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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 中国旧

有的经济结构受到外来的资本主义冲

击, 人们的思想 、价值观念发生了变

化, 特别是以王韬 、郑观应等人为代

表的一批改良知识分子提出了 “以商

立国” 、 “定为工国” 的工业化命

题。与之同时, 他们也未曾忘记对农

业近代化问题的思索 。

(一)改良知识分子科教兴

农意识的树立

改良知识分子是在民族危机日益

加重的情势下步入历史舞台的 。 19

世纪 60年代以后, 西方列强渗透日

益加剧, 中外贸易逆差加大, 名目繁

多的洋货充斥中国市场, 其带来的恶

果, 诚如郑观应所说: “一切玩好奇

淫工具, 种类殊繁, 指不胜屈, ……

皆畅行各口, 销入内地, 人置家备,

弃旧翻新, 耗我资财, 何可恶数 。” ①

改良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对此种咄咄逼

人局面的认知, 观照了中西方社会经

济发展的轨迹, 领悟到 “商” 在国富

民强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而开始背离

了传统的 “重农抑商” 之教条, 呼吁

重 “商” , 以与西方进行 “商战” ,

挽回已失的利权 。

须看到, 改良知识分子视野之中

的 “商” 是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而出

现于近代中国舞台之上的, 其内涵并

非仅指单纯的商业贸易, 而是包括资

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内的

各个部门 。正是如此, 也就注定了看

重商业的改良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农业

近代化问题作出探讨 。因为他们所倡

导的重商主义是以 “商之本在农, 农

事兴则百物蕃, 而利源可浚” ②为出

发点的 。故此, 也就萌生了通过科技

教育来发展农业的新意识 。

第一, 要求引进新式农机, 改善

生产条件, 变革农业生产方式 。改良

知识分子多曾侧身于洋务运动, 洞悉

西学, 注重吸收国外新鲜事物 。他们

通过对中西各国的农业、社会情况的

分析意识到随着市场竞争的越发激

烈, 旧式的 、低层次的农耕方式已难

以承受市场风浪的冲击, 故而要求变

革农业生产方式 。在提高农业生产力

方面, 他们把购求 、制造新式农器和

采用农机耕作放在首位。并为此而旁

征博引, 详加论说, 竭力呼吁, 以引

起国人注意 。王韬首先从提高效率的

角度, 广泛论证了机器对农业生产的

必要性 。他说, 织 之利 “必以机器

为先” , 这样可事半功倍, 巧捷异

常, 获利无穷③;他看到近年来中西

双方共兴蚕桑之利, 中国所缺少的是

“火机之纺器织具” , 因而带来效率

低下, 成本昂贵的结局。现在 “可购

求制造, 十家一具, 纺线织布, 一具

可兼百人之工, 则一家可享数十家之

利 。西国田具, 如犁耙播刈诸器, 力

省工倍 ,可以之教农,以尽地利” ④。可

见, 王韬已经认识到了先进生产工具

与效率间的正相关关系, 力图通过购

造新式农业设备, 改善生产条件提高

劳动生产率, 以减少农产品生产过程

中的劳动消耗 , 而达到物贱工省之

效 。薛福成为了使中国更多的农货打

入国际市场, 于 1892—1893年间专

门撰写了 《振百工说》 、 《用机器殖

财养民说》 等一系列文章, 力陈中国

传统农业的诸种弊端, 详细论述了用

机器生产可以 “殖财养民” 的新理,

祈求国人 “研精机器生产可以集西人

之长, 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 斟酌

变通” , 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物质更

为精良, 物价更为低廉, 竞争中才有

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⑤
, 陈炽对农业生

产方式变革的必要性认识更为深刻透

彻 。 1896年 , 他发表了 《讲求农学

说》 一文, 文中指出: “务农殖贷”

是振兴商务之根本, 要发展农业惟有

变革传统生产方式 。如何改变呢?他

认为, 现今中国所要做的, 一方面是

以工业为底蕴, 制造各种机器, 而后

“推之于农” ⑥
, 进行机械化生产;

另一方面还应因地制宜, 视各地土地

情况的差异, 采取与之相宜的经营方

式, 大面积田地的, 采用英国式的大

农场机械化操作;小块田地的, 宜用

法 、德 、意式的小规模集约化方式经

营⑦。只有这两方面的契合, 才能使

农业的发展, 建立在生产的工业化 、

经营的科学化之上, 最终增产增效,

达到 “民用丰饶 , 国亦大富” 的目

的 。改良知识分子的诸多论述实际上

外化了一种农业观念的变更, 表达了

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的企盼, 希望中

国农业走上一条以机器耕作为基础 、

以集约化经营为模式的近代化之路,

论近代改良知识分子的
科教兴农意识

◆赵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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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改变原来那种“百人耕而养一人”

的低效窘境, 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使

其由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

其次, 大力提倡农业科技, 解决

好与发展农业有关的肥料 、选种、除

害等问题 。为了充分挖掘中国农业的

潜力 , 发挥地力, 改良知识分子认

为:除了变革生产方式外, 加大农作

物生长过程中科技投入量, 以及对与

农作物生长有关的环节做悉心探究是

必要的, 是时势的一种必然 。为此,

马建忠说, 植桑种茶讲求本原 。所谓

“本原” 就是对土质的分析和科技的

推广 。他称赞意 、法两国的育蚕专家

“种桑有术” 、 “选种必良” , 而且

在饲养过程中, 能用先进设备如显微

镜做定期观察和用药 、治病, 正是因

其生产过程中科技应用的增强, 带来

了西人茶 、丝质优价廉 , “销售浸

广” 的盛状, 建议中国育蚕种茶各省

宜 “访求西法” 、 “用其所长” , 对

选种与饲养尽心钻研 。 ⑧薛福成立足

于发展农业商品经济, 把农业生产的

近代化与市场贸易结合起来 。他认

为, “艺植之利” 为振兴商务要道之

一, 政府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

“劝民栽植桑茶” , 实行区域化布

局, 专业化生产;同时在具体耕作过

程中还须讲求科学 , 因地制宜 。他

说: “种桑必在高亢之地, 而种茶恒

在山谷之中, ……是在相其地宜, 善

为倡导而已 。” 他还陈言当局对缫

丝、制造之法刻意追求的人, “激进

而奖进之” , 以政府之诚意激励人

心, 调动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积

极性⑨。陈炽 、郑观应则把西人物产

盈余归根为施肥 、种田之良方 、佳种

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环节的精心剖析 。

陈炽在 《农政》 一文中写道:人稠地

狭的西方之所以能够 “百产蕃昌, 亩

收十倍” , 是因其对 “农政亦所究

心, 农事有书, 植物有学, 进更化分

土质, 审别粗细” ,
⑩
而这些正是中

国目前所缺少的 。郑观应也在 《商务

五》 中以植桑养天蚕为例, 详尽地论

述了西人农事生产中的科技活动, 如

拣种 、辨土质 、施化学肥料等, 最后

他赞赏说西方各国最崇尚科学, 有一

事, 必定会设一学会, 然后召集天下

深知此事本原功用的人, 不厌繁琐,

一一考究详察, 以充分发挥其利 。譬

如种田, 则 “必究其未种之先, 何等

种籽于何土, 燥湿何宜, 既种之后, 必

究其何以长茂,何以蕃实,必使业此者

毫无遗利而后止 。” 11综上所述,可以

看出, 改良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农业是

以机器生产为基础, 以近代科学技术

为保障的一种新型农业, 以此为起点

通过不断增加农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科技含量,提高农业效益,实现农产品

有效增殖, 使中国农产品具有更大市

场竞争力,以便更好地与外人进行“商

战”,挽救日渐衰微的国运 。

第三, 强调进行 “农学” 教育,

提高劳动者素质 。改良知识分子在改

变生产过程中物化因素的同时, 也要

求改变生产中人的因素。主张兴学重

教, 通过 “农学” 教育提高劳动者科

学文化素质, 使其成为近代经济增长

的一个新质素 。为达此目的, 他们经

过多方求索, 提议采取以下几方面措

施:首先, 国家宜设专职经理, 以立

法鼓舞 。马建忠要求清廷动用行政权

力通谕各省督抚, 劝诫民众以开放的

态度 “访求西人之所长”  12。薛福成

提出中国要改变民穷财尽的惨状, 只

有振兴百工, 应通过政府力量给予民

众以一定的扶持和引导, 打破 “千年

以来科学之畦珍” , 弱化世人的贵士

贱工之心, 使民众创造合法化 。  13

如此, 便可使农业变革在政府倡导

下, 沿着一条秩序化的轨道向良性发

展 。其次, 汇聚中外农书, 广为传

播 。陈炽认为, 中西双方, 人民和土

地大致相同, 而今与古, 腴瘠贫富如

此悬殊 , 是 “教不教之分耳” 。因

而, 他主张 “荟萃中外农书, 博采旁

稽” , 征以事实, 用民间通俗明了的

歌辞加以解释, 然后 “颁之乡塾以教

童蒙, 俾屋穷檐, 转相告语, 家人妇

子, 力穑劝工” 。 141896年, 他在

《讲求农学说》 一文中, 又进一步劝

慰国人宜博采众长, 将中国旧日农书

删繁就简, 择其精要实用者, 古为今

用, 编为一卷;同时翻译西方各国农

学书籍, 取其适用于中国的, 洋为中

国, 汇为一编, 而后 “颁布学宫, 散

给生童 , 转教农人之识字者 。”  15

第三, 主张派专人出国考察, 推广农

学 。郑观应特别重视农业的进步, 他

主张通过 “讲农学, 利水道, 化瘠土

为良田” 等方法, 来发展农业 。据此

他建议政府委员赴西方各国寻求树

艺 、 农桑 、养蚕 、牧畜 、 机器 、 耕

种 、化瘠为肥的一切良方善法, 然后

以言简意赅 、易晓明晰的语言将其编

撰汇总, “泐为专书” , 散发给下层

民众 。 16谭嗣同 、康有为 、梁启超

等人也注意到知识对生产进步的重要

性, 因而请求广设农会, 大办农学堂

以 “兴农殖本” 。谭嗣同说:现今世

界农业分为 “有学之农” 和 “无学之

农” 两大类, 并且 “有学之农, 获数

十倍于无学之农” , 因而在竞争之世

中国也须跟上时代的潮流, 大力讲求

农学, 以裨农政, 提高劳动者素质,

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落后挨打, 因为

将来 “地球之治 , 必视农学为进

退” ; 17梁启超云:中国也应学习

西方, 讲究农学, 变革经营方式, 将

“欧洲寻常农学之法所产 , 推之中

国” ,  18改变劳动者素质低劣之状

况, 以获农业的发达 。一言以蔽之,

改良知识分子面向广大农村社区, 通

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农学教育, 一

方面可传播农业知识;另一方面有利

于教育的乡土化 、世俗化, 从某种意

义上来讲, 他们也是对农 、科 、教三

者之间的结合提供了门径 。其意图在

于对中西方先进农业文明的继承与吸

收, 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使其

获得一定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适

应现实社会需要的一种劳动力资源,

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旧式经验

型农业向知识型农业转化 。

(二)改良知识分子科教兴

农的历史地位

改良知识分子的科教兴农意识,

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一种反映, 也是在西方商品蜂

涌而入, 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外势催

酶诱化之下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 。故而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必

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做综合

考察, 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

改良知识分子的科教兴农意识是

在对传统的 “重农轻商” 的封建教条

的彻底背离, 进而对近代机器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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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力推崇的基础上出现的 。王韬 、

郑观应 、薛福成等人作为洋务运动的

鼓吹者和实践者, 大多数生活于东南

沿海地区, 长期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耳濡目染 , 因而在国事日

非、利权频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 洞

察到 “商” 在挽回利权方面的积极作

用。他们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探

研经济发展规律, 意识到在重商之

时, 发展背后支撑商业的农业之重要

性与紧迫性, 进而主张科教兴农, 改

变农业生产方式, 加大农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科技 、教育含量, 以提高其在

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逐步以农业商

品经济取代农业自然经济, 充分发挥

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可以

说, 这些都是改良知识分子在痛定思

痛之际的必然结果, 也是他们价值取

向的转折和对近代科技 、教育及农业

认识深化的结晶 。

改良知识分子的科教兴农意识出

现意味着人们对社会生产研究范围的

扩大, 标志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新思

路的彰显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改

良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农工

商等产业间的内在联系, 主张三事合

为一体, 贯通讲求 。薛福成说:工与

商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 “非工

不是以开商之源, 则工又为其基而商

为其用” 。 19陈炽则看到中外贸易

逆差加大是因洋货与土货在贸易条件

上不平等, 他说:洋货与土货 “贵贱

相悬” 原因在于外洋之货 “皆工所作

成” , 中国出口之货 “皆土地所

产” , 二者 “工绌相越” ,  20现今

只有将农业生产的土货深加工, 实现

价值增殖, 方可使更多的土货走出国

门、打入国际市场, 改变中外贸易中

的入超现象 。故此 , 他竭力呼吁:

“商之本在农……商之体用在工” ,

要求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郑观应与陈

炽的看法如出一辙 , 他一方面强调

“商务之盛衰,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21另一方面

又要求 “以农为经, 以商为纬” ;并

且认为这是强兵富国的先声, 治国平

天下的枢纽 。  22毋庸置疑 , 改良知

识分子正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已从市

场竞争的角度提出了农产品的加工 、

流通问题, 看到 “商战” 之时代农工

商三业间的联动关系 。形成了以农业

为基础, 以工业为后劲, 以商业为龙

头的一体化经营新意识。更为重要的

是, 他们也已认识到在这之中农业是

最为关键一环, 因而要求科教兴农 。

其实, 按照他们的思路构想:农业应

围绕农产品 、农产品加工品以及生产

资料流通向两头延伸, 实行农业的产

业化经营, 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国家强

大 、天下太平 。这种构想无疑是适应

了时代的潮流, 是进步的 。

应该说, 改良知识分子的兴农意

识还很零碎 、肤浅 、 粗糙 、 未系统

化, 主要是探讨了一些同农业近代化

有关的具体问题, 理论方面的建树也

颇嫌不足, 但瑕不掩瑜, 作为筚路蓝

缕的跋涉者, 他们的这种意识和为发

展农业所做的最初呐喊在当时实属难

能可贵, 在一定程度上, 不啻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发展农业的参照体系 。而

且它对晚清社会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型

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值得一提的

是, 他们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和教育工

作的发展在农业进步中的特殊地位,

并为此而提出一些见解和主张, 对我

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和新农村仍

具借鉴意义 。

改良知识分子的科教兴农意识不

仅令时人耳目为之一新, 也对后来的

知识分子如孙中山 、朱执信 、刘揆一

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成为他们经

济改革思想的胚胎;他们的一些主张

及卓识良言, 尽管尚有几分幼稚, 但

毕竟也为社会变革起到推涛助浪的积

极作用, 成为人们发展农业的一种新

法门;也被晚清政府和一些疆吏重臣

如张之洞 、刘坤一所接纳 。但是, 由

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 、阶

级状况极为不成熟也就决定了改良知

识分子理论的不成熟性, 如未能也不

可能触及土地问题;加上处于战乱频

仍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历史环境之

中, 制约了他们这种社会意识, 使这

种见解的社会覆盖面极具狭窄性, 仅

限于东南沿海士绅群中;更由于他们

在社会上扮演了人微言轻的弱者角

色, 使这种意识不为社会所重 、难成

气候 。故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

响是甚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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