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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国家

教育部共建高校和罔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贵州大学制建于 1902 年 8 月，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州大学时

期， 1950 年 10 月正式定名为贵州大学。 1951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1953 年四合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停办。 1958 年恢复重建。 1993 年贵州人民大学并

人。 1997 年 8 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

理干部学院合并为贵州大学。 2004 年 8 月，贵州大学又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

贵州大学。同年 12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协议共建贵州大学。 2005 年 9 月

被批准为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贵州大学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虽然校名几经9!:ì笨，校址几度变迁，历经沧桑，

屡经磨难，但百年传展，薪火相继，始终心系国家相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兴学商人"

为根本，以立足贵州服务地方为己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孕育了一大批优

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鉴往

所以训今。"为了反映和记录学校的发展历程，总结办学成精和经验，以供今后发展借

鉴和参考，学校决定编写一部完整的贵州大学百年校史。根据陈叔平校伏的意见，

2003 年 3 月成立了由李建军副校民负责的校史编写组，成员有周载章、蔡显沛、张槐

礼、刘锡堂、障国、陆国、毛名勇、杨军吕、龙云湖、白朗、王东等|叶志。其

中，匾国匾画、毛名勇负责镇写原贵州农学院校史阴8 年 1 月至 1997 年 7 月

部分，白朗负资协调各学院校友录的编写工作，正东负责材料打印等工作。

这部校史以纵横式相结合的体例编写:纵为时间(阶段) ，横为事项(事件)。阶

段的划分，以学校发腾的历史阶段、特征、标志成重大事件为依据，以时间顺序为主

线进行编写。本着为学校的过去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力求坚持实事求是、"据事直书"

的原则，用平实的语言，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历程，尽力避免重

大疏漏。鉴于合并院校过去巳编写有独立的校史，故在本校史中未加细述。

这部校史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两章，主要取材于巾罔

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和学校档案馆、图书馆等保存的史料，并参阅使用了黔人摆

写的有关论著，由蔡、læ.r市、杨军吕同志编写。 1941 年至 1953 年间的校史内容，以 1987

年写成的《贵州大学校史~ (主编五临池，副主编曾昭毅)和《贵州农学院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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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冯捧，副主幅画、周文安、易家岑、回国)为基础，进行了修改、订正和

补充。 1958 年至 1984 年间的内容，在原《贵州大学校史》的慕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

1985 年至 2005 年间的内容为续写部分，由蔡显沛、周载章、张槐礼、刘锡棠、龙云云湖

问志元成初梢。全书由蔡显沛、周载章同志负责统梢。《贵州工业大学校史》以 1987

年写成的《贵州工学院校史} (主编黄季钩，副主编顺熙民、帅永安)为基础，由衷华

俊、韩三发、自页熙民、李泉珍等问志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为迎接贵州大学 105 周年校庆， 2007 年 8 月，由贵州大学出版社以贵大丛书的形式

分三个分册出版了《贵州大学校史( 1902-2∞5)} 、《贵州农学院校史 (1941…1997)} 、

《贵州工业大学校史 (1958…2制片。校史自出版以来，受到多方好评， ~旦因编写时间仓

促等原因，尚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根据校领导的意见，校史馆校史编辑室组织人员对三

个分册进行了拾遗、补缺、 iE误。 2ω9 年成立了校史修订小组，由 1在泽均任组长，李碧

华、杨正元任剧组长，成员有第显沛、罗开阳、袁华俊、李泉珍、张槐礼、周载毒室、

昭牢11 ，并开始收集资料， 2010 年着手修订工作。其中，蔡蝇沛负责贵州大学校史部分，

充实了有关贵山书院、贵州大学赏、国立贵州大学等时期的内容;罗开阳负责贵州农学

院校史部分，充实丁教学科研、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对外交流

与合作等方闹的内容;袁华俊负责贵州工业大学校史部分，充实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等方丽的内容。谢波、申克获参加了此项工作。修订启的校史，史

料更加翔实，内容更加完善，表述更加准确。

为迎接 110 周年校庆，学校决定将"十一五" (2006-2010) 期间学校改革建设发

展的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写人校史。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由校史馆负责具体

组织工作， 2011 年 11 月组成了由学碧华、杨正兀、蔡显沛、杨履端、张槐礼、平在昭

和、罗开阳、李昕阔、张成髓、王华等同志参加的编写组，并着手收集资料和编写工

作。时值寒冬，义逢春节，但编写组成员不辞辛劳，于 2012 年 2 月完成了增补的校史

第十章初摘。全靠由蕉显沛问志负责统稿。

由于编撰者的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务望读者不吝指正。

在《贵州大学校史} (1902…2010 年)增订本完成付印之际，谨向校史编写的同

志和工作人员，向学校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提供资料的单位，向编写原《贵州大学

校史》、《贵州农学院校史》、《贵州工业大学校史》的同志及校史中引用相关论著的作

者，向积极协助、热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一。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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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诞生 105 周年如期而查。创办于 1902 年的贵州大学，其诞生即带有清末

"新政"色影，记录了那个风雨如晦时代的特征。从那时起，贵州大学朋始变化，名称

变更，校址迁移，建制屡遇分合 1928 年，曾是地方政府倡办的省立大学 1942 年，

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她又是当时省内的闹立结合大学，支撑着

四南边随之一隅的高等教宵，在风闹飘摇的政局中服行着培养人才的责任。

贵州的高等教育百年，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每期大约各 50 年。解放以前，国

家多难，民不聊生，高等教育的创办与维继自然备尝艰苦，贵州大学的惨淡经营、举

步维艰只是→个缩影。在那样的年代，虽略有长进，但也属童在路蓝缕，令有志之士扼

腕叹息而已 O

贵州大学真正进入发展时期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事。 50 年代初期新中罔建立，贵州

大学已经是有工学院、农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商学院 5 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51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货大题写校名成为贵州大学发展史上值得永远珍视并

纪念的大事。以后，随着党和剧家教育路线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动，贵州大学曲子 1953

年四阔内高等学校院系调鞍而停办，直至 1958 年才恢复重建。简言之，至十一届三中

金会以前的 20 余年间，贵州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受极左思想路线的严重影响，虽有发展

{f!甚为缓慢。

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自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国

策以来，贵州大学同全国高等院校一样，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1993 年，贵州人

民大学井人货大。 1997 年 8 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省农业管蹭干部学院合并主意组成为新的贵州大学。 2004 年 8 月，贵州大学又与贵

州工业大学再度合井，组建为现在的贵州大学。此时的贵州工业大学也已合并了贵州

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贵阳煤炭工业学校、贵州省城乡建设学校。同年 12 月，贵州省

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协议共建贵州大学。 2005 年 9 月 8 日被批准为国家 "211 工程"

重点建设大学。

为纪念百年来贵州大学在贵州经济发展和文化目明史上超过的撞要作用与做出的

巨大贡献，总结学校jJ.、高等教育的经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003 年初，

贵州大学党委和行政成立了校史编写组，校长陈叔平同志亲自指挥协调。几年来，校

史编写姐的同志不辞辛劳、焚常继碍，终于完成了眼前这部近百万字的《贵州大学百

年校史梢头书摘出版付梓之际，正式命名为《贵州大学校史》。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百年来贵州大学走过的风雨历程。这一百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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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从危亡走向兴盛，从贫弱走向富强。 这是只有

在巾罔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伟大的历史变革。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

以总结宝贵的经验;展望贵州大学的未来，我们更有百倍的信心。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感念那些为贵州大学和贵州高等教商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的新老知识分子，以及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

f也们的辛勤工作谱写了贵州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不巧业绩和辉煌篇章。百年辉煌，生

动记载了中华民族和贵州人民以教育推动民族复兴、→代接一代努力实践的办学理想。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缅怀那略为主~舟、贵州高等教育事业不惜忘身输家，以及

在大学校园中传播爱国主义、科学与民主思想并为此毕生奋斗的仁人志士。一所高等

学府，最值得珍视的就是它的人文精神传统。…个民族所赖以进步与发展的，就是人

的价值理想可以因教育而耕火相承、代代不巴庄重久远的未来。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前瞻高等赖宵在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最终为构建和谐社

会做出贡献的巨大潜力。一所高等学府，其教育目标必须将人的优秀素质的培养放在

首位。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为了造就一大批品学兼优、志向商远的人才。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该以罔家和民族的强盛为学习目标，以所学到的知

识技能椎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独立而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公因素质参加到将来

的社会中去。贵州大学在书写新的百年辉煌的时候，一定会秉承属于历史、也属于现

实、更属于未来的优秀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贵州大学校史》出版之际，出版者要我作序。浏览书稿屑，写下所感所悟。是以

为序。

龙超云云

→ 00七年七月

注:龙超云同志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贵州大学党委书记，现任省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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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准备出版百年校史。盛世修史，实为大事、喜事、幸事。

历史记录社会的演变，而中同的高等教育又和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紧密相逛。

1896 年，甲午战争之后，贵州人李瑞菜的《请推广学校折)，倡仪"自京师以及各府

州县皆设学棠遂有包括 1902 年贵州大学堂在内的一批西式学堂的创立。 1942 年，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又确定 r一批包括国立贵州大学在内

的国:言:大学。这些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罔力积弱、饱受侵略欺凌、痛定思痛后图

强求变、民族觉酣的产物。"五四"运动、抗日救亡、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

立，以及从那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功，直至"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

开放，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不在中国的大学回F了深刻的印记，贵州大学亦

然。因此，出版贵州大学百年校史，不仅反映了贵州大学断断续续、分分合合的演变

过程，而且对人们了解那个时代也有相当价值，故是为大事。所谓喜事， jj贵州大学

百年校史是贵州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出的第叫批困书之…。在省委书记石宋源同志

的亲自关心下，贵州大学出版社于今年二月被正式批准成立，结束了贵州性有大学出

版社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出版社成立，当然是…件喜事。由于历史原囚，今

天的贵州大学各组成部分都没有完整系统地积累、保存档案资料，而要把今天的贵州

大学与 1902 年的贵州大学堂以合理的逻辑连接坦来以形成百年校史，更需要大最令人

信服的史料，这部校史初步起到了这样…个作用，是为丰事。

我与贵州大学结蝶，始于六年前。 2002 年初，我离开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受命

走t黔出任贵州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我对贵州大学并不了解，对贵州的了解也只限于

红军长征时的遵义会议、四被赤水和人称"文军长征"的湖江大学四迁湘潭办学等故

事。更早…些的就是那位从浙江余姚走出来的玉阳明，他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再将

他的"心学"从贵州传向全固。王阳明有一‘篇《摩旅文) ，收录在《古文观止》中，

其中的"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英知西东。莫如西东兮，维天则问。

异域殊方兮，环悔之中:达观随寓兮，至5必予宫?"给我留下 r深刻的印象。

我是孤身一人来到贵州工作的。工作中和工作之余，有大蠢的时间与贵州大学校

内外的学者和社会各界各类人士接触。当初贵州大学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内恰好有→部

《贵州高等学校校史汇编》。在广泛的交谈和阅读巾，战体会到，贵州不仅有神奇秀美

的山水，有绚耐多彩的民族文化，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称得 l二藏龙卧虎、人

杰地隶。贵州大学的校园中，商学之士云集，其间也偶有闲云野鹤一一"一些波泊名和]，

惟以学问为煮，颇能怡然自处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贵州和贵州大学的认识

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深刻。 2003 年，我与几位同事商量重修校史，找来几位志问道

合且有这方面专长的老同志着手编写工作。 2004 年，新贵州大学组建，我续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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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了解原贵州工业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后，更增强了编写…部新的贵州大学校史

的信念。这项工作得到了贵州大学党委书记龙超云同志的赞同租支持。

贵州大学目前是贵州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学科最金、办学层次最高的大学，它

的历史也是贵州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大学有大学的共性，这就是她培养人才、研

究学术、服务社会、传承文明的一般功能。大学还应该有大学的个性，贵州大学的定

位是立足于贵州，罔绕贵州的经济杜会与文化的需求，利用贵州的资源，依靠贵州的

人才，做出有贵州特色的大事好事。我们的贵州，虽属内陆多山的省份，但贵州人士

都能心怀天下，服务阔家。贵州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是贵州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主力牢之他们中亦有许多人走出贵州，遍布祖罔各地，成为中网建设的栋梁之

材。细读贵州大学校史，你会发现内容丰窝而精影，体现了学校的定位和特色，把优

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贵州大学百余年教育史，正是一部教书育人、培养人才

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了百年树人的传统、百年树人的成就以及百年树人的艰辛。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

体系、培养模式、教育手段也会相应她不断调整。但大学的基本功能不能变，大学的

精神不能变，大学回服务社会而存在的慕本价值观不能变。"以人为鳞，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学是铁打的背盘流水的兵，我们要让…代又一代的贵大人

了解熟悉贵州大学的历史，从中得到感悟，受到启迪，为贵州大学谱写更加精彰的新

篇章。

贵州大学的先贤们，我仰望他们， :i段慕他们。今天在贵州大学工作的教职工，我

敬佩他们，依赖他们。多少年来，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巾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为贵州

大学的发展默默奉献，令我时时感动。因为他们的艰辛付出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的贵

州大学才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闹。校园中的…花…草、…砖一瓦，无不凝聚着他

们的心血，无不映照出他们的理想和期盼!我以能够在他们耕耘过的这块土地上继续

撒播培育文明的种子而感到莫大的骄傲!

最后，我要感谢校史编写组的问志们，四年来，他们赠精竭虑、默默无闻地潜心

工作，或四处奔走搜集资料，或夜以继日伏案写作，才得以让我们看到眼前的这部校

史巨著。这其中的甘苦与奉献，了解者寥事，我的崇敬和感激绝非这堕的片吉只语所

能表达。

《贵州大学校史》即将忖梓，编修者嘱我作序。惶恐之余，百感交集，勉力为文，

以表心声。是为序。

陈叔平

工00七年七月

注:陈叔平同志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贵州大学校长，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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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末贵州大学堂

第{节 贵州大学货伪箭身

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公元 1902 年 8 月)创建的贵州大学，初名贵州

贵州历史上以"贵州大学赏"命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我回早期创办的海今日有

百余年办学历史的大学之→。

贵州大学堂的前身至迟可以追溯到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建立的贵山书院。贵

山书院又是在阳明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贵山书院历史沿革

明赢靖十五年 (1534 年) ，玉带(芋少坛，浙江奉化人)出任巡抚贵州监察御使，

藉摄提学副使之职。正辞到职后，鉴于热心求学的士子日益增多，原有的书院难以容

纳，豆民需增设书院。又应贵州名士、二E阳明先生商足汤拇、陈文学、叶梢等人的请求，

在贵阳建阳明祠和阳明书院纪念王阳明，于是筹措资金，于赢靖十四年 (1535 年)

贵阳城东建成阳明祠和阳明书院。工十五年 (1546 年) ，巡抚王学益改建于宽慰可

右。隆庆五年 (1571 年) ，巡抚阮文中、按勇军使冯成能迂建于巡抚署在侧(今贵阳市

省府路 30 号邮电宿舍，亦称贵山街，俗称"六座牌"处) ，中三植为阳明祠，后Ji撒

为山斗堂，外为昭代真儒坊。明末，书院遭战乱毁坏。清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巡

抚曹申古在原址捐货重建"规模略具"并置书数千卷于中，店为主持者揣去。二十

(1682 年) ，巡抚杨班建重修，易山斗堂为后觉堂，置前后两庞十二槌以课士。

一十八年(1689 年) ，巡抚回续重修，别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撤，集孝廉、诸生读书

其中。五十一年( 1692 年) ，巡抚卫既齐增修学舍，躬为训课，捎货以备情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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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 (1706 年) ，巡抚陈说亲课士于中。雍正六年( 1728 年) ，署巡抚祖秉亲修藉。雍

正十一年(1733 年) ，朝廷下令各省设立一所省会书院，以为省内书院之楷模，由朝廷

"赐帮金一千两资其膏火，以垂永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贵州巡抚元展成

(天津静海人，贯生)奉旨拨帮银 A千两，选定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阳明书院作为省会

书院，增建学舍 50 间，于是年改名贵山书院。问时，聘请饱学之士担任山长(院长)和

宿儒执教，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为教材。购置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千余

卷贮之院巾，令诸位诵习。又置学回以资士子背火。克服成还撰嵌字眼相赠:

天地之性人为贵

风雨不动安如山

书院之头门额有"贵山书院"四个大字，在有雍正十三年某月，有有静海元展成

书等字。自此以后，贵山书院成为黔中书院之冠。它办学条件最好，师资力量雄厚，

经费充足，治学严谨，成为举人、进士的摇篮。贵山书院从创办之时至 1902 年创建贵

州大学堂，历时 167 年。其间，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巡抚舒常、粮储道德隆进行

了拓建"百余问广腥、长廊焕然，改作锻腿i随桶，气象一新。"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贵州粮储滔倭臣布捎恍蜜蜂，倭距布自记现制头门三问，在为书舟、房五间，

有为!监院所三间，门内之四神宵2间，内崩五间，客房附间，厢房一间;二门三|间，

内讲党三间，宜在五斋，日居敬尊闻赏奇晰疑各十问，聚学1王间，觉右1五斋，日立诫

行知各十间，问办五间，集思广;前各六间。觉后山长内房三间，房东厨房一间，房两

役房一间。左斋内尹公祠三间，阳明祠三三间。缭之以阳。"同治八年 (1869 年) ，巡抚

曾赞光进行过重修。光绪六年 (1880 年) ，巡抚岑毓英建有奎阁一座。经过不断拓建

修聋，贵山书院各种用房日臻完善。

一、贵山书院著名山长

明清以来，贵山书院一直由学识渊博的学者主持，其鼎盛时期;是乾隆、事庆两朝。

乾隆年间，贵山书院先后有三位著名山长，即陈陆、张瓢陶、艾茂。他们峙贵山书

院期间，培养人才甚众，后人称之为"王先生"并立祠奉祀。乾隋末年班嘉庆初年，

何泌、理翔时又先后担任山长。至光绪年间，先后有王耘、张化、陈尧华、王罔元、

鲁百樨、周际钊、刘炜、商秉钧、胡日宜、周之冕、黄卓元、黄芷衡、丁泽安等饱学

之士任LiJ长或主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人品高尚，学识丰富，教法修明，以身垂范，

诲人不倦，教育生员严格，王军宵众多人才。

陈法(1692一1767 年) ，字世垂，号定斋，安平(今平坝县)内云庄人。康熙五

十二年( 1713 年)赞巳恩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古士，散馆授检讨。先脂任}I顶天乡

i式、礼部会试同考'宫、刑部郎中、直隶}I阴德知府、山东赞州知l府，江南淮扬谐、庐风

、山东运河道、北京大名道等职。在大名任职时，因 L疏为1可督臼钟山辩冤，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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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自责被滴戍边。获特后，陈法无意仕窗，时又回母丧丁忧凹黔。就隐卡七年(1751

年) ，陈法由贵州通省清军粮择道朱近堂引荐任贵山书院山长达十年，造就了大批人

才。陈法献身教育，服务桑梓，潜心治学。他认为，教育是"敦行谊以为风俗"的根

本，是"盲人才以备国家之用"的大业。他讲学精审，将课诸生讲稿整理成文，积二

百余箱，辑为《敬和堂文摘} ，又有《醒心集} 30 篇刊行。他激励士子"自今以往，

其益务无怠于学"。他泊院有方，亲制《学约} 9 条， {学规} 14 条，严格规班学

申明学约，于科主持俗学之弊， i事谆致戒循循善诱，学风整肃，书院由貌焕然

一新，人才辈出。著名学者、诗人谢庇熏就te ;1笔门F。他师德高尚，爱如子，把每

年所得柬修金部捐给书院，作为购置罔书、津贴教师私课、补助贫革学生膏火及年终

i展家的路费等用。据《平安县志》载先生掌教贵山书院十年，所得修脯，一无所

取，为置书院膏火，数遣人往京师购置内版书贮院中因而学子戚受其惠。在他逝世

眉，学子们自发组织"陈公会"于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陈法生日)在书院举行祭

祀之札，缅怀其高尚品格和捐金资学的功德。陈法是清代贵州著名的理学家，…生著

述甚半，其内窑涉及哲学、政泊、水利、诗文、教育诸方面，他精心研究程朱理学，

《明辨活》以批较陆正心学;所著《易笼} 8 卷，收人《四库全书}，是黔中学术

专著入选四库的唯一作品，其学术价值不育而喻;还若有泊问专书《问干问答} 1 瓷、散

文《犹存集} 8 卷、《内心商诗稿} 12 粉、《塞外纪程} 1 卷。其许入选《黔诗纪略》。

张现陶( 1713一…1780 年) ，宇希周，…字惕庵，搞建福清人。耽陆十年进士，授翰

林院编{靡。他任云南昆明五华书院 lÜ长 5 年，成鳞突出，云贵总督刘蝶(贵州人)特

向乾隆皇帝上疏表彰其.1&绩，并举荐他任贵 ÚJ 书院山长，乾隆准奏特批，并特地颁诏

给各督、抚，要求对各地书院"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

请酌量议叙。"从此定下考核山长的成例。张盟陶博学多识，于天文、地理、乐律、兵

法、水利问防及农捷方技之书，无不周览。著有《周易传文拾遗》、《尚书蔡传拾遗》、

《诗经朱传拾遗》、《春牧王传定说》等专著。任货山书院山长 11 年，课士有法，成绩

，贵州文风进步3ß诵，经朝廷议叙，份子八品府职衔。

艾茂( 1722…1800 年) ，宇颖新，号凤岩，麻晗州(今麻江县)人，出生于世代

书香之家。乾隆十五年 (1750 年)中乡试第三名，次年卒未科进士，人翰林院任庶宵

士，散馆授检讨，继任罔史馆篡修宵，兼《文献通考》篡修官。艾茂是一·个谈泊功名、

不乐仕进的文人，由于身处文人相轻的翰林院，极不习惯官场生活，喜欢泊求个性、

热爱自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艾茂以养亲为名，辞官返乡，过上悠然自得的

生活。不久，贵州巡抚周人骥慕其才名，聘艾茂任贵山书院山辰。艾茂学识渊博，道

德高尚，在贵山书院执教期间，倾其所学传搜弟子，注重培养生徙独立思考能力，并

重视学生的道德修择。由于教学有方，教学效果显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贵山书

院的学风发生了根本变化:士子学业精进，精神回貌焕然一新。在盹隆二 t- 四年

(1 759 年)己卵科乡试和质辰( 1760 年)科会词巾，资山书院荣接科名者不少。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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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艾茂在家乡讲学传教大有成捕时，申令嘉奖之余，特授予其侍讲一职。就隆二十

六年 (1761 年) ，艾茂奉召回翰林院，恰逢升迁好机会，但艾茂志不在此，对高官厚

禄毫无兴趣。在他心目中，当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最为1暖意，不用仰人鼻息，不用看人

脸色，最终还是以乞养亲老为由，再次辞官归望。祖父病逝后，艾茂应云贵总督之聘，

赴云陶昆明五华书院主讲，JJj时 5 年。之后艾茂返回黔中，复主货山书院达 10 年之久。

艾茂是…个慧眼独具、有伯乐之才的教育家。他认为"教人必先器识"对士子智力

的优劣、学习的酌情及其理想情操，应 i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因材施教。在立茂

的精心培养下，其门人品学兼优，为士林所瞩目 O 商足例学林、石赞清、胡万青、罗

方五、严原山、花杰、张桐轩等人学有成就，后来成为政坛、文场中的相楚。由于艾

茂对贵州文教的贡献，及其陶铸的学子多有成就，贵州巡抚及蒲台多次向朝现称颂其

才干，希望朝廷不要将其调任，让其为家乡多多培养人才。清廷为此特对艾茂予以嘉

奖，再次授予侍讲一职。艾茂晚年辞教远乡，息影林泉。艾茂一生著述甚丰，若有

《易经人道》、《贵山四书集讲》、《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摘》、《应制律诗》、《古文

聚精选》、《宝珠堂诗集》等。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毁于咸同年间贵州的兵火中。艾

õU登乾隆年间资州著名的教育家，他以教育为职志，始终关心贵州文教事业，培养

大批人才。正烧由于他对教宵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其才商学博的人格魅力，学界对他

尊崇备茧，景仰有加。艾顶i卸世后，贵山书院的学子把他与书院前任两位杰出的山长

陈法、张瓢陶合称为"三先生一·起泰祀， ìt时人、后人细怀这位著名的教育家。

何泌(生年不详一1808 年) ，宇邮犬，季衡，一宇素园，何德新子，贵阳人。乾

隆五十二年 (1787 年)丁未科进士，散馆后改庶古士，官翰林院编修。因厌倦仕途，

任编修未及一年便乞归乡卑，愿为家乡培育人才。其时，钱塘人王湛恩任贵筑县知县，

以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为要务，闻f可泌、德行，邀他主讲贵山书院，聘为山长c 何泌讲

授经史诗文，深入演出，娓娓不倦，并常与诸生研讨修身之德及治学途径，受到诸生

爱戴，书院学风…新。何撼诵邀请其乡试问年瞿翔时担任书院监院，主讲古诗。他们

工人翻切配合，不仅躬行实践教人，又皆博览经史，工诗文，精之五湛恩的大力支持，

他俩在书院中进行教法改革，并擦伤纪律，致使"士行燕燕日 f二，文学、科名日盛，

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何泌能诗，其诗人瑞《黔诗纪略》。嘉庆十二年 (1808 年)何

泌病逝，士林哀悼失去一位名师，其弟子门生感其恩德，将其人祀于贵阳城东抚风山

麓的阳明祠，岁时进行祭祀。

瞿翔时(1744一1810 年) ，字审庵，号悦山，贵阳人。乾隆四卡二年 (1777 年)

中带后，四次进京会试不中，五十三年 (1788 年)获选贵阳府学训导。五十六年

(1791 年)受伺撼之邀出任贵山书院监院，问撼病逝后受聘为山长。理翔时善教，擅

长引导学生。他教书与其他人不同，其特点是不急功名而重制行，总是教育士子垃重

道德品质修养，以敬年友、娱倍义为先务。商行一致，以身蹲班，诲人不倦，是理翔

时教书的另一特点。他常勉励诸要"立心制行，以圣贤为目之学自期"。诸生如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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