等担任教学工作。他们教学要求严格，效果很好。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教育上具有显著的特色． ．

．首先，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还强调劳动实践。学校不断扩大实验农场，开辟了植物园、

工艺作物园，校园四周遍植桑树，还开辟了以示范为主的模范桑园。学生经常在校长，老师

的带领下，到田头地间参加劳动。农科学生自播种第一日起至成熟It止，不但参与劳作，还

制作不同生长期的植物标本I蚕科学生在养蚕期，轮流值班育蚕。吴光祖校长在职期间就终

日奔忙于田头、桑园，课堂、蚕室予以督促与指导。学校重视劳动实践，使学生增强了感性

认识，提高了实践操作能力，获得了扎实的农业知识。

其次，除了专业课，还重视国文，数学与英文的教学。这三门课在整个学时中占有很大

的比重。因此，二农学生能讲能写能算，英语程度也很好。

再次，学生的课余活动极其丰富。学校曾多次举办过演讲会、成绩展览会、菊花会。同

时，学校兴建了不同类型的运动场所，经常举行运动会，使学生都有一个健壮的体魄。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爱国民主的革命传统，并能发扬

光大。早在清朝末年，安徽公学的革命师生就对我省的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二

农时，公学的一部分教师仍在继续执教，如卢仲农、王肖山等人，他们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

对其他教师学生有着很大影响。此外，二农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革命精神都比较强而且年

一2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