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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作为全省的中心，慈善机构自

然较多。据道光《贵阳府志》和《贵阳市

志·民政志》记载，清代贵阳设有育婴堂、

及幼堂、养幼堂、养济院、尚节堂、资善

堂、栖流所、群善社、积善社、乐善堂、华

洋义赈总会贵州分会等慈善机构。民国

时期贵阳慈善机构不断增多，新出现了

世界红十字会贵阳分会、中国华洋救济

总会贵阳分会、红十字救济委员会医务

总站等。

在贵阳市云岩区，有一条名为“慈善

巷”的小巷子，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巷子，

见证了贵州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

如今，慈善巷西起中华中路，东至富水北

路，长不足百米，宽约 4米，清代时巷名
为“车家巷”。据《贵阳市志·大事记》记

载，民国 19 年（1930）1 月，车家巷改为
慈善巷，20世纪 70年代，慈善巷曾一度
改名为富水西巷，如今仍为慈善巷。当地

群众认为，慈善巷的名称来自于坐落在

此的资善堂。

资善堂设立于清光绪中叶，据《贵阳

市志·民政志》记载：“受命官府，筹募资

金，接收绝产，办理救济。”到清末期，资

善堂设有济良所、养老院和孤儿院，是一

个半官半民的施救机构。据《贵阳市志·

人物志》记载，民国 19年（1930），冯介丞
（名乔荣，贵筑县人）应省政府之聘，主持

资善堂工作。他同时参与红十字会和华

洋义赈会的工作，时间长达十

余年。

此外，资善堂也对教育事

业做出过贡献。清光绪二十年

（1894），严修（字范孙，号梦
扶，直隶天津人）被任命为贵

州学政，在任期间他将贵州官

书局与资善堂书肆合并为资

善堂书局。据《贵阳市志·文化

新闻志》记载，书局聘请绥阳

举人雷廷珍为董事，主持书局

工作。该局不仅首开贵州官府

印行图书之例，出售经史子集

和新学书籍，还成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

文化和维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为贵州近

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

民国《贵州通志》的编修也与资善堂有

关，该书于民国 8年（1919）倡修，并在资
善堂设续修《贵州通志》局，后因贵州政

局动荡，续修工程断断续续，最终在民国

37年（1948）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铅印
本），前后经历近三十年。

资善堂是贵州省救济院的前身。在

一份民国 28年（1939）11月贵州省救济
院填写的《社会事业调查表》中可以看

到，“本院系民国二十年三月就逊清贵阳

府赵尔巽氏创设之资善堂改组设立”。由

此可以明确两件事，其一是贵州省救济

院的设立时间为民国 20 年 3 月，即
1931年 3月，而非
某些资料记载的民

国 19 年或民国初
年，其二是资善堂

的创办人是赵尔

巽，赵尔巽是清末

民初的政治家、改

革家，光绪十二年

至十四年（1886—
1888）历任贵州石
阡府、贵阳府知府。

根据民国《贵州通

志·宦迹志》记载，光

绪二十年（1894）擢
贵东兵备道。随后，

赵尔巽擢安徽按察

使，离开贵州。由此，

可大致推算出资善

堂较为具体的创办

时间应是赵尔巽任

职贵阳期间，即光绪

十四年至二十年

（1886-1894）。
民 国 24 年

（1935）9 月 11 日，
贵州省救济院院长

冯介丞，副院长熊静

安、孟翼卿共同向贵

州省政府民政厅呈

报了《贵州省政府民

政厅所属省救济院

现有人员数目表》，从中可以看出除院

长、副院长外，共有职员 15 人、工友 8
人。到了民国 25年（1936），根据冯介丞
等呈报的《（民国）二十五年公务员调查

表》，当时贵州省救济院有选任人员 13
人、雇员 1人，均系男性。

根据民国 26年（1937）9月 29日的
《贵州省救济院设立情形一览表》，当时

贵州省救济院共设立有残废、施医、育婴

三所。贵州省救济院所属孤儿所的设立

酝酿于民国 28年（1939），根据当年贵州
省救济院呈给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

民政厅厅长孙希文的文件，孤儿所拟于

民国 29年（1940）元月正式成立，并重新
拟定了育婴所、孤儿所、养老所、残废所、

施医所工作规则。

贵阳“二四轰炸”（1939）后，贵州省
救济院与华洋义赈会共同开展伤员抢救

工作，同时将无人认领的遇难者尸体集

中送往慈善巷，之后施以棺木安葬，冯介

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 30年（1941），贵阳市政府成
立，随即贵州省救济院更名为贵阳市救

济院，并划归贵阳市政府管辖，“统筹办

理全市救济事宜”，据《南明文史资料选

辑》（第二十一辑）记载，冯介丞被市长何

辑五聘任为院长，此后贵阳市救济院又

更名为贵阳市实验救济院。当时，贵阳市

实验救济院计有资产田土 2000余亩，房
产 90户，下设安老所、育幼所。民国 37
年（1948），市政府又将直辖的游民习艺
所和妇女教养所划归贵阳市实验救济院

管辖，当时共有被收容人员 371人。1953
年 1月贵阳市实验救济院撤销。

另外，贵阳市儿童福利院的前身是

贵阳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最初地址也

在慈善巷，后于 1950年 2月迁往桂月村。
这条巷子里，不仅有慈善机构，还诞

生过贵州著名的“德昌祥”药店。“德昌

祥”药店开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地
址在慈善巷 8号，刘辅臣与杨德轩系药
店创始人。据《贵州省志·人物志》记载，

刘辅臣又名刘运昌，湖南衡阳人，自小便

立志从商，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在贵
阳益寿堂药店做学徒，钻研制药配方和

炮制药品，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熊万
元堂药店帮工，并结识杨德轩（又名金

祥，字智明，贵阳人），之后两人便商量合

作经营自己的药店，专卖药材，“德昌祥”

药店由此诞生。

药店创办之初，刘辅臣与杨德轩一改

贵阳各药号从四川进药的方式，选择走大

段水路从江浙进货，避免了人背马驮，降

低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运送数量。二人经

营讲求信誉，注重药品质量，药店深得客

户信任。此后军阀混战，大宗药材运输困

难，杨德轩等便改贩人参、牛黄、鹿茸、燕

窝、麝香等名贵且便于运输的药材，获利

颇丰，并在名医王聘贤的帮助下，制售“妇

科再造丸”和“男用补天素”，药店不断发

展壮大。民国 24年（1935），德昌祥药店扩
大经营，在贵阳中心大十字建立德昌祥南

号，原慈善巷旧址为德昌祥北号，1938年
设立德昌祥制药厂，所制药品远销省外，

德昌祥成为贵州著名的制药企业。新中国

成立后，德昌祥曾一度更名为贵阳中药

厂，2000年成立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
司，2007年“德昌祥”商标被评为贵州省
著名商标，2024年 2月，“德昌祥”被认定
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

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分会最初也坐落

于慈善巷。据《贵阳市志·卫生志》记载，民

国 6年（1917）5月，该会在慈善巷 38 号
成立，张彭年任会长，孟翼卿任理事长。同

年 12月 12日（一说 1923年 5月），该会
设立布德医院，孟翼卿任院长。据统计，

1931—1932 年，该院平均每月诊病约
2000至 35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
国红十字会贵阳分会基本停止活动。

一条小巷，浓缩了贵州近代慈善事业

的发展历程，明清时期，贵州慈善事业主

要为政府主导，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民

国时期贵州慈善机构数量快速增加，慈善

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现在这条巷子里已然

看不到前述慈善机构的身影，但贵州慈善

事业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如今，慈善事

业已经深入到教育、健康、社会服务、乡村

振兴等诸多领域，当前，贵州慈善组织达

310家，还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省民政厅
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的指导意见》。2024
年 9月 5日，《贵州省慈善条例》开始施
行，标志着贵州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又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未来贵州的慈善事业

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 渊据叶贵州日报曳冤

贵阳慈善巷院贵州近代慈善事业的缩影
历史上，贵州慈善活动并不鲜见，然而专业的慈善机构出现

却比较晚。一般认为贵州慈善事业起步于明代，当时各地

建立了多个慈善机构，但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官办性质。到了清代，

贵州慈善业得到较大发展，绝大多数州府都设有慈善机构。

冶

1941年 11月 28日袁贵州省救济院更名为贵阳市救济院

旧时的野德昌祥冶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