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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乐十一年（1413 年）明朝统治者设立了贵州行省，可以说建省在贵州地区的历

史进程中，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犹如一个“华丽的转身”，从此贵州与全国各兄弟省区平起

平坐，活动于泱泱中华大帝国的亮丽舞台，逐渐显现出她的多彩身姿。而且在贵州建省后，中

央王朝开始派遣大量的外籍官员入黔参与贵州省的建设，这些外籍流官队伍中往往包含了许多

的学识渊博、能力卓著、忠于朝廷的名臣、贤宦、文士、武将，这些外来的人才积极的带动了

贵州本土人才的脱颖而出，并且对以往相对落后的贵州地区吸收和承载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非

常的有利，促进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为贵州的独立开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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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明前的混沌——建省前的贵州地区的概况 

结合中国的版图从地理位置上看，贵州的地理区位可以大概的描述为这样，即坐落于中国

版图的西南部地区，云南省哀牢山以东和东南丘陵以西的云贵高原上的东北部地区，作为一片

隆的高原山地傲视于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之间。贵州算是最晚出现的中国古代行政区之一，“

贵州”这个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名称，从史书记载上看最早始于宋朝。在北宋开宝七年(974

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从战国

秦汉的夜郎，到宋代西南夷，直到明代建省以前，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统辖全境的单独行政建

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古代史》一书中收录了一幅名叫《元代在今贵州划置定点图

》的当时的大略的行政区划图，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现今贵州的疆土在当时是四分五裂的分属

于邻近的几个省份的。黔东思州、思南宣慰司属湖南省；隶属于四川省的区域有地处黔北的播

州宣慰司、黔中的八番顺元宣慰司以及地处于黔西北的乌撒乌蒙宣慰司；属云南省的分别是黔

西的普定路、普安路；今西南新添葛蛋安抚司则属于广西省。由此可以发现在贵州正式建省以

前，这片土地从行政规划上看，实际上是远离上述几个临省的中心区的边缘结合地区，这种尴

尬的地位当然非常不利于贵州这块美丽的疆土的发展。正式建省之前的贵州可以说是处于漫长

的闭塞与分散统治之中，即便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日益融洽、发展水平日益提

高，但是因为由来已久的僵化的惯性思维，导致历个朝代的各个中央政权对贵州这块区域的重

视程度与投入力度都严重的不足，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以及其他省区长期以来受到的密切关

注简直无可比拟。具体的表现为秦汉之际的“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

追。”唐宋时期采用羁縻州郡的政策；元朝则实行特殊管理的土司制度。而再看贵州的内部因

素，由于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自然环境的一定制约，以及长期边缘化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相

对滞后，使得当时的贵州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总的来说

在建省开科以前贵州的状况不容乐观，然而在混沌的黑夜之中却孕育着黎明的曙光，14 世纪

末至 15 世纪初，以往的颓势渐渐的出现了扭转的趋势，因为崇尚武力与扩张的元朝对拓宽疆

域有着热切的渴望，所以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兴站赤（蒙语：驿传）的现象，而四川、

湖广、云南等省驿道均取道于贵州，因此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的重要地位得以初

现峥嵘。 

 

2 黎明的曙光照耀黔之大地——贵州迎来建省 

2.1 正式建省前的铺垫 

贵州地区由于地理原因和历史渊源，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又偏僻又荒芜，地形崎岖而险峻

，但是如果带着战略的目光去更深层次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地处于西南地区中心，扼控川陕、



两湖、两广及云南之交通咽喉的重要意义，并且随着喜好武功与扩张的元朝大肆兴修驿道的举

措，越来越多的交通干线开始纵横交错于贵州地区，使得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愈发的显现出来

了。而到了元末明初时期，元末残余长驻云南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负隅抵抗，而元末残余势力

之所以能够在云南地区以强弩之末之颓势与新兴的大明王朝对峙，主要得益于贵州地区重要的

战略地位，贵州地区扼守云南的大门，并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可以说是兵家重地。由于

当时的贵州地区土司割据，民族结构、文化成分丰富而复杂，明王朝的统治力不够，因此这块

战略要地无形之中成为了云南梁王割据势力的重要屏障，并据此竟能盘踞云南十多年与大明王

朝形成对峙。最后明王朝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才得以动用了三十万大军通道贵州平定云南。

艰难的斗争使得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发现贵州地区的重要性，于是他在平定云南后，急忙

派遣使者，诏谕当时的南征将军傅友德：倘若霭翠等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授

意傅友德认真安抚当时贵州的各族人士。与此同时，明太祖朱元璋还下令留下南征军队的大部

分兵力驻守在贵州地区，然后在贵州地区推行屯田，设立了许多卫所，将对贵州地区的军事控

制与农业垦发结合起来，并且在洪武十五年（1382 年）在贵州地区部署设置了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司是明朝的省级建置所谓的“三司”中的一司，主要是负责管理军政的。另外的“二

司”分别是主要负责统管刑役、检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和主要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与财政的

承宣布政使司，“三司”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建制。明太祖朱元璋于贵州地区单独设

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的措施，虽然使得贵州地区缺少与之相应的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

未能形成完整的省级建制，但是却让贵州地区俨然就成为了当时西南地区的军事中枢。此外，

朱元 

璋还笼络了心向中央的以霭翠及其夫人奢香为首领的贵州宣慰司，依靠他们的力量开辟了

龙场九驿。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贵州地区与中央及其周边省区的沟通和联系。朱元璋还开始在贵

州地区广施教化，多次谕示各土司送子弟进京入学，并于洪武十二年（1380 年）设置了播州

宣慰司学，此后又陆陆续续地设立了贵州宣慰司学，思南宣慰司学，安顺府学，平坝府学等各

个教育机构，为贵州的文教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朱元璋的各项措施不仅为贵州地区正式建

省埋下了伏笔，也为贵州的独立开科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做了铺垫。万事倶备，只欠东风，新的

贵州行省呼之欲出，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2.2 正式建省 

明太祖朱元璋做好种种铺垫的贵州地区的建省大业，很快就被明成祖朱棣水到渠成的完成

了。事情的起因是：在永乐年间，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双方相互之间为了争夺

上地和攫取利益，从而展开了互相之间的攻伐，并最终酿成叛乱。聪明的明成祖朱棣从中看到

了重大的时机，因此顺水推舟，于永乐十一年（1413 年），派遣贵州的都指挥使顾成，率 5

万明军平定了混乱•并且在平叛之后正式宣布废除两田土司，改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思州宣

慰司为思州府，并且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人正式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此举正式宣告

界于湖广、四川及云南地区之间的一个新的行省贵州省，正式成立了。在此 3 年之后，即永乐

十四年（1416 年）明成祖朱棣接着又设立了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至此明代省级行政建置的“

三司”机构均已全部齐备。当初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划分了 12 个行中书省，

而明朝基本继承了该行政区划，因此明成祖朱棣新建的贵州省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 13 个行省

，这意味着，至此贵州地区开始以独立的省的身份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领导，贵州地区的社

会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教育从此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支持

，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因此贵州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逐渐较建省前取得了长

足的、较大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贵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跨越。可以说

建省在贵州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犹如一个“华丽的转身”，从此贵州与

全国各兄弟省区平起平坐，活动于泱泱中华大帝国的亮丽舞台，逐渐显现出她的多彩身姿。而

且在贵州建省后，中央王朝开始派遣大量的外籍官员入黔参与贵州省的建设，这些外籍流官队

伍中往往包含了许多的学识渊博、能力卓著、忠于朝廷的名臣、贤宦、文士、武将，这些外来

的人才积极的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脱颖而出，并且对以往相对落后的贵州地区吸收和承载来

自中原的先进文化非常的有利，促进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为贵州的独立开科奠定了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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