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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
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
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
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
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
空，民不聊生。
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
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
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
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
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
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
明。
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
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
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
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
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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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
，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
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
史。
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
不屈与抗争精神。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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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民通常是用祖辈相传的老方法种田，它虽然不像西方的种田方法那样显
得很科学，但传统的农业种田方法毕竟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所以基本上还是与科学道理
暗合的。
19世纪后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指出：西洋各国的农业技术有些方面比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更合理
，故应该取法他们，把其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用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来。
所以从那时起，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开始效法西方。
《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农业改进史话》就着重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粮食作物品种、经
济作物、林业、农具等方面的改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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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农学会的创立　　提到《农学报》和《农学丛书》就必须从“农学会”说起。
　　1895年，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到广州。
他在广州一面筹划反清的革命活动，一面打算在广州成立农学会。
他计划中的农学会，主要任务是创办农业教育，编译农桑新书，讲求作物栽培方法，筹集资金开垦荒
地等。
他在报纸上刊登《拟创立农学会书》，征求会员。
但在这篇征求会员的文章登出不过几天，他便因反清武装起义失败而被迫逃亡日本。
以后他长期在海外奔走革命，再没有机会回到国内来组织农学会。
　　孙中山创立农学会虽然没有成功，但一年后罗振玉等却在上海创立了农学会。
罗振玉字叔言，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在淮安长大。
初有维新思想。
1896年来到上海，便和吴县人蒋黼等发起成立农学会，得到维新人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赞助，也
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支持。
　　农学会又称“务农会”，稍后其他地方也开始成立农学会。
上海的这个农学会有时便称“上海农学会”或“江南农学会”，以与其他地方的农学会相区别。
据梁启超的解释，“学会”就是士大夫集会起来的组织。
上海农学会的会员当然也都是士大夫。
据罗振玉说，当时的士大夫“多浮华少实，顾过沪时无不署名于农社以去”。
这里说的“农社”就是指上海农学会。
看来当时农学会的会员大多只是在会中挂个名而已。
真正参加会务活动的只有罗振玉等很少的一些人。
　　罗振玉等成立农学会之初，曾想开展一系列工作，如编译出版农业书刊、兴办农业学堂、发售各
种农业生产物资如种子、肥料、农具和杀虫药剂等。
办事要有经费，为了积集一笔经费，该会曾计划在上海市郊开辟荒地作为农学会的公产，栽培某些作
物，以其所得作为农学会的基金。
这一计划经过试行，结果失败。
以后该会便集中力量只做编译出版农业书刊一件事。
　　梁启超在一篇介绍农学会的文章中说：农学会“志愿宏大，条理万端，经费绵薄，未克具举。
既念发端经始，在广开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
这是说上海农学会创办之初，只从译书印报做起，其他想做的事情，因限于经费，不能一一实行。
该会后来做出成绩的，也就只有译书和印报两件事。
其他各项，有的试行失败而作罢；有的只是设想，根本没有动手进行。
事实上，当时士大夫最擅长的也就是译书、印报等工作。
“译书”就是编译“《农学丛书》”，“印报”就是出版《农学报》。
　　2 《农学报》及《农学丛书》　　《农学报》创刊于1897年4月，初为半月刊，1898年起改为旬刊
，至1906年停刊，前后出报315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定期刊物。
《农学报》的内容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各级地方官员关于农业方面的奏折、公牍、规划，以及各地农
政消息和农学会的工作报导；另一类是从东西洋农业报刊上翻译的文章。
从1900年起，《农学报》中不再登载农政消息和农学会工作报导，大概从这年起农学会以编译书刊为
唯一工作，不再从事其他活动了。
　　《农学丛书》的内容很庞杂，包括农业各学科，都是从外国农业书籍上翻译过来的；有10万余字
的长篇，也有一二千字的节译短文，其中大部分是从日本农业书籍上译来的；同时也翻印了若干中国
古农书。
这表明罗振玉等既要引进国外的农业科学知识，对本国的传统农业也不偏废。
《农学丛书》先后出版7集约6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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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会编译出版《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组成了一个班子，设理事二人，管理庶务的理事为
蒋黼，负责编辑的理事为罗振玉。
1898年，蒋黼病故，庶务、笔政全由罗振玉一人承担。
日文书的翻译以日本人藤田丰八为主，并由藤田培训了数名中国青年译员，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是当
年藤田培养的译员之一。
西文翻译似未聘专人，以外又雇用司账、抄写、杂役等数人，用人很少，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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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话》的目的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
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
，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
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章楷所著的《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农业改进史话》为《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之一，着
重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粮食作物品种、经济作物、林业、农具等方面的改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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