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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种烟草

初识这本书，便被它那一抹明亮的黄色吸引，

在云南省档案馆藏众多的颜色灰暗的民国图书中，

它是那样的特别。它铅字竖排，长 18.2 厘米，宽

12.8 厘米，封面为明黄色，封面右下书“新云南丛书

4”，中部偏左书“云南烟草事业 褚守庄著”。翻开

它，便被目录所列的内容所吸引。简单一看，就使我

意识到，这是一本忠实记录云南烟草事业最初实践

的著作，是云南烟草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

献，甚至可以说，它是记述云南烟草产业兴起发展

的第一本专业书籍。通读一遍后，我觉得很有必要

把这本书介绍给现在的人们，让今天的我们，特别

是从事绿色产业和烟草产业的人们，能在故纸堆里

触摸到历史的真实，探究前人为云南烟草事业发展

踏下的坚实足迹。
一、出版缘起

抗战胜利后，云南的国民政府为恢复和发展文

化事业，专拨经费支持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工作。
经过有关人士的多方筹划，在时任省政府主席龙云

的支持下，1945 年在昆明成立了“新云南丛书社”，
由国民政府云南省财政厅长李培天担任董事长，知

名学者白之瀚、由云龙为董事，侯曙苍任主编，杨绍

唐任经理。《新云南丛书》制定了庞大的出版计划，

拟分为地方文史、地方建设、科学技术三个大类，每

类各 10 余种，邀请专家学者确定选题分别主撰，陆

续出版。《云南烟草事业》是新云南丛书的第 4 本，

之前已有白之翰的《云南护国简史》、马子华的《滇

南散记》、万湘澄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相继出版，

受到了文化学术

界和广大读者的

赞誉。可惜因种种

原因，《新云南丛

书》最终未能出

齐，所设置的机构

在 1947 年 被 撤

销，《云南烟草事

业》也成为传世不

多的丛书收录的

专著之一。1947

年 6 月，褚守庄先

生的《云南烟草事

业》出版。
二、作者其人

由于《云南烟

《云南烟草事业》
———记述云南烟草产业兴起发展第一书

■ 陈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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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美烟浸种发芽试验结果记载表

扣挂烟叶及烤房内烟杆架图

草事业》一书中对作者本人没有详细的介绍，于是

我在馆藏档案中搜寻可能有的痕迹，欣喜地找到了

该书作者 38 岁那年填就的一份履历表，表中清楚

地记载其之前的学历和经历，同时还有一张褚本人

十分帅气的标准照：褚守庄，男，云南昆明人，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4）十一月生，1920 年 1 月南京金

陵大学农科农艺系毕业，曾任农矿部上海农产物检

查所稽查员，1920 年 5 月回云南任省业昆华高级

农校训育副主任，1922 年任云南建设厅省立农场

场长，1925 年任省立开远农校校长兼民教馆长，

1942 年辞职任烟草改进所技术专员，1943 年 11

月起任云南

烟草改进所

副所长。在

其他零星的

档 案 中 ，还

可以看到关

于褚的少许

记录，他于

云南省立高

级中学农艺

班毕业后考

入 金 陵 大

学，曾任省

教育厅的国

教视导员等

等。从其学

历和经历看，他一直致力于农业研究和农业人才的

教育培养，更多的工作应该是在田间地头和教室。
在该书自序中他提到自己“常常在外面跑，在昆明

的时间不多”，“时间不够”等等。在任烟草改进所技

术专员和副所长后，更是成为烟草特别是烟叶种植

方面的专家，他是实际参加云南省烟草事业发展的

重要一员，有理论也有实践，有科研还有教学，这肯

定正是丛书社选定他作为此专题撰写者的原因。
三、《云南烟草事业》一书价值分析

《云南烟草事业》全书分为 16 章，20 余万字，

正文 242 页，插图 5 幅 10 页，内容包括烟草发展史

略、从植物学看烟草、云南土烟生产与运销、怎样栽

培美种烟草、美种烟草的熏烤，提高烟叶品质、烟草

的病虫害、烟草技术人员的训练等，全面系统总结

报导云南发

展烟草事业

的 历 史 ，介

绍有关栽培

美种烟草知

识，在当时

定然既有对

现实烟草产

业发展的指

导 意 义 ，又

有对烟草相

关人才培养

的 理 论 价

值；今天看

来，更具有

历史意义和

参考研究价

值。
一是回

顾总结了二

十世纪四十

年代为止的

云南烟草事

业 发 展 ，形

成了不可多

得的兼具理

论性和实践

意 义 的 文

献，为教育

培养烟草人

才和后人的

研究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

重 要 素 材。
作者在本人

和当时代人大量实践和自己科研、教学的基础上，

分析了云南推广美烟种植的优势、成效及打开销路

的可能性，回顾了云南倡种美烟概况，当时云南纸

烟工业情况等，围绕云南省烟草事业的有关史实和

问题进行总结并作深入探讨。书中还收录了各种美

烟驯化栽培试验报告和品种特征鉴定报告、烟草试

白花种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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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烤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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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事业》一书中对作者本人没有详细的介绍，于是

我在馆藏档案中搜寻可能有的痕迹，欣喜地找到了

该书作者 38 岁那年填就的一份履历表，表中清楚

地记载其之前的学历和经历，同时还有一张褚本人

十分帅气的标准照：褚守庄，男，云南昆明人，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4）十一月生，1920 年 1 月南京金

陵大学农科农艺系毕业，曾任农矿部上海农产物检

查所稽查员，1920 年 5 月回云南任省业昆华高级

农校训育副主任，1922 年任云南建设厅省立农场

场长，1925 年任省立开远农校校长兼民教馆长，

1942 年辞职任烟草改进所技术专员，1943 年 11

月起任云南

烟草改进所

副所长。在

其他零星的

档 案 中 ，还

可以看到关

于褚的少许

记录，他于

云南省立高

级中学农艺

班毕业后考

入 金 陵 大

学，曾任省

教育厅的国

教视导员等

等。从其学

历和经历看，他一直致力于农业研究和农业人才的

教育培养，更多的工作应该是在田间地头和教室。
在该书自序中他提到自己“常常在外面跑，在昆明

的时间不多”，“时间不够”等等。在任烟草改进所技

术专员和副所长后，更是成为烟草特别是烟叶种植

方面的专家，他是实际参加云南省烟草事业发展的

重要一员，有理论也有实践，有科研还有教学，这肯

定正是丛书社选定他作为此专题撰写者的原因。
三、《云南烟草事业》一书价值分析

《云南烟草事业》全书分为 16 章，20 余万字，

正文 242 页，插图 5 幅 10 页，内容包括烟草发展史

略、从植物学看烟草、云南土烟生产与运销、怎样栽

培美种烟草、美种烟草的熏烤，提高烟叶品质、烟草

的病虫害、烟草技术人员的训练等，全面系统总结

报导云南发

展烟草事业

的 历 史 ，介

绍有关栽培

美种烟草知

识，在当时

定然既有对

现实烟草产

业发展的指

导 意 义 ，又

有对烟草相

关人才培养

的 理 论 价

值；今天看

来，更具有

历史意义和

参考研究价

值。
一是回

顾总结了二

十世纪四十

年代为止的

云南烟草事

业 发 展 ，形

成了不可多

得的兼具理

论性和实践

意 义 的 文

献，为教育

培养烟草人

才和后人的

研究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

重 要 素 材。
作者在本人

和当时代人大量实践和自己科研、教学的基础上，

分析了云南推广美烟种植的优势、成效及打开销路

的可能性，回顾了云南倡种美烟概况，当时云南纸

烟工业情况等，围绕云南省烟草事业的有关史实和

问题进行总结并作深入探讨。书中还收录了各种美

烟驯化栽培试验报告和品种特征鉴定报告、烟草试

白花种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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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种烟草

验及育种工作报告等，这些报告学术理论性较强，

是当时云南省烟草试验的重大成就，颇得业界赞

誉，对有志于该项事业的其他省份有重要参考价

值。综观全书，我们可以说，《云南烟草事业》是云南

烟草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理论成果，为之后云南

烟草事业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提供了相对系统完整

的思想和教材。
二是对当时烟草事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由于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初期特别是云南烟草在全

国所处的位置，当时国内有关烟草的书籍太少，更

不用说云南省内。特别是关于种植美种烟草技术知

识，“既无陈法可循，又乏参考资料”（作者语）。丛书

社的编辑有着明显的政府背景，基于云南长远发展

烟草产业的考虑，认为为配合云南省政府奖励种植

美种烟草，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的需要，在书中

介绍栽培美种烟草技术方面的内容更具有现实意

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美

烟栽培、熏烤方法，介绍烟草病虫害的种类，如何防

治等等，包括栽培需要什么样的土壤，育苗中如何

准备苗床，如何播种和管理幼苗等。如具体写到播

种一节，书中这样描述：“烟籽很细，要播种均匀，须

先把烟籽拌在细土灰或草木灰里，大概每一茶匙籽

种，要一升灰来拌。拌好后细心均匀撒播在苗床上，

轻轻用木板镇压，以免籽种被风吹散，但不能把籽

种埋藏过深，这点要特别小心。……”又如熏烤烟叶

一节，作者在书中对烤房建盖、烤房内气管布置，烟

叶扣挂等阐述具体，同时绘图辅以介绍通俗易懂，

读之一目了然。书中关于美烟种植技术方面的知识

各种美烟产量比较表

正方形烤房示意图

云南烟草改进所长坡试验场培育的

新种———长坡一号

有理论，有调查，有对策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对于当时推广烟草事业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三是该书是云南烟草事业最初实践的真实记录，

对后人研究云南烟草事业兴起和发展历史有重要参

考价值。作为实际参加云南烟草事业发展的重要成

员，褚守庄书中记述的许多内容都是当年云南研究、
试验、推广美烟，推动烟草产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如

1941 年到 1945 年倡种美烟实况，云南烟草改进所

1942 年到 1945 年收购烟价比较，历年推广亩积、发
出贷款、训练烟农、建盖烤房及收烟数量统计等，可见

产业起步、推广的不易；又如其中的云南纸烟工厂调

查表，有厂名、出产纸烟品牌名、负责人、每月产量估

计等，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当时在国民云南省政府推

动下，我省纸烟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势头。特别是

褚守庄先生对云南纸烟工业的展望，让读者对云南烟

草产业发展无限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他预言云南烟

草事业未来发展形势很好，他说：“本省的纸烟工业是

极有希望的，将来制品不仅可供本省需要，尚可供应

西南各省。现在上海来此运烟叶，如果利用此地原料

和贱价劳动力，成本自然比在上海制造者低，只要在

配制方面努力，减低税捐，云南纸烟工业便大有希

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年烟草事业先行者的

实践为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云南烟草产

业的发展、壮大，乃至成为全国最强烟草产区奠定了

基础。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褚先生没法预料到今

天云南的烟草产业会有如此大的发展。今天的云南是

著名的烟草王国，云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烟草行业

成为云南的骨干产业和重要的财政支柱。2011 年云

南 100 强企业排序中，烟草巨头红塔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营业收入 632.5981 亿元高居榜首，红云

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列第二。面对云南烟

草今天如此辉煌的业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云烟推

广发展而付出艰辛努力的先驱者。

注：本文档案史料均出自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

档案 11- 2- 1094、12- 4- 291。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

烤房及烤房内气管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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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及育种工作报告等，这些报告学术理论性较强，

是当时云南省烟草试验的重大成就，颇得业界赞

誉，对有志于该项事业的其他省份有重要参考价

值。综观全书，我们可以说，《云南烟草事业》是云南

烟草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理论成果，为之后云南

烟草事业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提供了相对系统完整

的思想和教材。
二是对当时烟草事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由于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初期特别是云南烟草在全

国所处的位置，当时国内有关烟草的书籍太少，更

不用说云南省内。特别是关于种植美种烟草技术知

识，“既无陈法可循，又乏参考资料”（作者语）。丛书

社的编辑有着明显的政府背景，基于云南长远发展

烟草产业的考虑，认为为配合云南省政府奖励种植

美种烟草，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的需要，在书中

介绍栽培美种烟草技术方面的内容更具有现实意

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美

烟栽培、熏烤方法，介绍烟草病虫害的种类，如何防

治等等，包括栽培需要什么样的土壤，育苗中如何

准备苗床，如何播种和管理幼苗等。如具体写到播

种一节，书中这样描述：“烟籽很细，要播种均匀，须

先把烟籽拌在细土灰或草木灰里，大概每一茶匙籽

种，要一升灰来拌。拌好后细心均匀撒播在苗床上，

轻轻用木板镇压，以免籽种被风吹散，但不能把籽

种埋藏过深，这点要特别小心。……”又如熏烤烟叶

一节，作者在书中对烤房建盖、烤房内气管布置，烟

叶扣挂等阐述具体，同时绘图辅以介绍通俗易懂，

读之一目了然。书中关于美烟种植技术方面的知识

各种美烟产量比较表

正方形烤房示意图

云南烟草改进所长坡试验场培育的

新种———长坡一号

有理论，有调查，有对策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对于当时推广烟草事业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三是该书是云南烟草事业最初实践的真实记录，

对后人研究云南烟草事业兴起和发展历史有重要参

考价值。作为实际参加云南烟草事业发展的重要成

员，褚守庄书中记述的许多内容都是当年云南研究、
试验、推广美烟，推动烟草产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如

1941 年到 1945 年倡种美烟实况，云南烟草改进所

1942 年到 1945 年收购烟价比较，历年推广亩积、发
出贷款、训练烟农、建盖烤房及收烟数量统计等，可见

产业起步、推广的不易；又如其中的云南纸烟工厂调

查表，有厂名、出产纸烟品牌名、负责人、每月产量估

计等，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当时在国民云南省政府推

动下，我省纸烟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势头。特别是

褚守庄先生对云南纸烟工业的展望，让读者对云南烟

草产业发展无限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他预言云南烟

草事业未来发展形势很好，他说：“本省的纸烟工业是

极有希望的，将来制品不仅可供本省需要，尚可供应

西南各省。现在上海来此运烟叶，如果利用此地原料

和贱价劳动力，成本自然比在上海制造者低，只要在

配制方面努力，减低税捐，云南纸烟工业便大有希

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年烟草事业先行者的

实践为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云南烟草产

业的发展、壮大，乃至成为全国最强烟草产区奠定了

基础。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褚先生没法预料到今

天云南的烟草产业会有如此大的发展。今天的云南是

著名的烟草王国，云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烟草行业

成为云南的骨干产业和重要的财政支柱。2011 年云

南 100 强企业排序中，烟草巨头红塔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营业收入 632.5981 亿元高居榜首，红云

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列第二。面对云南烟

草今天如此辉煌的业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云烟推

广发展而付出艰辛努力的先驱者。

注：本文档案史料均出自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

档案 11- 2- 1094、12- 4- 291。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

烤房及烤房内气管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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