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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罗振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同时还是一位农学家，其从事农学活动

达十五年之久，开拓了近代中国的农学，为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上不可不提及的

重要人物。 

甲午战争翌年，罗振玉与友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学

学术团体——务农会、刊行了第一份农学期刊——《农学报》，并编纂了第一部

农学百科全书——《农学丛书》，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朝野广泛

的关注。此外，他还亲自参与了诸多具体的农学实践及农学教育活动，并逐渐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重农思想体系。本文在述及罗振玉其人其事的基础上，主要对罗

振玉重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具体的兴农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归纳。 

罗振玉的重农思想是在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既有传统“农本”

思想的因袭和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又深受近代以来重农思潮及西方近代农学思

想的影响。他的各项重农主张及具体的兴农实践反映了近代重农救国思潮在甲午

战争之后的新变化，在我国由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

位，其处理农林牧三者关系、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思想主张对我国当前三农

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振玉；重农思想；兴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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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Abstract 

Luo Zhenyu was a famous master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earch,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n agronomist and leaded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H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for fifteen years. Luo Zhenyu is an important figure 

who c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we research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year of 1896, Luo Zhenyu and his friends founded the 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academic group---Agronomy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a’s first agriculture 

periodical---“Agriculture Newspaper” and the China’s first encyclopedia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e Series Books”. These wer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by people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at the time of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Luo Zhenyu   

participated in many agriculture practice and education of agriculture. He created a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that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ife of Luo Zhenyu , then analysis and sorting Luo Zhenyu’s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practice. 

Luo Zhenyu’s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was produ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te Qing Dynasty’s greatest change. He was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onfucian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he accepted the    

modern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western thought of agricultural.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reflected the new change after Jia Wu war and had an 

important position wher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hanges into the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His thought of agriculture will help u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famer and country and agriculture, such as the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the forestry and the animal husbandry, the though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thou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 Luo Zhenyu ;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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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晚清时期各种救国思潮纷涌，其中的重农思潮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

近年来学界对近代重农思潮发展演变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仍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

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罗振玉的重农思想和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案

例。 

罗振玉是近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他在金石学、

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学术贡献，地位颇高，然而由于其政治态度上

的暧昧甚至反动而备受人们的非议，因此学术界以往对罗振玉的研究主要关注点

大多集中在学术层面及其政治态度的评判上，而对于其在近代农学方面的作为则

关注较少。事实上，在甲午战后的十五年间，罗振玉主要从事近代农学在中国的

开拓和发展事业，他在近代农学方面的精力付出相当大，取得的成果也堪称丰硕。

1896 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农学学术团体——务农会，此后又

陆续创办了近代第一份专门的农学期刊——《农学报》、编纂了近代第一部农学

百科全书——《农学丛书》。罗振玉的重农思想深受整个近代重农思潮和西方近

代农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各项重农主张和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重

农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变化，对促进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重要

作用，对之后重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还没

有相关的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这既是对罗振玉本人整体研究方面的缺失，也是

晚清重农思潮研究方面的遗憾，本文对罗振玉重农思想的粗浅探讨，仅冀望于能

填补此项研究的缺漏于万一。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严格的说，中国近代重农思想的演变是伴随资产阶级改良派理论的出现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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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①甲午战前，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曾提出不同于传统“农本”思想的重农主

张，至甲午战后，这种重农主张已经逐渐发展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小觑的、试图

引领中国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农思潮”。 

学界以往对甲午战后重农思想的讨论，大多是以工业近代化的历史大背景进

行了农业问题的探讨，而真正涉及到近代重农思想发展及其演变的论著研究还不

多，例如闵宗殿、王达合作撰文的《晚清时期我国农业的新变化》，②该文从农业

技术、农学性质及农业经营方式等三方面探讨了晚清时期我国农业出现的新变

化，分析了这种变化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即粮食危机、贸易衰落和维新改良，

后探讨了这种新变化的历史局限性；王思明、章楷、王红谊合作著述的《中国

近代农业改进史略》，③该书内容包括近代以来我国农业机关、团体的设置沿革，

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粮食作物的品种改良，园艺事业的改进，农田水利建设

以及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等。 

钟祥财著述的《中国农业思想史》④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农业思想史的著作，

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古代农业思想到近代重农思想皆有论及，其特点是以思

想家个人农业思想的论述方式来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思想整体状况，其中涉

及近代历史人物的农业思想也很多，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王韬、

罗振玉、张謇、孙中山等。但正因为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多，对许多重要的农

业思想叙述多而评议少，甚或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从总体上说，包括《中国农业思想史》在内的上述论著大多都很少关注农业

思想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尤其是在甲午战后的演变。 

除了钟祥财的《中国农业思想史》之外，一些学者对近代重农思想的演变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钟祥财的《中国近代农业思想管窥》⑤分析了近代农业思想的特点、其与封

建农业思想的区别以及在近代以来发展的脉络，重点探讨了从陈炽、康有为到孙

中山的农业思想演变。赵泉民的《略论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农业观的近代转型》

⑥分析论述了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新型农业观，列举了其三大特点----以市场为导

                                                        
① 钟祥财．中国近代农业思想管窥[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1期．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4期． 
③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年．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 
⑤ 复旦学报,1989 年第 1期． 
⑥ 许昌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 论 

 3

向、建立新型农业技术体系、提倡农学教育发展知识型农业，展示了其近代转型

的形态。赵泉民的另一篇《论晚清重农思潮》①分析了从产业观念的变革到重农

思潮的形成过程，总结了发展近代农业的各项举措和实践，并对重农思潮的历史

地位进行了评价，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了晚清近代以来重农思潮产生演变过程及历

史意义。曹幸穗的《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②从传统经验农学与

近代实验农学的本质区别入手，重点阐述晚清知识阶层对西方农学知识的认知、

提倡、引进和传播的过程，同时指出晚清政府的兴农措施是促进近代农业从经验

农学向实验农学的重要因素。赵超峰、宋艳丽的《清末新政时期的“重农”思潮评

述》③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的重农思潮的实质是要求中国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的近代农业，评价其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蒋国宏的《近代中

国知识分子重农思想新论》④分析了重农思想在晚清不同演变时期的思想特点，

讨论了重农思想出现的原因。刘阳的《戊戌时期科技兴农思想论要》⑤系统分析

了戊戌时期科技兴农思想的各项主张以及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列举了在科技

兴农思想的影响下，近代农业所出现的新变化。此外还有：衣保中和刘洁合作的

《中西交融与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演变》⑥；赵泉民的《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

化趋向》⑦；宋芳的《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到当代重农思想之嬗变》⑧；钟祥财的《重

农和重商思潮在中外历史上的反向转换》⑨；任继周的《论华夏农耕文化发展过

程及其重农思想的演替》⑩；梁诸英的《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

观念约束》11；詹灵杰的《清末农业近代化析论》12等文章。还有一些针对思想

家个人农业思想主张及实践的文章，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罗振玉在近代农学思想及实践方面颇有建树，实为近代农业发展史中不可不

提及的重要人物，但目前学术界对罗振玉农学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涉及到罗

                                                        
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期． 
② 古今农业，2003 年第 2期． 
③ 齐鲁学刊，2003 年第 6期． 
④ 中国农史，2004 年第 4期． 
⑤ 理论界，2009 年第 2期． 
⑥ 中国农史，2000 年第 2期． 
⑦ 文史哲，2003 年第 4期． 
⑧ 船山学刊，2003 年第 2期． 
⑨ 财经研究，2004 年第 7期． 
⑩ 中国农史，2005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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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重农思想及实践探论（1896---1911） 

 4

振玉农学方面活动的主要有甘孺主编的《永丰乡人行年录》①，该书是罗振玉的

年谱，以纪年的方式叙述了罗振玉从事农学研究及兴农实践的过程。此外还有罗

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所著的《蜉蝣迹痕》②和《我的祖父罗振玉》③。前书叙述简单，

后书《我的祖父罗振玉》则增添了很多内容，主要以回忆的方式记叙了罗振玉的

生平经历，其中包括罗振玉从事十五年之久的农学事业。另外，在黎仁凯所著《张

之洞幕府》④一书中也涉及了罗振玉受张之洞邀请前去经理湖北农务学堂的兴农

实践活动，但对罗振玉及其农学活的具体内容论述不多。 

目前学术界对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农学丛书》的研究．包括其重农思

想的研究也不充分，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有限。章楷的《务农会、<农学报>、<

农学丛书>及罗振玉其人》⑤一文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罗振玉从事农学的基本活动，

并对罗振玉其人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杨直民的《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

学的重要交汇—就清末<农学丛书>谈起》⑥一文对《农学丛书》的价值给予了积

极的肯定。朱先立的《罗振玉与<农学报>》⑦一文对罗振玉创办《农学报》的过

程及《农学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叙述。林更生的《<农学丛书>的特点与价值》

⑧从《农学丛书》编辑出版的历史背景、丛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等三个方面对《农

学丛书》进行了论述。王永厚的《从<农事私议>看罗振玉的农业思想》⑨从罗振

玉关于农学方面的文集《农事私议》一书入手，比较系统的总结了罗振玉的农业

思想。此外还有贾玮的《从<农学丛书>看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传入》⑩、刘小燕

和姚远的《<农学报>与其农业应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11等文章。 

总体来看，学界对罗振玉农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尚显欠缺，大多只是泛论，少

见成体系、细致周到的剖析和研究总结，尤其是对罗振玉农学思想渊源探究、从

其农学著述中对其农学思想的条分缕析等方面更是甚少涉及，故在这些内容上还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①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③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 
④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年． 
⑤ 中国农史，1985 年第 1期． 
⑥ 农业考古，1984 年第 1期． 
⑦ 中国科技史料，1986 年第 2 期. 
⑧ 中国农史，1989 年第 1期. 
⑨ 中国农史，1991 年第 4期. 
⑩ 安徽农业科学，2007 年第 35 期． 
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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