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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贵州天主教利用教会之所长,兴办中小学近百所,促进了“新学入黔”,在推动

贵州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天主教在贵阳兴办男、女学堂各 1 所,计有教师 7 人(男 3、女 4)

。到 1870 年增至 31 所。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民国年间这些学校逐步改为普通小学,对社

会开放,学制和课程与普通小学相同,但仍开有教义课和举行宗教活动等。据 1926 年统计,贵州

天主教办有小学 85 所,学生 1843 人。其中,男校 53 所,学生 1259 人;女校 32 所, 学生 584 人;

到 1949 年学校总数达到近百所。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有: 

教学质量优异的贵阳正道小学 学校位于贵阳市北天主堂(今陕西路)。其前身是传教学堂

。 1926 年更名为“正道初高两级小学”,学制和课程与一般小学同,面向社会招生,北堂陈洪

范神父任校长。1929 年改名“贵阳私立正道小学”,报经省教育厅立案,仍由北堂神父陈洪范

任校长。这时连幼稚班在内,共有 14 个班,500 余人。女生部原名“善道女子小学”,在郭家湾

。1939 年成为正道小学女生部。 1945 年男女两部增至 17 个班,学生达 1300 余人,各班均超额

。学校图书杂志、标本实物、体育设施较为完备,给教学质量的保证提供了条件。 

文体活动丰富的桐梓多默小学 该校前身是天主堂办的经言学校。1932 年春,天主堂司铎

杨一哉(桐梓坡渡河人)用其祖上无人继承的遗产和天主堂教产盈余经费,创办桐梓县私立多默

小学,并出任校长。到 1935 年夏,第一批学生初小毕业,毕业证书盖桐梓县政府印,贵阳教区主

教专程前来参加毕业典礼。该校教徒、非教徒子女均收,一律免费入学。1943 年下半年,杨一

哉调绥阳天主堂,袁思宗继任,改成教会办理,开始收学杂费。多默小学的教师,从桐梓和遵义、

重庆、泸州等地聘请。教师认真负责,教学质量高,学生成绩优良。第一期毕业学生参加桐梓县

中学升学考试,十几人无一名落榜,并且第二到第十一名全是多默小学的学生。多默小学课程与

公立小学相同。教徒子女在晚上或做礼拜时参加宗教活动,非教徒学生不参加。多默小学的文

体活动很活跃,每逢节日,城区联合举办文娱晚会, 该校必有节目参加。1937 年暑假,桐梓县召

开第一届全县运动会,小学组的田径赛锦标,多默小学获奖为全县之冠。1940 年下半年,学校部

分教室被某部宪兵连占用。学校只得裁班。 

倡导“学好本领,为国为民”的仁怀二郎启仁小学 创办于 1939 年仁怀县二郎私立启仁小

学,倡办者为仁怀二郎天主堂本堂神父陈原才,费用由教堂支付。有教员 12 名,教徒和非教友子

女均收。学生多时曾达到 210 人。私立启仁小学编有一首校歌。歌词是:“小同学、小同学,

你爱我启仁校,恳切地叮咛: 你生长在这大时代,你生长这二十世纪,在家里要做忠实的好子弟

!在校里要当勤奋学习的好学生! 学好本领,为国为民、互相学习、共同前进!你照这样去努力,

庶几算完人,才不辜负母校的期心。” 1943 年仁怀县政府拨款新修了“二郎乡中心小学校”,

并派钟志台任校长,二郎启仁小学转为“二郎乡中心小学校”,校址设于二郎坝街上。 

实践“读书救国”的安顺培英女子小学 学校位于安顺布政街(现名法院路)天主堂内

,1918 年在天主堂儿童读经文班基础上开办的。形式和私塾差不多。培英女校成立后,安顺天

主堂本堂神父胡德绪(法国籍),让教堂里的吕祯祥(原名吕金凤,曾就读安顺简易师范)负责,经

费全由教堂开支。学校全照公立小学办理,采用正规出版的教科书,学生一律收学费和书本费。

课程有国文、经学、修身等。学校逐年增班,最后办成为完全小学,但由于教室、教师的不足,

多采用复式教学。吕祯祥好交际,学生们也就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使学生增长见闻。抗日战争期

间,培英师生展开了多种的义演、宣传、募捐活动。学校所办职业班(教年龄大的学生学刺绣),

在学生的书包上都绣“读书救国”字样。为宣传读书救国,召开“母嫂座谈会”。1941 年安顺

县政府曾以“办理不妥”为由勒令停办(后恢复)。1944 年,学校被军队占用,门窗、桌椅、黑

板都被驻军取来作柴薪取暖。学校由此零落。 

教学设施齐全的独山正道小学 其前身为崇正小学,约创立于清光绪末年,学生以教内子弟

居多。1931 年法籍神父德为能决定将其改为私立学校,由邓善渠向县政府立案,县政府委任邓



善渠为校长。经费由教会和邓善渠负责,后地方财政也给一定补助,同时收取部分学杂书籍费。

学校有 6 个教室和两间办公室。1947 年为扩大学生活动范围,增建体育场地,增设单杠、双杠

、秋千等设施。学校设 6 个班和一个幼儿班。学校的教学生活比较正规: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学

生集队进行升旗仪式,然后做早操,接着是早读,早读过后才正式上课。下午先上课完毕,再安排

课外文体活动。学校常组织乒乓球、排球、踢毽、跳绳、唱歌、游戏等各类活动。学校有一架

脚踏风琴,这在当时还是十分宝贵的。学校的师资由校长聘请。老师大多任教多年,经验丰富。

有的老师比较注意接受新事物,介绍新知识,如地理课的邱树勋给学生介绍“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的组成,抄录 16 个加盟共和国的名称,讲述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地理概况等,这些

都是当时教学课本上没有的内容。 

程万中学———“全省各校之冠” 

1945 年元月,贵阳天主教区总主教兰士谦(法国籍)决定在贵阳创办程万中学,他聘请神职

人员白荣安(法国籍、教会大修院院长)、邓汲谦(教会大修院教授)、范介萍(教会大修院教授)

、戴溯希(教会小修院院长)、安济华(法国籍、贵阳南天主教堂本堂神父) 等五人和教友张永

立(教友、地质学家)、傅作相、周健钟等共 13 人筹备成立了该校董事会。董事会选出白荣安

、邓汲谦、张永立、傅作相 5 人任董事会常务董事,公推张永立任董事长、傅作相兼任董事会

秘书。由董事会聘请英锐良(教友、矿冶专家)任校长,傅作相任教务主任,陈柏绿任训育主任。

校址设于和平路天主堂内。随即呈报当时贵州省教育厅核准备案,并向教育部办理立案事宜。

当年春季招生,因缺校舍,只招收男生一班 27 人。1947 年春,增设女中部招收女生。同年,教育

部批准了学校的立案。年底新校舍建成(男中部在北天主堂右侧;女中部在虎门路)。学校的图

书、教学仪器、标本、文体器械等设备已初具规模。贵阳六冲关修院将数十年收集的动物、植

物、矿物标本数百种,赠送给程万中学作教学之用。学校的行政、学制、课程、教学及活动等,

均按当时教育部的法令规定办理。另设有一法语选修班,课外由学生自由选修。学校文、理、

体、音、美等各科,均聘请贵阳市各公立、私立学校有经验的教师教学。1948 年高中部招生。

1949 年学校增设工、农两专科后,初、高中 12 班连同工、农两专科共有 26 个班,学生共有 1000

余人,教职工 90 余人。初中共有五届 9 个班,毕业生共 400 余人。高中共有两届 4 个班,毕业生

共 100 余人。1951 年,范介萍接任校长职,张龙泉任教导主任。 

程万中学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提倡实际动手,反对只学不做。初中课程中讲到许多知

识,尽量让学生通过实习去获得。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仅可获得学校的奖学金,还享有其他荣

誉。程万中学以“公诚”为校训,以德智体群美为目标,力使学生在校为好学生,在家为好子弟,

在国为好公民,笃实践履,朝气蓬勃。为丰富学习内容,培养学生生活和工作能力,学校经常开展

壁报竞赛、歌咏比赛、科学讲演比赛,举办夏令营;1948 年又在省艺术馆举行一次音乐会。为

密切学校与学生家长联系,每个学生备有通知簿,学校和家长有意见可在通知簿上反映出来,出

现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程万中学在民国时期被誉为“全省各校之冠”。 

程万中学学生统一着装,男生着童子军服;女生内穿白衫,外套半臂式的青色裙衣,朴素大

方。程万中学是贵阳人数最多、设备最好的学校。学生中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信教的学

生除贵阳的以外,大部份是外县教堂保送来的。学校除按政府教育部门规定开设课程外,信教的

学生参加宗教活动。1952 年秋,由人民政府接管,高中部并于贵阳一中;初中部合并于原贵阳初

级中学(现在贵阳五中)和贵阳三中,工科合并于贵州省工校,农科合并于贵州省农校。 

贵州天主教所办学校使不少适龄儿童获得受教育机会,据统计教会所办 100 余所小学招生

总数约 3 万余人。以民国时期贵州三教区之一的安龙教区为例,据《布依族简史》载:从安龙教

区成立起, “各类学校吸收教内外少年,约有万人以上。”对于教会所办普通教育,《贵州古代

教育史》一书认为: “给处于危机之中的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和启迪

”,《西方传教士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影响》一文指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传教士的活

动对落后传统教育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对贵州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尤其是它提供了一块活生生的西式教育的样板,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而

教会“通过培养人才扩大了社会影响”(《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不仅如此,

贵州一些学人最初了解西方文化,也是通过教会这一媒介。如民国初期贵州文化界名人黄干夫(

名禄贞,字干夫,1871—1935 年),因其表兄彭雨生随传教士学过数学和物理等科,并能从教会借

回数理化方面的书籍,黄干夫因此得以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和绘画,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

认真学习研究,掌握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修在《蟑香馆使黔日记》中赞

扬黄干夫:“普定黄生禄贞,气平静与人无争,心思粟密,尝以己意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又以



纸为地球, 界画如法。其于格致之学,性尤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