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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抗战初期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的建设与发

展 

崔军伟 

摘要：抗战初期，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师生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

联系，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农学院不仅扩大了教学规模，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农业专门人才，而且注重社会实践，与地方发展建设密切

联系，改变了战前国内高等教育脱离民众、高高在上的形象。福建协和大学

农学院师生为抗战初期福建高等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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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

们在医学、农林、法学、商学、社会学、新闻学和图书馆等学科领域，都具

有不可置疑的优势”1。近些年来，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

学界的广泛认同，关于 20 世纪在华建立的 16 所教会大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也

不断涌现2。但总的看来，16 所教会大学的研究成果分布并不均衡。从地理

位置上讲，对位于中心城市的教会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京

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研究较为集中；

从研究角度上讲，虽然对各教会大学的创立过程、教育体制、学科发展及其

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等开展多角度的研究逐渐增多，但还有很多历史

细节没有关照到，如对于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在抗战时期的建设发展等问题，

                                                           
1 章开沅、林蔚主编《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 页。 
2 参见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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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较少。本文根据当日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创办的《协大农报》等历史

资料，试对抗战背景下协大农学院扎根闽北山区邵武县，克服战时诸多困难，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加以初步探讨。 

一、福建协和大学农学系的创立与抗战前期北迁邵武 

1916 年福建协和大学由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归正会和英国圣公会联

合创立。福建协和大学原建于福州市郊魁岐村，背倚福州市著名景区鼓山，

面瞰闽江，全校占地一千余亩，校舍约三十座 1。校内遍植林木，苍翠蓊郁。

学校基础设施先进。校内使用自来水，筑蓄水池于鼓山南谷中，专设水管长

达三华里。另有抽水机及两座水泥贮水池，以备抗旱时抽取闽江之水。校内

设制气厂，所制煤气以管道通达理学院化学实验室与园艺加工室，代替酒精

充作燃料。学校所需电力由福州电厂供给，学校不仅基础设施健全，各系教

学设备资料也相当先进。如校图书馆藏有各类图书杂志十三万五千余册，化

学系拥有金属仪器计千余件，各式温度计二百余支，各式天秤二百余架，白

金仪器亦有十余件。生物系有显微镜九十余架，动植物玻片标本三千余片，

动物浸制标本九百余瓶，剥制标本五千余件。福建协和大学在抗战前已经建

设成为一所办学条件齐全的大学。 

农学系创立于 1936 年秋，创立农学系的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

是福建省地理位置介于北纬 23°33′-28°20′、东经 115°50′-120°40′之间，靠

近北回归线。气候属于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光照

充足，年平均气温 17-21℃，平均降雨量 1400-2000 毫米，气候条件优越，

适宜作物生长。农副产品生产丰富，“茶木、笋菰及荔枝、龙眼等果品，无一

不占重要地位” 2。开设农学系可以为福建农副产品种植培养更多的农业专门

人才。其二是福建省虽然农副产品种类丰富，但是历来粮食生产不足。福建

省九成陆地面积为丘陵地带，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少人多，历来粮

                                                           
1 福建协和大学编：《抗战期中之福建协和大学》，1946 年，第 2 页。 
2 朱雄：《本校农学系沿革》，载《协大农报》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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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急需培养大量粮食种植科技人才。综合两方面因素，

为满足社会发展对农业人才的需求，农学系“应时而起为必然之趋势” 1。 

农学系创办之初，由林礼铨担任系主任，主持系务。林礼铨，福建南平

人，中学毕业后保送美国留学，专攻农业温室技术，毕业后回国在南平主持

推广农业温室技术，其研究成果上世纪 30 年代不仅在福建省甚至在全国都

居于领先水平。除系主任林礼铨外，农学系的专职教师还有克立鹄、谢循贯、

林青、林传光和朱雄。五位专职教师都是学有所成的生物学和农学专家2。其

工作分配情况如下：农艺课程由林礼铨担任、昆虫学课程由克立鹄担任、畜

牧学课程由林青担任、植物学课程由谢循贯担任、园艺学课程由朱雄及林传

光担任。农学系创设当年的十月，福建省建设厅就与农学系合作设立了园艺

试验场，致力于农艺、畜牧及园艺加工研究。“农艺则注重水稻改良，畜牧则

注重繁殖优良之鸡、羊，植物则注重水藻之研究。” 3农学系创设之初，师资

较少，学生数量也不多，第一届学生仅有十余人。 

1938 年 5 月，厦门沦陷日寇之手。为免受日寇蹂躏，福建协和大学被迫

北迁福建邵武，农学系等院系随迁。邵武地处闽北，境内地形复杂，山峦叠

嶂，连绵不断，日寇暂时难以侵犯。按照计划，“全体员生分为两批北上，择

定邵武东门汉美中学及北门乐德中学医院等旧址为临时校舍”4。图书资料和

教学仪器设备，择重要急需者，分批溯闽江内迁。但受运输条件和经费所限，

直到 1939 年，内迁邵武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还不及全部的二分之一，其

余办学所需，只能重新购置。 

二、农学系的机构扩充与教学工作的开展 

                                                           
1 朱雄：《本校农学系沿革》，载《协大农报》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 
2 克立鹄（Claude R.Kellogg），美国人。原是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美国丹佛大学毕业，

专攻昆虫学；谢循贯，浙江永嘉县人。1916 年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专攻植物生理学。

回国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教授；林青，早期履历不详，新中国建

立后曾任山东省农学院教授。林传光，福建省闽侯县人。1933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专攻植

物病理家、植物真菌和病毒学。朱雄，早期履历不详，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上海园艺学会第

一届理事长。 
3 朱雄：《本校农学系沿革》，载《协大农报》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 
4 福建协和大学编：《抗战期中之福建协和大学》，1946 年，第 3 页。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740662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740662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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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武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丝毫没有影响协和大学师生的教学热情。经

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农学系的教学工作不仅顺利展开，农学系还扩充成为农

学院。 

扩充的原因有二：一是与福州大城市相比，邵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

城。较在福州办学之时，“学农之学子骤增，农科学生人数为全校之冠”。二

是“农科之设备为全省最高学府中所仅有者”，“为应社会之需求……将原有之农

科扩充为农学院” 1。依照教育部要求，1939 年春季，协和大学将农学系分为

农艺和园艺两系，合并原有的农业经济系，正式成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 

农学院下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农业经济学系、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

校、农林试验场、协大农报编辑委员会 6 个部门。其中，附属高级农业职业

学校是应社会之需培育农业干部设立。农林试验场为供学校师生实习试验研

究之用设立，占地数百亩，内设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植物病虫害研究

室和推广部 6 个部门。 

农学院各系课程均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农学院课程标准编制。除农学

院“共同必修课”外，各系有各系之必修课程及选修课程。教学按照学分制管

理，四年共需修满 134 学分方准毕业。“共同必修课”除政治课、国文课、英

文课外，还有地质学、农学概论、农场实习、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普通动植

物学、普通化学等课程，总计 44 学分。各系之必修课程及选修课程表列如

下： 

农艺学系： 

 

必修课程 

普通作物、稻作学、土壤学、特用作物（蔗作、茶作、棉作等）、

遗传学、作物育种学、农具学、肥料学、作物设计实习、生物统计学、

                                                           
1 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编：《协和大学农学院概况》，载《协大农报》1940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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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技术、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经济昆虫学、农业

气象学、农场管理。除上述 17 门课程之外，还要完成毕业论文1，总计

52 学分。 

选修课程 桑蚕学、农田水利学、垦殖学、植物切片学、细胞学、植物分类

学、真菌学、农业合作、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园艺

学、普通畜牧学、普通家禽学、普通森林学、造林学各论、高等数学。

上述 17 门课程可任选 10 门，但必须选择第二外语一门课程，总计 38

学分。 

园艺学系： 

必修课程 果树园艺学、蔬菜园艺学、花卉园艺学、造园学、园艺利用、农场

管理、土壤学、肥料学、遗传学、普通昆虫学、经济昆虫学、农业气象

学。除上述 12 门课程之外，还要完成毕业论文2，总计 54 学分。 

选修课程 观赏树木、苗圃学、果品学、果实处理、柑桔栽培、草果栽培、促

成栽培、园艺选种、园艺品制造、农产品分析、园艺设计实习、植物切

片学、植物解剖学、植物分类学、普通森林学、造林学各论、测量学、

投影图画、普通畜牧学、普通家禽学、农村合作、有机化学、生物统计

学。再于农艺其它课程中任选 8 学分，总计 36 学分。 

农业经济学系： 

必修课程 农村合作、会计学、农业统计学、农村社会学、土地经济学、农产

贸易、农产物价、农业金融学、农场管理、农业政策、农业推广、中国

农业经济问题、普通作物学、土壤学、肥料学、园艺学、畜牧学、普通

                                                           
1 协和大学农学院编：《协和大学农学院概况》，载《协大农报》1940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57

页。 
2 协和大学农学院编：《协和大学农学院概况》，载《协大农报》1940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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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学（上三科中任选二科）。除上述 17 门课程之外，还要完成毕业

论文1，总计 61 学分。 

选修课程 农业教育、民法概要、中国农业社会史、簿记学、农业经济地理、

农业仓库、粮食问题、财政学、货币与银行、经济史、统制经济、地方

自治、土地问题、垦殖学、农村建设、植物病理学、农业气象学。除上

述 17 门课程外，还需在农艺、园艺、畜牧、森林等课程中任选 10 学

分，加上第二外语一门课程，总计 29 学分。 

 

三、农学院开展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服务工作 

搬迁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农学院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农业生产

和社会服务工作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迁邵以来，因环境更适合农业研究，农学院划分出农艺、园艺、森林、

畜牧五个工作组，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其中，农艺组由林成耀主持，主要开

展了以下工作2：（一）在邵武南门外辟地 30 亩作为稻作试验场，选取水稻

单穗八千余株为育种基本材料，繁殖优种，推广于农民。（二）开展小麦和

棉花的种植试验。因邵武冬季作物多以小麦为主，种小麦的农民常常因为播

种失时，至水稻栽秧期小麦尚未成熟，妨碍稻作，影响冬耕发展。农艺组于

1938 年 10 月 27 日起开始小麦播种期试验，每隔五日播种一次，考察各期播

种发生麦苗之田间生长情形及收获期产量，以期探得邵武小麦播种之最佳时

期。又闽北种植棉花者较少，农艺组征集棉花品种开展种植试验，观察邵武

是否适合种植棉花以及种植何种棉花为宜。（三）完成土壤分析工作。农艺

组与化学系开展合作，采集土壤样本做化学分析，测定土壤酸度。 

                                                           
1 协和大学农学院编：《协和大学农学院概况》，载《协大农报》1940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60

页。 
2 协和大学农学系编：《本校农科最近消息》，载《协大农报》1939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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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组由朱雄、黄汉炎主持，主要开展以下工作1：（一）由福州运来大

蟠桃、水蜜桃等桃苗，定植在东门外试验场内。朱雄率学生选取优良南丰蜜

橘分别嫁接于春季栽种之柚、月月桥、枳毂、Citrange 诸种砧木上，观察接

穗对于砧木之反应。（二）进行抵抗青枯病番茄等蔬菜优良品种种植试验。

（三）开展蔬菜罐头生产试验。邵武盛产春笋，价值低廉，园艺组着手研究

各级抽气、消毒时间和盐水浓度对于装罐后春笋品质之影响，为蔬菜罐头产

业化生产做准备。 

森林组由杨赐福主持，主要开展以下工作2：（一）扩充苗圃。原苗圃系

临时性质，范围狭小，全部面积不及二亩。现在增开第二、第三两苗圃以供

育苗及试验研究之用，全部面积增至十余亩。（二）开展育木苗工作。1939

年，森林组培养的林苗种类有桉树、重阳木、厚朴、洋槐、中国槐、枳柏、

油茶、乌柏、马尾松等四十余种。种类之多，堪称福建省内各苗圃之冠。育

成苗木数量以最低限度估计，亦可达二十余万株。（三）开展造林工作。造

林工作于 1938 年 12 月选定东门外樵溪北岸之高家山及麻风厂一带教会土地

作为造林基地。依各地之地势、土质情形区划为十叚，1939 年二月中旬开始

植栽树苗。合计共植马尾松 77726 株、三年桐 2230 株，总占地面积一百五

十余亩。 

畜牧组工作由林青主持，主要开展以下两项工作3：（一）畜种普查。畜

牧组对邵武及闽北畜牧情况进行了全面普查，将普查结果作为研究改良闽北

畜种的科学依据。（二）优良畜种改良与繁殖研究。开展养羊和养兔工作，

以为改良品种之用；选择优良鸡种繁殖推广；豢养猪种并进行杂交推广；改

良耕牛及乳用牛之品种。 

                                                           
1 协和大学农学系编：《本校农科最近消息》，载《协大农报》1939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31、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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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3 协和大学农学系编：《农学系最近工作概要》，载《协大农报》1939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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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农学院还积极开展农村服务工作：（一）是与

邵武县政府合办农业技术人员训练所，为闽北农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1。1939

年 4 月，邵武县政府与协大农学院合办的农业技术人员训练所第一期训练班

经过四个月的学习顺利结课，毕业的 50 名学员由县政府分派各处负责开展

农业指导工作。（二）开展故县农村工作区工作2。农业经济系及农学系同学

组建的农村改进同志会选定邵武县城东之故县村作为农村工作区开展农村工

作。工作区下设生产、教育、卫生、娱乐四个工作组。生产组负责农业生产

讲习会所，讲授农业生产常识；设立示范农田，推广示范作物品种；交换农

产、畜产品种；奖励植树造林。教育组负责设立故县民众图书馆一所，作为

普及平民教育的中心机构；设立妇女学校一所，负责教授农村妇女家庭卫生、

家庭管理等科学生活常识；设立儿童班，组织村级儿童少年团。卫生组负责

设立巡回医药箱，免费施诊及开展各种预防注射；清洁村容环境卫生并举行

每周卫生检查；印发赠送各种卫生宣传品。娱乐组以培养农民业余生活兴趣

为目的，负责设立民众娱乐所和民众运动场；举行各种生产、教育、卫生比

赛。（三）创建邵武气象测候所3。农业生产离不开气象观测。1938 年秋，

农学系创建了邵武气象测候所。测候所创建之初，测量设备较为简陋。至

1939 年初，测候所设备购置已经十分完备。测候所撰写的气候报告不仅登载

于《协大周刊》，而且每月汇送福建省测候总所一份，以备各方参考。 

抗战前期，由于日寇侵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受到重大打击，福建

全省多市县沦陷，教学设施毁坏严重。艰苦的条件、日寇的暴行并没有使协

和大学师生沉沦下去，反而激发起师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抗战初期，协和大

学农学院虽然从条件优越的省会城市搬迁至条件简陋的闽北邵武山区，但师

生同甘共苦，在艰苦的条件下更加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学院不仅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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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教学规模，为社会培养了更多的农业专门人才，还注重社会实践，促进

了福建北部山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此外，农学院改变了战前国内高等教育脱

离民众、高高在上的形象，将办学与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真正发

挥了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抗战前期

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