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专栏

农事讲习所

 1949 年清华大学农学院调出，与北

京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等合组成

立北京农业大学。 自此以后，清华大学

不再有农学。 因此，很多人不知道清华

大学历史上曾有过农学院、农业研究所、

农业学系。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香山慈

幼院、华洋义赈会等合办农事讲习所，则

更鲜为人知了。

1928 年，清华大学农业学系与燕京

大学、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合作，

组建北京农事讲习所，培养农村急需人才。

这次合作办学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民国早期农业教育，存在学校数量少、

学生人数少的不足。 1919 年，我国有四所

农科大学，八所农业专门学校，学生 1554 

人，每年毕业不足 480人。邹秉文指出，“日

本幅员不及我国二十六分之一，尚有农业

专门学校 5 所，学生 1083 人……美国幅

员不及我国四分之三，全国有省立之农科

大学48 所……有农科大学生 2 万 4 千人，

每年有毕业生 6000 人”。当时农业教育

另一点不足是农业教育脱离中国实际，学

生不明了、不深入农村。 沈宗瀚指出，“农

校学生几乎均为城市子弟，对于实地农情，

极少明了”。多数农科学生受“学而优则仕”

思想影响，求学目的仍是为了将来出人头

地，谋得一官半职。

针对这些不足，为了“以学术推广改

良农业”及“力矫现在知识阶级厌弃农村

生活之颓习”，清华农业学系决定联合燕

京大学等单位，面向农村，筹办农事讲习

所。 1927 年 5 月 29 日，清华农业学系拟

定三年发展计划并获评议会通过。计划要

点为：

（一）本校暂不招农业系学生，亦不

自办中等农业学校。 

（二）本校农业系与平民教育促进会

合作，研究农业之各种问题。

（三）本校农业学系与香山慈幼院及

燕京大学合作，供给该二校以农学教授人才。

在清华、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华

洋义赈会等通力合作下，1928 年 10 月 29 

日，农事讲习所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

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发言，他指出：中国

人的旧思想，总是希望做官，到学校读书

的目的亦是预备做官，农事讲习所是打倒

这种旧观念的第一个组织。他勉励同学们

将来回到乡间去作一个有知识、真实的农

民。

农事讲习所旨在造就农村领袖、垦殖

先导、农事推广员、新农民。因此讲习所

直接吸收农村子弟入学，用较短时间学会

农业实用知识，再回农村推动振兴农业。

学业注重课堂内外结合、理论实践并重，

学制三年，两年课堂内学习，一年田间学习。

农事讲习所校址设在北京西郊原清华

南门对面，与燕京大学东侧接近，后随着

清华扩展，原址成为清华一部分。

讲习所教务及管理，由清华大学、燕

京大学负责。虞振镛、周景福曾先后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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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与香山慈幼院三校经会商，决定

停办新农农业学校。“所有现在各

处实习之第一班学生，在校两年，

讲堂功课早经授毕，准先行填发毕

业证书，并给与回里川资，一并存

于华洋义赈会，各该生可俟实习期

满，前往领取。 第一班讲堂功课未

授毕各生，及在校之第二班学生，

均从宽填发修业证书。 除资送生外，

并准发给回里川资，及本月半个月

之饭费。”至此，农事讲习所宣告

结束。

讲习所主任。 校舍与试验场所由香

山慈幼院与清华、燕京三校供给。

学生费用、伙食、书籍、文具、川资，

必要时由华洋义赈会供给，每人每

年 100 元，学生津贴以两年为度，

一年不及格不复有第二年，第三年

由学生自己工作自给。

讲习所每年招生 30 名，入学

考试以初中或中等为宜。 招生标准

为对于农事改善具有特殊兴趣、有

研究学问之能力、有传播知识之能

力。第一批报名 167 人，准考 87 人，

参加考试 53 人，录取 30 人，最后

到校 28 人。1929 年 9 月 15 日，在

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一院举行了第二

班招生考试。报名 516 人，准考 181

人，参加考试 74 人，录取 30 人，

备取 7 人。

清华、燕京分别担任农事讲习

所第一、二年教学，课程从实用出

发，既有农业生产技艺，又有农村

经济生活必备知识。课程主要有应

用数学、乳用牛饲养、科学大要、

农场林木、植物工业原理、农村问

题、植物病理、个人与公共卫生、

动物饲育、实用国文、兽医学、簿

记、养鸡、演说、寄虫、开垦、土壤、

体育游戏等。

由于“讲习所”名称为短期性

质，一般学习期限三至五个月，很

少超过一年。而农事讲习所学制三

年，入学资格须初中毕业，为高中

性质之农业学校，与一般意义上的

“讲习所”性质不符。 此外，农事

讲习所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香

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合办，不是

一般私立学校，讲习所与教育部规

定的私立学校规程亦不合。有鉴于

此，1930 年 3 月中旬，农事讲习所

联席委员会决定农事讲习所自 3 月

12 日起改名为新农农业学校。3 月

12 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日，选择这

一天，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取

名“新农”，包含革新农业及造就

新农民双重含义。

1930 年底，学校发生学生风潮，

由于学潮久久不能平息，清华、燕

1928 年 11 月 2 日，农事讲习所开学合影。

《清华学校 燕京大学 香山慈幼院合办农事讲习所暂定简章》，《燕大农讯》，

1928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