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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以纪传文体记述中国20世
纪在各学术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千位华人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
经历、学术成就、治学方略和价值观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
出的贡献。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第2分册）》按传主出生年月日先后结集卷册，
卷首简要回顾20世纪的中国农学发展概况，卷尾附20世纪中国农学大事记。
这与传文两相映照，力图反映出中国农学领域的百年发展脉络。

　　农学卷记述了200多位农学家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全书以突出学术成就为重点，力求对学界同
行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有所启迪。
本卷分四册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第2分册）》收录了51位农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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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世纪的中国农学 20世纪中国农学是发展变化极其巨大、深刻的时期。
1900年前后，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农学。
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八股取士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兴办新式学校
教育，各种类型、层级的农业学校、农业试验场（站）才得以发展。
中国农学逐步向以采用实验科学方法、取得工业能源和产品支持，为以商品生产为目标的现代型农业
生产服务的科学农学阶段推进。
经百年的努力，农、林、渔、牧等各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构建起来，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形成完整体系
。
各研究领域接连取得丰硕学术成果，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具有开拓精神、国内领先或跻身世界水平的研
发人才。
《20世纪的中国农学》的“概论”部分，就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交汇、中国近现代农业科
技之发祥、抗日战争影响下的农业科技、迈向现代农业科技时代等不同发展时段阐述相关农学领域发
展历程。
“农学主要分支学科发展与成就”部分，简叙农学主要分支学科发展与成就。
本文力求为20世纪中国农学发展勾勒出一个演进的轮廓。
 第一部分 概论 一、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的交汇 （一）近代中国传统农学未能向实验农学突
破 中国古代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较为完善的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
公元前3世纪《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农学论著问世，标志着
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
公元6世纪贾思勰撰《齐民要术》一书，对当时中国北方旱地农耕技术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概
括，凝练出耕耙耱成套的墒情、地力调控技艺，建立起北方旱区精耕细作农学体系。
公元12世纪的《陈旉农书》，归纳了水田耕耙耖系列作业的经验，在南方水田精耕细作农学体系的形
成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农学家、历算学家、水利专家徐光启（1562～1633）深谙当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并努力吸收西方科
学技术成果，所撰《农政全书》，在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发展完善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
该书收进了《泰西水法》，主要介绍西方取水、蓄水、用水方法和器械等，卷首题泰西熊三拔
（Sabbathino de Ursis，1575～1620）撰，吴淞徐光启笔记。
《徐光启集》“书牍二”还载有徐光启采用西洋方法栽插、修剪葡萄，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容。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提到教授形式逻辑思维的《几何原本》，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
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
认为它是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好书，并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从农业科学技术若干要素的构成来看，17～19世纪间，中国在不少方面已接近实验科学的门槛。
明末宋应星（1587～？
）撰《天工开物》书中载有“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凡苗自函活以至颖粟，早
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已注意到农业技术措施中的数量关系；品种培育上有将不
同产地的黄茧种蚕蛾与白茧种蚕蛾交配，后代可以产生变异，将早雄蚕蛾配晚雌蚕蛾，“幻出嘉种”
，已注意到不同品种杂交呈出优势的叙述。
明末《沈氏农书》中有“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等这类朴素
的物质循环转化思想的记载。
清代王筠（1784～1854）《说文释例》中，提到根瘤不可食，其大小与年景丰凶有关，对豆类根瘤形
态已有具体的观察描述。
 （二）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对比是严峻的 从15世纪左右起，在一些国家，工场手工业发展，
商业繁荣，城市人口骤增，使农业有利可图，农业被加速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农业科学技
术接连发生重大变化。
18～19世纪，西方在产业革命推动下，机器动力农具逐步推广应用，不断以工业产品来装备农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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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较多物质和能量并科学合理地加以应用，按动植物生长发育需要补给各种营养；对病虫害使
用药剂防治；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转引用于农业，实行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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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第2分册)》记述了50多位农学家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
涯，全书以突出学术成就为重点，力求对学界同行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有所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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