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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盖钧镒

《南京农业大学史志》(J9j彳一j9韶年)赶在我校八十周年校庆之前出

版，是校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校庆庆典增添了光彩，也为每

一位校友提供了全面了解母校发展历史的机会．。温故而知新”，只有对历

史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设计未来，发展学校．

南京农业大学8D年的历史，是始终同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通

的．二十世纪初叶我国开始了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近代高等农业

教育．我校的两个主要前身一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基本上就
是一个缩影．尽管当时政府只是把农业教育作为一种点缀，但在老一辈农

业教育家振兴祖国农业的强烈愿望和不懈努力下，两院一开始办学即仿照

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格局，在系科设置，

学分制、主辅修制．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积累了经验，至今还值得我们借

鉴；师生员工在社会动荡、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刻苦教学．追求进步的精

神。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1949年jD月以来，、学校经过一系列的政治

运动和院系调整，学习原苏联，1958年教育革命，贯彻。高教十六条’，实

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文革“撤并迁校，复校和重新起步的动荡曲折过

程．回顾历史；使我们倍加珍惜现在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局面．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思想给南京农业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勃

勃生机．按照《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要求，本着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原则，逐步调整学校的规模和结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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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办学的质量和效应，经农业部批准，学校建立校、院，系的管理体制，

农业与生命科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农业工程学院、动物医学院、基础

科学学院已经成立，还有已与有关部门联合创办的乡镇企业管理学院、渔

业学院、土地管理学院．正在筹办之中的还有社会科学学院。农业技术教

育学院、蚕业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也正在进一步发展．我们正在积极创造

条件，争取尽早建立研究生院。学校的学科结构不断地趋向合理和完善。

规模也稳定地发展，期望在本世纪末建设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实力和影响

的综合性农业大学．可以说，南京农业大学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

期． i - 、·
’‘

n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要发扬先辈的遗愿，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一

重托，用自己的努力去谱写南京农业大学历史的新篇章． ’j：，、
：√

7
学校史志的编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时间跨度长，又经历了战争和社 ‘．

会动荡，史料不很容易收集，，论述也有相"-3的难度．我非常感谢编者和审

订者以及其他参与本书各项工作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尽管本书还，

存在着编者自己提出的若干缺点或其他不足之处，但我相信．我们通过本

书能比较系统地重温历尽沧桑，迭经兴衰的学校发展历程：并从中汲取历

史的经验和拗11．我希望编者继续求索和修补，使臻完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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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大农学院的沿革与金大农林科

(1914年一1927年)

～

■
。

·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是金陵大学农科，它成立于1914年，是国内最早的四

· 年铝4农科大学①，地点在南京乾河沿．当时金陵大学美国算学教习约瑟夫·裴义理

(Joseph Bailie，加拿大籍，出生在爱尔兰)在创办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15

年，迁到鼓楼办学，并设立林科，接受安徽，山东、河南，山西等4省派送的官费

生．1916年，北京农商部直属林业学校，青岛林业学校先后并入金大农，林科，

两科合并，称农林科．1930年春，金陵大学遵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规程。，

改科设院，称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1951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金

- 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

教育部公布。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决定：。原南京大学农学院独立，
， 。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至此，金陵大学农学院走向了新的

发展道路． ．‘

金陵大学农学院先后毕业班级31个，本科毕业生1000人，1948年时在校生

343人，毕业研究生52人，农专毕业生787人，1948年在校生132人．各种短训

班学员共552人． i

历任领导人：裴义理(1914-1916)，农林科长 ，，

芮思娄(191 6-1927)，农林科长，，

过探先(1925-1929)，农林科长 一
．谢家声(1929—1937)院长，1932年章之汶任副院长

‘‘’

． 章之汶(1937-1947)，院长 。

’ ’

一孙文郁(1948-1950．8)，代理院长‘ ，‘ -，
’

靳自重(1950．9-1952．7)，院长√．
。

1922年，谢家声任副科长，自1925年起，过探先任中方科长，1927年后外国

———————一 ，j‘』

～

～

①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农科正式开办。学制三年，参见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

100周年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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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义农会于是在紫金山，青龙山一带造林．至今紫金山林木森森，就是在那时开

始打下的基础． ．．

裴义理还以私人投资在安徽和县设立苗圃，无偿提供茼木给农民造林，选派黄

宗发，凌旭东，夏之时等学生，到皖北协助放赈，并提出保留苏皖乡村的大树，用

每年采集种子的办法，使拥有者逐年有所收入，坚定其爱护树木之念．

裴义理建议金大托事部增设农科。很快获得同意，于足农科正

培养农事指导员’，任命裴义理为第一任农科科长，1915年任农



●

●

林科科长．

二、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作为借鉴 J-

19世纪中叶，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是化学，

生物学)应用于农业，使传统农业发展为近代农业，形成农业科学和技术，并随之

出现近代农业教育．

1904年5月，纽约州在康乃尔大学设立农学院，廉乃尔大学大学为私立大

学，1868年建立，而农学院则为公立，由政府投资，同时使用纽约州立大学农学

院名称．

。 1914年11月，曾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农学士、。农艺教师芮思娄(J．H．

Reisner)到金大农科任教，19 16年担任科长．任职10多年，他聘请美国农业科学

家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任教职，并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经验，如建立州

立农学院统一领导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体制，由州政府官员，农业企

业经理、农业专家，农民等各方面代表参加学院董事会，使学校与社会保持密切联

系，．教师身兼教学科研，推广方面2—3个职务等，特别是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

学、科研，推广相辅相成的经验引入，使金大农科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课程配

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按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办理，并将金大农科直接在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立案，使金大农科毕业生可直接升人美国农业大学进修学位．
’ ‘综上所述，金陵大学农科是在具备了社会基础，并有金陵大学这样一个母体，

有美国农业大学的借鉴，加上裴义理热心倡导，有芮思娄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经验

， 引进，还有邹秉文、过探先、钱天鹤、邹树文、谢家声等一批美国农科大学留学生

担任教师这些综合条件才得以创办起来，并成为国内第一个四年制的较为完备的农

业大学．

●

第二节金大农林科的成长(1914-1926年)

农科创办时，只有芮思娄等专业教师4人，学生10余人(如陈桢、徐澄等)。

有一些学生是从北京农商部所属农业学校因故解散后转来的，有农场lO亩，开办

经费5900元．

1915年，裴义理同当时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周自齐接洽，将当时所办的。森林

传习所”归并到金大，并征得金大托事人会的同意，设立林科．函请山东，安徽，

河南，山西四省政府派官费生入学．当时学生有山东的高秉坊，李顺卿、李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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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鲁佩璋、吴觉民、潘学烁，潘文富，河南的方一中，山西的郝钦铭(协唐)

和任承统等，都在金大林科学习，1915年秋，鼓楼西坡新校舍部分竣工，农林科

从乾河沿迁入．

1916年，德国人办的青岛林业学校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宣告停办，有些

学生到金大农、林科继续就读，农、林科正式合并，1916年秋，裴义理回国，金

大校董会美方董事提议专办文科，取消农林科，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补任校

董，知情后托其弟张彭春先生代他出席校董会议，反对取消农林科，于是决定续办

农林科，并由芮思娄任农林科科长．芮思娄既是教员。又是领导人，采取教学，研

究，推广三方面合一的制度，注重联系中国农业实际，对农业推广尤为重视．经东

吴大学生物系祁天锡教授介绍，他聘请邹树文(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硕士)和邹

秉文(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硕士)以及谢家声(密歇根大学植物病理硕士)在

1916-1917年到农林科担任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棉作学教授．此时教学工作即由

4人分担，一人要上几门课．如邹树文讲昆虫外，还讲植物分类，地质学，森林学

大意，每周14小时，又如邹秉文除讲授植物病理学外，还兼植物学和植物育种

学，每周上课10几个小时，还要指导学生做植物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星期天还

同邹树文，钱崇澍(植物学家)到南京郊外采植物、昆虫标本．当时由于经费困

难，芮思娄开办农场供学生实习的计划未能实现．1918年，美国人吴伟士(Dr．C．

W．Wolworth)到校，筹设蚕桑学系和蚕桑特科，美国丝业工会捐建蚕桑院大楼一

座．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华北发生大旱灾，灾民死亡者极多，广

大美国人民纷纷募捐达百万美元．除用作救灾外，还有少量余款．为了这部分余款

的处理，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组织一个5人对华赈款委员会加以保管，作为防灾基

金，并把基金分成四份，燕京大学一份，金陵大学三份，约70万美元十年为期．

这项基金的利息金陵大学可以使用，金大农林科得到一部分经费，在南京，安徽南

宿州，河南开封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南京鼓楼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

育作物品种．
，

．， ．

1919年，美国农部专家柯克来我国考察植棉事业，曾到学校参观，当时提侣

植棉，山西阎锡山，南通张謇都选送学生前来学习．随着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美棉

种子引入中国，美国棉作专家郭仁风(G．B．Griffen)应聘来校设棉作改良部．

1920年，农林科制定发展计划，着重在农作物品种改良、防止天灾发生，造林防

止水土流失三个方面．
⋯

1921年，当时教育部明确限定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为4年，金陵大学设立预

科，修业一年．金大入学考试严格，需考算学、自然科学(均用英文试卷)，国

文、英文、史地等课，预科的算学、物理、化学等课均采用英文课本．同年，教育

部批准金陵大学农科单独注册，教育部代表任鸿隽先生在视察报告中写道：。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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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农科成绩较著，教科设备均较完备，不特为该校之特色，亦国内此项学校之翘

楚．至该校林科之成绩较之农科均有逊色’．这是当时政府第一次批准外国人开设

的私立农科大学注册．
‘

1921年2月，金大农林科成立农业经济学系，J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卜凯(J．

L．Buck)教授担任系主任．卜凯原为安徽宿县地区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农村情

况，写过不少中国农村的报告，被美国人视为中国农业专家(以后担任过美国国务

院的中国农业顾问、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不久，农业经济系划分成农业经

济组，农场管理组，农村社会组． 。．

1922年，上海纱厂联合会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主持人穆藕初①，荣

宗敬②要求金大农科协助推广植棉的科学方法，并培养驯化棉花品种．为此，金大

农林科决定开设农业专修科(地点在鼓楼五条巷内)修业期限为三个学期，招收高

中毕业生，由章之汶担任主任．

，1923年，金陵大学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由1920年金大农科毕业的万国鼎

先生主持，搜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地方志，编纂《先农集成》、《农业论文索

引》等书刊，为系统整理我国农业遗产工作最早的机构，万国鼎先生一直工作到解

放后，成为著名的农业史专家、我国农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同年秋，开

设园艺系，主修学生有章文才、管家骥、汤易等3人． ·

．

1924年，金大农林科成立农业推广部。这是我国大学农学院成立推广部之最

早者，由郭仁风担任主任，他从美国带进爱字棉和脱字棉，并选定安徽和县的乌江

镇(项羽自刎之地)为改良美棉的推广区，由1923年农专第一屈毕业生李洁斋主

持，为以后成立鸟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打下良好的基础．+

1924年秋，金大农林科设立乡村教育学系，由郭仁风担任主任．又设林学函

授部，学制一年，为我国林业函授教育的开端．

1924年，金大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

和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即康乃尔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

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

。1925年9月，’农林科长芮思娄返国，由过探先生正式担任农林科长．当时过

探先实际上已与他的康乃尔同学芮思娄同任科长．(英文称为Co．dean)． 。．

①穆藕初(1876-1943)上海县人．民族实业家．清末留学美国，获得伊里诺大学农科硬士学位。

后在上海杨树浦创办德大，原生纱厂．又在郑州办豫丰纱厂．曾任工商部次长．中央农业实验

所筹备主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9．18事变后积极支援抗日．1938年后任行政院农产

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

‘

②荣宗敬(1873-1938)无锡市荣巷人．其弟荣德生。均为民族实业家。在上海．无锡，汉口．郑

州等地开设纱厂．面粉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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