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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贵州农业教育的发展史探析1 

朱亭烨 

（六盘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 要】：为了应对自鸦片战争后特殊的社会形势，贵州农业教育自清末发展起来，民国时期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贵州农业教育的发展为贵州培养了专门的农业人才，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对推进贵州农业走出落后状

态起到了助推作用，这对于推动“三变改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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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该地区居民自古开始从事农业的种植和培育，可以说，自贵州有史以

来直到近代农业一直是该省经济的命脉，支撑着贵州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贵州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农业发展水平很低，

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该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期，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改革”在六盘水试点，随后便在贵州全面铺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要想推进这一改革的效益潜能继续向深层

次延续，必须配以综合性的举措，例如，现代农业的教育培训等，配套措施助推改革，形成合力，把改革的红利效能发挥到最

大。本文回顾民国时期贵州农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以求为目前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贵州农业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项改革和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贵州农业教育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实际情

况相联系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1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剥削加重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随后帝国主义列强，为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不断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丧失国权、割让土地，甚至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

财政困难的清政府为偿还贷款，加大了对国内农民阶层的盘剥，贵州人穷地狭，百姓生活困苦，再加上统治阶级的不断盘剥，

使原本已经处于爆发边缘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官逼民反，贵州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如同光年间的苗民和侗民起义，震动了

清王朝在西南的统治秩序，为稳定边疆统治，平息叛乱，增加百姓的收入，从而减轻阶级矛盾，清政府开始在西南地区（包括

贵州）地区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农业教育。 

1.2清末至民国初期贵州鸦片种植盛行，蚕桑种植日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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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乾隆年间，时任遵义知府的陈玉壂，从中原蚕桑种植发达地区引进蚕桑，经过多次实验种植成功，并在贵州其他适宜

地区推广种植，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度贵州遵义的丝绸可以和蜀锦和江南的绸缎等中国名锦一竟高下。《遵义府志•农桑

卷十六上》记载，“自是郡善养蚕，迄今几百年矣。纺织之声向闻，才斛林阴迷于道路，邻叟村妮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

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卑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遵稠之名，竟与吴菱，蜀锦争价于中州，远缴界绝不邻之区，……

不下中州产。”由此可见，贵州蚕桑业在的繁荣景象。然而，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洋烟之利倍之，又东洋之价值贱而色艳”，

鸦片种植开始在贵州地区泛滥，加之样布的竞争，贵州地区的蚕桑种植开始严重下滑，已具规模的纺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年间，主政贵州的封疆大吏充分认识到种植鸦片并非经济之根本，在工业极度落后的贵州，如果传统的农

业不能恢复和发展，贵州的经济社会的稳定会出现危机。因此，上奏朝廷请求创办农业教育学堂，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1.3贵州生态环境恶劣，喀斯特地貌和石漠化广布 

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人无三分银”究其原因是因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尤

其是铁质生产工具出现之后，可耕种农作物的土地极其稀少的贵州，开始落后于其它可耕土地较多的地区。清朝康熙雍正之后，

由于国家税收政策的改变，以及高产作物，贵州人口暴增，再加上贵州原生环境恶劣，民国时期石漠化的灾害已经十分严重，

根据《贵州省志》民国时期石漠化的程度已经达到 65.63%，几乎接近现在贵州石漠化的程度，可耕土地的稀缺再加上石漠化灾

害的加深，农业经济遭受打击较大，为了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最大的产出，稳定农业生产，改变旧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

农业生产率，成为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发展农业教育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2、近代贵州农业教育的具体情况 

2.1清末贵州农业教育发展的情况 

鉴于一系列的危机，光绪年间，贵州巡抚的林绍年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上奏朝廷，请求筹建蚕桑学堂，创办了第一所现代

化农业学堂。他在上奏中指出，详细分析了贵州的自然环境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只有发展现代农业教育，才能解决贵州

的问题/在上奏的同时，他还向江浙地区招募教员，并购买相关仪器设备。并命令各州、厅、县等下属，选派优秀学员到学堂学

习。学堂设立后，林绍年任命按察使全懋来总理学堂，负责学校的一应事务。新设立的学堂，分为内堂和外堂两个课业，内堂

学生学习养蚕种桑，学习缫丝等课学为主，同时还要学习数学、物理和种植等各项辅助课业，内堂课业需要学习两年；外堂课

业以实践为主，专门在专门开辟的试验田里种桑、养蚕以及学习缫丝，外堂学习时间较短，只需半年就可以毕业，学堂所需要

的经费全由专门成立的机构按需要拨付。不仅如此，对于学员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也做了具体规定，根据《贵州通志•学校志》记

载，“学员毕业后，即派往下属，逐一指授或者添设学堂，逛业甄微。”由此可见，贵州蚕桑学堂要求毕业的生员到下属各州

厅县，去传授新式蚕桑之法，或者去下面州厅县所开设的新学堂去任教员。 

在省立蚕桑学堂的影响下，下属各州府厅县，开始陆续设立农业学堂，对贵州的蚕桑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顺地区创

办的蚕桑学堂传授西洋制丝之法，色彩艳丽，销路甚广，其质量不亚于江浙所产丝绸。可见，各地蚕桑学堂的创办对推动贵州

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蚕桑学堂开始，贵州农业教育事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继贵州蚕桑学堂之后，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贵州新任巡抚庞红

书于清光绪 34年，再次上奏朝廷，请求筹建贵州农林学堂，朝廷应允，在广大开明士绅的支持下，贵州官立农林学堂成立，由

于学校发展迅速，该学堂规模当时已经不能满足办学的需要，于是贵州省巡抚衙门开始收购贵阳附近的山林地，用于建设新的

校舍，建成后学校规模占地百余亩，规模之大让人称奇，而且学堂内学科门类之多，可谓冠盖中国。根据《贵州通志•学校志》

中记载，贵州农林学堂开设课程有农业、蚕桑、林木、畜牧四大科，学制两年，生员遍布全省。 

2.2民国时期贵州农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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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业教育兴起之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便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但是，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带走

其留下的这一日盛的风气。进入民国之后，贵州农林学堂进行改组更名为贵州农林学校，后来经过调整，又改名为贵州甲种农

业学校，该校实行现代化管理，开设农、蚕、林三大专业，课程涵盖作物学、病虫害、桑树种植、缫丝等学科，不仅如此为了

适应发展的潮流，该学校还设有文学、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辅修科目，课程多而且实用，与近代办学潮流一致，抗战时

期，该学校又更名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并且增设了园艺和兽医专业。但是进入民国后，学生规模一直不多，从未超

过百数，但是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它仍旧推动了贵州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在农林学校的影响以及省政府的倡议下，其他相关

的学校和专业相继出现，例如贵阳毓秀女子中学开设附课学习蚕桑，贵阳县设立蚕桑实习所，专门指导蚕桑种植；后来在贵阳

筹建了缫丝厂，成为各蚕桑学堂的实习实训基地，这些学堂的办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并且有些学堂在新中国成立后，也

为农业高校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3、结 语 

贵州近代农业教育为地狭民贫的贵州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农业思维进入贵州，对贵州

农业劳动者走出愚昧落后的生产思维和生产方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今贵州农村地区的“三变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

探究贵州农业教育发展历史，对于助推当今的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何梳理可用的思路脉络，仍需要学者继续努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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