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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考证, 廓清了晚清陕西农业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基本历史脉络及与陕西

中等农林学堂、西北大学农科分校、东北大学工学院、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和今西北大学的地缘关

系。结论认为: 晚清陕西农业学堂奠定了西北大学近百年的固定校址; 晚清陕西高等教育的萌芽具

有重要历史价值, 应作为人文资源予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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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陕西农业学堂和陕西实业学堂与陕西的另

外三学堂于民国元年合组为西北大学, 是为西北大

学的五大支脉之一, 并且陕西农业学堂还奠定了西

北大学的固定校址。同时, 它也标志着陕西近代实业

高等教育的萌芽, 故在西北大学校史乃至陕西或我

国西部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 从未有人对其历史做过仔细考证, 所见不

过麟爪[ 1, 2 ] , 难窥全貌, 而对其与西北大学的关系则

已有一些论述[ 3～ 5 ]。这里, 之所以将两学堂并考, 除

它们同时于辛亥革命后并为西北大学之外, 还因为

其专业设置均属实业教育的范畴。

1　西部背景与沿革

我国西部实业高等教育的萌芽均始于晚清。清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清廷发布《兴学诏》之后, 京

师与各省开始大规模兴办学堂。

我国西部地区的实业教育主要萌芽于陕西西

安、四川成都、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等地。清光绪

三十二年 (1906 年) , 四川巡抚在成都创办四川通省

农政学堂, 又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在成都创办

四川工业学堂 (1910 年改为四川高等工业学堂)。辛

亥革命以后, 两学堂改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

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7 年, 两校又改为公立

四川大学农科学院和工科学院。1931 年, 又与国立

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

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与此同时, 原公立四川大学农科

学院、工科学院又分别独立为四川省立农学院和四

川省立工学院。甘肃的实业教育也在清末开始萌芽。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 甘肃省在兰州创办矿务学

堂。次年, 兰州道彭英甲在省城兰州西门外贡院创办

甘肃农林学堂。1933 年, 甘肃学院增设农业专修科。

1939 年所设的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不久即改为西北

农业专科学校。新疆约在 20 年代初在省会迪化 (今

乌鲁木齐) 设立农业学堂, 30 年代中期, 新疆学院亦

设农牧系。

陕西在晚清兴学潮中, 先后创办了两所中等农

林学堂和 24 所初等农业学堂, 分布在全省各地。在

初等农林学堂中, 以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3 月成

立的凤翔蚕桑学堂为最早, 杭州蚕学馆第七期毕业



生史兆龙, 章翌农曾在该堂任教。另外, 较早的还有:

高陵县农业学堂、周至县初等农业学堂 (宣统二年,

1910 年)、咸阳县初等农业学堂 (宣统二年)、泾阳县

初等农业学堂 (宣统二年)等。在中等农林学堂中, 能

称得上高等教育萌芽的有: 光绪三十年 (1909 年) 创

办的陕西省中等农林学堂 (附设农业教员讲习

所) [ 1 ] ,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下半年成立, 宣统元

年 (1909 年)十二月立案的陕西省会农业学堂[ 6 ]。其

中, 陕西省中等农林学堂是西部地区最早的农林专

门学校。另有一说, 认为在 1911 年以前“陕西省先

后办起中等农业学堂 3 所”[ 2 ] , 但其据不详。光绪三

十年成立的陕西中等农林学堂和宣统元年成立的陕

西省会农业学堂应为同处于西安城西关呈南北向展

布的同一所学堂, 只是可能在时间上有停辍和恢复

而混淆了修志者的视听。民国初, 承袭陕西农业学堂

旧址建成的三秦公学的有关记载[ 7 ]和《陕西教育官

报》的有关记载, 亦可印证两学堂同处西关的推论。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称:“(陕西) 中等农林学堂, 在

城外西关, 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设立。附设农业教

员讲习所, 以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学生入堂肄业, 择

农学之精要者先为讲授, 一年毕业, 再遵章办理完全

四年、简易二年毕业。 (学堂)岁支银九百四十两, 讲

习所岁支银一千七百一十四两。”[ 1 ]该学堂至少维持

至 1906 年, 因为 1906 年 4 月以后由陕西学务处

(1905 年设) 改设成的陕西学务公所中尚专设有“实

业课”, 专“掌农业、商业各学堂及各实业讲习所”[ 1 ] ,

而在 1905 年之前, 统归陕西大学堂管理。民国年间

所编纂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和《咸宁长安两县续

志》, 前者记载时代始于乾隆, 终于宣统三年 (1911

年) , 后者记载时代上始嘉庆十一年 (1806 年) , 下迄

宣统三年 (1911 年) , 而且邵力子、宋联奎等同时为

两志的督修者、作序者或编纂者。由此, 两志记载时

代相似, 编纂人相同, 只是编纂时间上有先后之分,

后者约编纂于 1923 年, 出版于 1936 年, 略迟于前

者, 故其所载史实除两学堂间的关系之外, 不应该有

较大出入。

清宣统二年 (1910 年) , 西安知府尹昌龄在西安

贡院北 (约今儿童公园北部) 设立西安中等实业学

堂。

1912 年春, 陕西都督筹设西北大学, 遂将陕西

省会农业学堂、西安中等实业学堂改为西北大学农

科分校。陆建章督陕时, 又将西北大学农科改为省立

甲种农业学校 (在今西北大学校址) [ 8 ]。

1923 年, 水利工程专门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等

并入西北大学, 改为西北大学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

学系和工学系。1937 年至 1939 年, 国立西安临时大

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先后设有农学院 (包括农业化

学系、林学系、农学系)、工学院 (包括土木工程系、矿

冶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纺织工程系)。

1932 年, 李仪祉在西安高中附设陕西省水利专

科班。同年,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开始筹建, 1934

年 4 月在陕西武功正式成立, 亦将陕西省水利专科

班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1938 年, 国立西

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同年, 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独立为西北工学院。这些标

志着陕西农林畜牧和工程技术高等教育从此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在本文, 我们将仅限于讨论晚清时期陕

西农林、工业等实业教育的起源。

2　农业学堂

在此, 将陕西省会中等农业学堂简称为农业学

堂, 并首先予以论证, 暂时搁置光绪三十年 (1904

年)所设之陕西中等农林学堂, 待后有确凿资料时再

议。

陕西农业学堂的创办与晚清陕西地方政府急于

改善“财力窘绌”的现状有密切关系。农业学堂呈宪

台文指出:“实业为丰本阜民之基, 而农业一科, 尤为

工商所资, 衣食所赖。欧美各国立国宗旨虽各不同,

然莫不各讲求实业为富强基本。如: 美以农立国, 而

富甲环球, 遂足雄视西陆, 蔚为望国。盖国力既厚, 则

权力由是而增, 若影随形, 莫之或爽。比年以来, 朝廷

注重实业, 锐意提倡, ⋯⋯臣民咸知实业为现今要

务, 农、工、商、矿竞起研求, 弃虚课实, 力洗固习。”[ 9 ]

这既是陕西农业学堂创办的背景, 也是其创办的原

因。

陕西农业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下半年”[ 9 ] , 于宣统元年 (1909 年) 十二月十四日被

准予立案, 由陕西高等学堂监督周镛 (石笙) 兼任农

业学堂监督。西安知府尹昌龄任提调。农业学堂“自

去岁 (宣统元年) 春间倡议, 逮柒月后始经勉强成

立”[ 9 ]。学堂“就 (西安城) 西关外旧营房改修创

设”[ 9 ] ,“开办之初, 四无凭藉, 幸赖宪台及列宪荩画

周备, 乐观其成, 赐拨基址, 以谋扩充, 宽筹母金以资

周转。于是, 规模粗立, 士论翕然”[ 9 ]。学堂开办之初,

本拟设农、蚕、林三科, 使学生达到 200 余人, 实际设

有预科计两班, 主要补习普通学科, 不介入实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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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农业本科计一班; 蚕业别科计两班, 着重训练种、

养、蚕、缫、丝、烘、茧等; 附设农业试验场, 包括农田、

房舍、农具、牲畜, 及肥料、籽种等。

其常年经费支出初拟“筹拨银十二万两, 发商生

息, 即以所生息款作为该堂经费”, 但实际上“入息款

实不敷用, 现计额支活支每月不敷银二百余两, 全年

共不敷银二千四百两。又试验场开办经费需银一千

九百余两, 常年经费需银一千五百余两, 共计本年

(宣统二年) 应需银五千八百两, 以后每年需银三千

九百两”[ 9 ]。然而, 学堂开办之初即备受经费拮据之

苦, 以致“不敷之数, 暂在开办修理项下挪借开支, 时

值年终, 各工匠络绎领价, 实在无从弥补。”另外,“蚕

业别科, 仍拟来春 (指宣统二年)再加扩充”;“选送学

生在案, 应添教育用品及需用器具”;“届春令百物繁

滋, 试验场内以款无从出, 不能如法布置, 弥望荒

芜”, 建造房舍、购备农具牲畜、员绅薪水、工役口食,

以及肥料、籽种、用具等均无从着落。为此, 农业学堂

屡请宪台筹拨经费, 但因陕西“筹措维艰”,“财力窘

绌, 又甲于他省”,“兴办实业, 艰窘万状”[ 9 ] , 办学经

费尤难。至宣统元年 (1909 年) ,“陕西各学校经费动

用司库正杂各款, 银逾二十万两, ⋯⋯而解京学款及

留东学费每岁支销银又六万余两, 居全省财政岁出

十五分之一。以边瘠之省, 每年动需此数, 其担负已

不为轻矣。”[ 1 ]然而, 农业学堂“为各属兴办农校所取

资, 尤为全省改良农业之关键, 不忍功亏一篑”, 而

且, 盼望借兴实业教育“以期获利益, 借开风气”[ 9 ]。

因此, 在农业学堂的一再催请之下, 直到宣统二年

( 1910 年) 二月二十八日才“饬由藩司按年筹拨, 以

维久远”[ 9 ]。

陕西农业学堂的学生, 来自西安、同州、凤州等

六府州, 著名电影人郑伯奇就是该学堂的第一届学

生。郑伯奇在 1961 年 10 月 9 日回忆说: 农业学堂

“最初只招收一班学生, 我就是被录取的新生之一。

⋯⋯学校新成立, 教员缺乏, 课目不全, 负责人 (指周

镛)既系兼差, 不常到校, 学生颇不满意。第二年 (宣

统元年) 春, 又招收各县高小毕业生, 成立农、林、蚕

及预科四个科, 我转入农业科。外县学生年龄不齐,

有的年龄在三十以上, 而年纪小的只有十五六岁。由

于年龄差距太大, 学生的志趣不同, 经历各异, 思想

情况也很复杂。在当时的西安各学校中, 可能是比较

落后的一个, 清朝官吏对这个学校似乎也不重

视。”[ 10 ]

宣统二年 (1910 年) , 亦即辛亥革命前, 西安的

学生运动以陕西高等学堂为首, 达到了高潮。其他如

西安府中学堂、农业学堂、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巡警

学堂、陆军小学堂等, 也都加入学生运动的行列, 先

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课。“其中农业学堂罢课时间最

久, 影响很大, 成为进步力量向反动统治展开的最激

烈的一次斗争。当时, 我是农业学堂的一个年纪最小

的学生 (推算为十五六岁)。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锻

炼, 也开拓了眼界”[ 10 ]。罢课原因表面上看是学生对

教学和生活管理积有不满而爆发的, 特别是一些不

学无术的教职员的误人子弟行为, 实际原因是对当

时政治现状不满。当时, 在罢课以后, 农业学堂的学

生立即组成纠察队, 并推举张义安、王盈初等 6 个代

表向学堂交涉。由于学堂当局持冷漠不理态度, 激起

学生公愤, 遂一致决议由学堂 (今西北大学校址) 迁

往城内城隍庙后街的财神庙, 这也使事态扩大, 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 西安各校纷纷派代表慰问。

并表示声援。陕西高等学堂的马彦　、陕西师范学堂

的寇胜浮、健本学堂的胡景翼, 都代表各校到财神庙

声援慰问。陕西教育会也表示关心。农业学堂的罢

课学生代表也奔走呼吁, 更引起西安各社会团体和

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不久, 陆军小学堂也举行罢

课, 陕西地方当局深惧军事学校罢课发生意外, 在数

日内即予平息, 却对先罢课的农业学堂依然置之不

理, 这更激怒了学生和关心学生的各界人士。适逢陕

西教育会年会, 教育会长兼谘议局副局长郭希仁在

大会上严正陈词, 农业学堂罢课学生代表张义安痛

哭流涕, 以头撞壁, 表示必死决心, 罢课学生亦人声

鼎沸。在这种情况下, 清陕西地方当局遂接受学生要

求, 将不学无术的教职员全部撤换。学生们在这次斗

争中经受了锻炼, 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前奏。学生

代表张义安、王盈初在这次斗争中加入同盟会, 郑伯

奇也由张义安、胡景翼 (笠僧)介绍加入同盟会。

3　实业学堂

实学源于宋儒程颐和朱熹对佛教、老庄、汉唐训

诂学之虚的批判, 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 主张学问要

经世致用。关学的创始人张载、传人李二曲、杨双山

等均以井田、水利、农、蚕等亲身实践, 倡导实学。西

学的引入又形成新实学。实业一词的来源与实学相

关, 在清代泛称农、林、畜牧、工业、商业、船舶业等。

实业学堂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形成的一种职业教

育。实业学堂在清末分为初、中、高三等: 初等实业学

堂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 有农业、商业、商船三类, 修

业三年; 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 有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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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商业、商船四类; 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大学程度,

分类与中等相同, 修业期预科一年, 本科三年。1913

年, 实业学堂统改为实业学校。实业学校分为甲、乙

两种, 各设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科。其中, 甲种相

当于中学程度, 修业期预科一年, 本科三年; 乙种相

当于高等小学程度, 修业三年。在陕西, 无论是初等

实业学堂 (如 1910 年的咸长两县两等实业学堂)、中

等实业学堂 (如 1910 年的西安中等实业学堂)、高等

实业学堂 (如 1902 年的宏道高等学堂, 后改宏道中

等工业学堂) , 还是甲种商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甲

种工业学校等等, 都有一定的办学规模和历史。1912

年 4 月成立的三秦公学也承袭农业学堂、实业学堂

旧址开办实业教育, 即“教育以科学为实质⋯⋯三秦

公学撷科学之精英, 较简易于普通, 而畸重于实

业。”[ 7 ]

陕西的实业教育始于清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的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和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的

崇实书院, 天文学、舆地、数学、测量、声光、英文、农

林、矿务、机器制造等首次被作为教育内容。光绪二

十八年 (1902 年) , 味经、崇实并入三原宏道高等学

堂。宣统初, 又改为宏道中等工业学堂, 并赴日延聘

教习, 购置纺织等各种机器, 修建西洋式工厂, 拟办

织、染、窑三种实业等。此后, 因驻军失火, 学堂遂付

之一炬。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 (1898 年 1 月) , 在西

安所设的游艺学塾 (又名格致学堂) , 也以科技教育

为主。这些是陕西实业教育的先声。之后的陕西实

业学堂因存在时间短, 仅一年有余, 即结束于辛亥革

命的炮火声中。辛亥革命以后, 三秦公学、西北大学

等, 承继了这种实学教育或科技教育的传统, 并开创

了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陕西实业学堂位于西安府城西安贡院北区东

向, 相当于今西安儿童公园北部, 一说在习武园[ 11 ]。

该学堂由西安知府尹昌龄筹足经费白银万两, 并委

候选训导兴平人张渊 (字深如) 为校长主持开办诸

事。该学堂“建筑合度, 光线如式, 空气清洁, 林木丛

秀, 为省中诸校之冠”, 而创办斯校的目的在于以举

实业为己任, 注重实践, 使天下士“游乎诗书之林, 养

乎礼乐之圃, ⋯⋯汇征俊义者蔚起, 导天下士共游于

正路”[ 1 ]。学堂在其西附设农学试验场, 规定凡辨土

宜、择种子、培肥料、去害虫等事, 必须实习, 以提高

学生的农学知识水平和实际运用的技能。学堂还要

求学生在试验场学好农学的同时, 为博物学准备标

本, 可见粗浅的昆虫生物学学习与实践也开始引入。

其学制按清制修业期预科二年, 本科三年。该学

堂虽由西安府所设, 但学生来源并不限于西安一府,

“盖以斯郡为首善之区, 宦籍、客籍、侨人甚多, 变法

兴学首贵普及, 非若前此考试时代之严分畛域禁止

冒籍焉, 亦文明进化之一端也”[ 1 ]。

实业学堂成立的当年, 即清宣统二年 ( 1910

年) , 正值辛亥革命之前, 西安爆发学潮,“实业学堂、

法政学堂、巡警学堂等, 也都参加了学生运动的行

列”[ 10 ]。实业学堂的性质类似于现在的职业教育, 当

时“多数是有名无实, 师资设备均差, 特别是不能结

合实际。一些学生因为考不上官立中学, 才在职业学

校就读, 并非自愿从事某种工作。毕业后, 政府又不

提供就业机会”[ 8 ]。因此, 引发学潮遂成必然。

4　陕西农业学堂校址问题

陕西农业学堂校址一直被视为其后西北大学的

校址之一, 亦有奠定西北大学永久校址之说[ 4 ]。同

时, 这也使人连带想起有关今西安高级中学为陕西

大学堂和西北大学惟一继承者说法[ 12 ]的偏颇, 故有

必要予以讨论。

4. 1　从三秦公学佐证农业学堂校址

历史文献有关农业学堂校址位于西安城西关的

说法,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并无确切的范围。现据三

秦公学有关文献和相关回忆录予以考究。民国元年

初, 由于“旧有之师范、高等、中学、农业诸学堂维兵

事之后, 未能刻日开学”, 遂“借省城西门外农业学堂

(同文献又有两处称为西关外旧农业学校)旧址组织

三秦公学”[ 7 ]。6 月初 2 日,“因舍宇不敷, 暂借用陆

军小学堂地址 (原武备学堂址, 1902 年改, 位于省城

西关)。现在该小学堂拟办军官学校, ⋯⋯准将旧日

农校及附属农业试验场划归该公学”[ 7 ]。6 月 14 日,

三秦公学第二次职员会议议决“本校南北分设”[ 7 ] ,

而西关外少墟东侧原养济院旧址 (陆军小学堂旧

址) , 即今西安西关正街西段路北称北校, 南校即应

为今西北大学址。1912 年 12 月初间, 北校南迁, 交

归省府办军官学校, 遂取消南、北校之称。6 月初交

付的“前清陕西农事试验场”(同文献另处称旧农校

试验场) , 被三秦公学改为桑园, 内分农、林、蚕三大

段。其中: 北段为农事试验地, 中段为林事试验地, 包

括桃、杏、枣、林檎等树数百株; 南段为桑园, 尚属茂

密。“本园位于西关外南火巷, 距公学里许, 四周旷

阔, 惟东邻大道, 车马络绎”[ 7 ]。该文献同处本有“本

园之地形大别为南、北、中三区如左图”, 惜已散佚,

不然将成为民初西北大学规模的重要图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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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根据原三秦公学留洋预备科留德专修班

首届学生杨钟健回忆[ 13 ]:“公学地点在城外西北角,

房子很大”, 留德专修班“在西关外原陆军小学旧址

上课”, 中途辍学时隔半年后, 又“被编入甲班, 在城

西北角上课”。杨钟健在三秦公学两年后的三年级,

“学校正要被取消”,“不久省府令西北大学的中学班

与三秦公学之中学班合并为第三中学 (今早慈巷西

安第 41 中学) , 地点设在城内旧贡院后边之新址。这

两校合并后, 西大中学共有甲、乙、丙三班, 三秦公学

有丁、戊两班, 我被编入戊班”。由杨钟健先生的回忆

可知, 三秦公学在开学之初, 尚有城西北角校址。约

在 1914 年, 或最晚在 1923 年, 三秦公学的这些校址

全部并入西北大学。

4. 2　延亘近百年的校址

从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的西安城西关陕西中

等农林学堂→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的西安城西

关陕西省会农业学堂→1912 年因袭农业学堂和实

业学堂旧址所建的三秦公学→1912 年就农业学堂

和实业学堂旧址所设的西北大学农科分校→1936

年在西北大学农科分校旧址所迁入扩建的东北大学

工学院→1937 年 9 月在西北大学农科旧址之东北

大学迁入的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1945 年 9 月教

育部令东北大学西安校址 (即原西北大学农科旧址)

准拨由陕南迁回的西北大学使用至今。一所学校历

经三朝更迭和无数战乱之后, 仍能在一地址绵亘近

百年, 的确罕见。

其实, 校址的变化倒应该是常理, 不变化倒显得

不合理。1912 年在由陕西高等学校 (前陕西大学堂、

陕西高等学堂)、关中法政大学 (原陕西法政学堂)、

农业学堂、实业学堂、客籍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时,

就拥有多处地产, 包括原崇化书院旧址 (今西安高中

东侧) 和西安六海坊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 (今西

安东厅门西安高中处)、西安城西北隅外, 及隅内万

寿宫旧址 (今莲湖路西段老关庙什字西北)、西安城

西关南火巷至城西南隅一带、城内西部旧贡院北 (约

今儿童公园北部, 包括习武园一带)、省城南校场西

(今西安城甜水井街附近)。看来, 在民元时, 西北大

学已大致展布在从城内西北隅到城外西南隅 (包括

西门外西关一带) 和城中今东厅门、甜水井、贡院一

带。其中心虽在东厅门, 而重心却偏城西。但是, 因

法政学堂昔时仅开别科两班, 规模小、教室少, 不敷

应用, 故于 1912 年 11 月呈文都督府, 建议扩大校园

面积, 提出:“将来各科所需讲堂及农科所需农事试

验场、工业传习所, 均非有广大面积不足数用。本校

拟将城内本大学以西省议会以北, 即旧习武园实业

学堂地址左右附近之官地, 均划为本校区域”, 并且

“已将大宗工程包归总工程处, 定于习武园另拟造新

式讲堂。约计今年 (1912 年)底即可竣工”[ 11 ]。

到 1923 年时, 西北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发展,

除以原西北大学所改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址 (即西

安中山大学, 亦即今西安高中校址)和西安东大街教

育厅址 (原水利道路专门学校, 即以后陕西日报社旧

址)两处的预科校址外, 又在西安习武园一带为大学

本科新建校舍。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址、省立甲种农业

学校址 (今西北大学址)也被并入。

5　结　论

(1) 光绪三十年的陕西中等农林学堂和光绪三

十四年的陕西省会农业学堂应为同处西安城西关的

同一所学堂, 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学生运动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它是我国西部

创办最早的农业学堂, 标志着自北宋以来关学注重

经世致用之学传统的延续。

(2)农业学堂与相沿发展的三秦公学、民初西北

大学农科、省立甲种农业学校、20 年代西北大学应

用科学院的农学系、林学系、30 年代东北大学工学

院和今西北大学本部等, 有着一脉相承的地缘关系。

其校址奠定了西北大学近百年的固定校址。从这点

来看, 过去某些学者仅以某一处校址的相沿关系, 就

断言民初西北大学、20 年代西北大学与 30 年代末

西北大学间毫无关系, 或将陕西大学堂及西北大学、

西安中山大学等视为西安高级中学前身的说法[ 12 ] ,

是极缺乏科学基础、不尊重历史和违逆从初等教育,

到中等教育, 再到高等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偏颇

之词。西北大学应是规模浩大的、分布西安各处的、

历史悠久的、曾合并进 10 余所学堂、学校、大学的一

个大概念, 在区域上几占西半城和西城外的广大区

域, 故不能以某一处校址的相沿关系决定其承袭。其

实, 如为求历史的延续, 倒不妨建议将西安高级中学

改为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或恢复旧貌, 就地改建为陕

西教育博物馆。

(3) 陕西的实业教育萌芽于清同治初年陕西泾

阳的味经书院, 又经游艺学塾 (格致学堂)、崇实书

院、三原宏道工业学堂等的发展, 在清末陕西实业学

堂时期步入正轨教育时期, 而又经民元三秦公学、民

初西北大学和 20 年代西北大学的发展, 从而开创了

陕西实业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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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陕西农林等实业教育的发展来看, 陕西科

学技术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高等教育

史上, 特别是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这也是今天陕西高等教育在全国地位特殊的历

史原因之一。然而, 自 80 年代初编纂《陕西教育志》

时有过一些粗疏的记载之外, 至今鲜见研究成果, 从

事各学校校史研究的力量也缺乏交流和协调, 甚至

使各种有关陕西高等教育史的谬说以讹传讹。从爱

国教育、素质教育和旅游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是陕西

的一大重要人文资源, 应该重点恢复有关遗迹纳入

校园建设规划、建设陕西教育博物馆, 予以有序开

发, 不致使其湮没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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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view of the new ly discovered letera tu re p rovides a clear h isto rica l line fo r Shaanx i

A gricu tu ra l Schoo l and Indu stria l Schoo l and the rela t ion s betw een Shaanx iM iddle Fo rest and A gricu ltu ra l

Schoo l, A gricu ltu ra l B ranch Schoo l of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Engineering Co llege of N o rtheastern

U n iversity, Engineering Co llege of X i′an T em po rary U n iversi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 resen t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on the o ther. H ence the conclu sion: the A grica ltu ra l Schoo l of the la te Q ing dynasty

had la id the foundat ion of the nearly 1002year perm anen t site of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the seed of the la te

Q ing h igher educa t ion is of sign if ican t h isto rica l va lue, w o rthy of studying as one of the hum an 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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