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01 跳花节:

是苗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正月举行。 节日期间,苗族人

民尤其是男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跳花坡,女子将历年

精心制作的蜡染刺绣背扇扇面层层叠放,十几层乃至几十层,均露出顶端

细密的刺绣图案,由新婚夫婿或未婚夫背到花场展示,暂时未找到对象的

女子由兄弟代替背赴。 跳花开始,男子吹笙舞蹈,女子摇铃执帕起舞附合,

围绕花树翩翩起舞。 集体舞蹈数周之后,花树下继续分散表演的芦笙舞多

姿多彩。花场上人流如潮,气氛热烈。有的地方还举行爬花杆、射弩比赛、武

术表演、 倒牛斗牛等文体活动。 跳花节历史悠久, 流行于川黔滇苗族村

寨,尤以安顺最为隆重,最具代表性。安顺苗族跳花节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F02 四月八:

是苗、布依、仡佬、侗、彝、土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

地节日内容不尽相同,主要与农事有关,在这一天人们会举行各种欢庆仪

式,表达对全年丰收期望。 其中苗族的 " 四月八 " 庆祝活动规模宏大,场面

隆重,是祭祖节、英雄节、联欢节,影响深远。 这天家家户户打糍粑制乌米

饭,男女老少聚集到预定地点,以悠扬的芦笙、箫笛和歌舞凭吊苗族英雄和

祖先。

F03 六月六

:农历六月六日是布依族传统节日,有的称之 " 过小年 ",

十分隆重热烈,缘于布依族祭祀盘古、社神、山神和田神的活动,祷望全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祥和。 家家户户杀猪宰鸡包棕粑,汇聚寨中

开怀畅饮,这一天是走村串寨探亲访友的日子。 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吹

拉弹唱、载歌载舞,对歌赶表谈情说爱,尽情欢乐。 许多地区还举行规模

宏大的玩山活动。 布依族六月六节庆活动已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F04 吃新节:

是仡佬族、苗族和布依族的传统节日,尤以仡佬族为盛。每

年农历七月初七举行, 先由一寨老带领童男童女到附近田间地角进行采

新,摘些成熟的谷物瓜果,挂放古树下,然后用整鸡、猪头、羊头、九串猪肉

和二十四碗饭祭祀祖先和神灵。 族人按辈份尊幼排列,跪拜祖先。 祭毕,寨

老则用筛盛鸡、肉、酒,将栓有红辣椒和青蒜的竹竿插在田间地头,以示送

祖。吃新节活动多姿多彩,包括放土炮、鞭炮,喝咂酒、演傩戏、打铜鼓、唱山

歌、耍武术等,节日这天,仡佬人还要举行放生活动。 仡佬族吃新节以丰富

的人文内涵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F05 普定冲龙:

是春节期间安顺地区的传统节庆活动,过去每逢农历正

月十五,安顺及各县县城均如期举行,如今大都消失,唯有普定县将这一民

俗活动发扬光大,传承至今。 冲龙一般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始。 随着龙的舞

动,另有两个人一组一前一后,一人用铁勺将熔化的铁水从钢桶舀出随及

抛起,继而另一人对准舞动的龙,用木板打击铁水,铁水在空中散成 " 花

",铺天盖地而下,蔚为壮观。打一勺铁水开一树铁花,开一树铁花荡一浪欢

笑。整个冲龙过程,铁花绽开,龙身腾跃,人群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形成了欢

乐的海洋。 舞龙的壮汉舞到酣畅时,索性把衣服脱了,光着背膀,引着龙在

不断怒放的铁花深处上下翻飞,引来阵阵喝彩。

F06 抬亭子:

又叫抬汪公、迎神、迎菩萨,是安顺屯堡村寨为祭典汪公的

诞辰而举行的传统民俗活动。 汪公崇拜流行于安顺吉昌屯、狗场屯、中所、

鲍家屯等屯堡村寨, 是屯堡人对历史人物神化并寄以美好愿望的特出形

式。 农历正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庄重地把汪公菩萨塑像从神台上抬下放

入木制轿中,走出汪公大殿。在激烈的鞭炮和锣鼓声中,腰鼓队、秧歌队、花

灯队、地戏队、彩车队陆续跟在后面,形成长长队伍,涌动在田野山水之间。

在田坝中举行完仪式后,抬汪公的亭子在仪仗队的护拥下,穿行于村寨街

巷,施福于众村民,赐百姓予平安吉祥、丰衣足食,直至下午四点钟才返汪

公庙,让汪公塑像回归神位。 安顺的抬亭子民俗活动已列入贵州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F07 端午游百病:

端午节是全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安顺除吃粽子,佩香

囊,家家户户洒扫庭除,掛菖蒲、艾条于门首外,游百病是具有代表性的又

一民俗活动。 端午这天,人们走出家门,父母都要带上小孩去“游百病”,或

郊游或爬山或逛街,意在把一年可能染上的疾病全部抛掉,让百病远离自

己的身体。这一天,百草都是药,安顺城周边乡镇村寨的农民会把从山上採

来的各种草药带到城里,供人们逛街时购买,无论城乡,端午採药购药均成

习俗,人们将适合自己与家人需要的草药带回,以治病防病。过去销售草药

的地摊能从城区小十字摆到西门顶,现在主要集中在市西路一带。 安顺城

街头弥漫着透人心肺的药材清香,久久不散。

F08 开斋节:

斋月,是伊斯兰教历九月,按回族习俗实行斋戒。 斋戒期

满,就是回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在开斋节前夕,首先要做好扫

尘、理发等清洁工作。 开斋节要过三天。 回族从第一天开始就热闹起来,家

家户户都要早早起来,打扫院内院外和巷道厕所,人人沐浴净身。男女老少

都换上自己喜爱的新衣服,聚会和活动的场所在清真寺,回族群众齐向阿

訇道安,接着互致平安问候。节日期间各家各户游祖坟,追悼亡人。节日中,

家家户户制作富有民族风味的传统食品,互送亲友邻居,互相拜节问候。已

婚和未婚女婿要带上节日札品给岳父母拜节。

F09 夜郎竹王崇拜:

在安顺市镇宁、紫云、西秀区三县(区)交界处,方圆

约 600 平方公里的深山里,以镇宁县革利乡为中心,居住一支神秘的苗族,

有独特的头饰、服饰。 分布在 11 个乡(镇),68 个村,162 个自然寨,人口约

25000 余人。至今老百姓家里都还供奉着夜郎竹王的偶像,千百年来,他们

敬奉祖宗竹王,笃信夜郎竹王就是自己的祖先。 竹王成了维系族群的精神

依附。男性成年后都要举行仪式供奉竹王偶像,之后一生奉祀,直到死时用

供奉的竹片陪葬。 竹王崇拜所沉淀的文化现象,已纳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F10 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婚恋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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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依族赶表:

赶表是布依族青年男女寻觅配偶,交流感情的一种社

交活动。 赶表多选择在喜事和农闲赶场天进行。 赶表时,男女青年通过对

歌,吹木叶和勒尤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当两相情愿,情投意合,并愿结

为终身伴侣后,女方丢“把凭”作信物,男方告知父母,请媒人说合。 赶表歌

有情歌、苦歌、逃婚歌、告状歌,歌词有九言、七言、五言、四言等。

2、苗族相月亮:

相月亮是安顺苗族男女青年独有的社交风俗,因常在

月夜进行而得名。少年子弟暮夜,吹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每

当农闲季节,星月交辉之夜,安顺苗族青年男子,三五成群,腰插笛箫,手携

笙胡,漫游于乡郊苗寨旷野之上。

3、仡佬族婚俗:

仡佬族新娘离家出嫁要双手紧紧地拉着门枋表示不肯

离去,媒人强行拉开新娘的双手,叫“把门枋”。 出嫁前乘人“不备”而“逃

跑”,让嫁家婶娘嫂子去找回来,叫“追姑娘”。 娘娶进夫家之时,一跨进屋

就用清水洒向接亲的人叫“打湿亲”,以图吉利。

F11 布依族苗族仡佬族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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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丧葬:

布依族丧葬分为送终、入殓、停丧、报丧、披麻戴孝、超

荐、发丧、安葬几个过程。老人临终前,子、女、媳、婿等在旁守候,落气后,放

地炮,用白纸盖脸和贴于大门及香炉,给死者洗身、穿衣装殓,脚朝大门停

放,少数顺梁或到头放。 放好后,供“倒头饭”,点“桥灯”。 这些准备好后,择

期安葬,并派人向亲朋好友报丧,孝子、女、媳、婿、孙戴孝,并请魔师为死者

念经开路。 根据魔师择定日期发丧安葬。

2、苗族丧葬:

苗族丧葬有三种:悬棺葬、洞棺葬和土葬。 挂灵柩于悬崖

陡壁,谓之悬棺葬;灵柩置于家族、氏族公葬洞内,谓之洞棺葬,平坝县“棺

材洞”是唐宋以来保存较好的“洞葬”古迹;将灵柩放入土中安葬谓之土葬,

土葬中有木棺、石棺、不用棺三种,葬法有横葬、顺葬之别。 过程分为送终、

入殓、停丧,报丧、守灵、开路,发引、打牛、安葬,招灵、包坟四个过程。

3、仡佬族丧葬习俗:

仡佬族丧葬一般有洗身、换衣、装殓、开路、跷棺、

择地、安葬等仪式。仡佬人认为亡灵有三重意向,一是与先祖会聚在另一个

世界;二是像在世一样生产、生活;三是会惦记儿孙,不时要回来关注。 因

此,孝子在为老人举办丧事时,根据亡灵的意向作出相应安排。仡佬族墓葬

为朝向特殊。 古代有头向天,脚站地为葬式,即“竖而埋之”的竖葬。 又有脚

向着墓地所在山坡顶峰的倒置,都是让亡灵升天或从山顶上天的意思。

F12 放河灯: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传统中元节,安顺俗称“七月半”,是祭

奠祖先和已故亲人的节日。这天家人团聚,进行多种形式的祭奠活动,放河

灯是其中颇具特色的活动之一。河灯一般用木板做底,灯体为防水纸,底座

上放灯盏或蜡烛,也有茄子灯、南瓜灯,有的人家还要在灯上写上亡人的名

讳。 夜幕降临,人们将一盏盏河灯点亮置放河中或湖中,让其顺水漂流,以

此祭奠先人,寄托对亲人的缅怀之情,表达对幸福、平安的祈求,希望随着

长流水,祛除疾病灾祸,子孙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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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八大民俗”候选名单简介

G01 王若飞故居:

是我党早期杰

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政治

活动家、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

飞幼年生活、学习的地方,始建于清

代,距今约 300 余年。 坐落在安顺市

北街 202 号, 占地面积 1900 平方

米,由朝门、过道、门楼、正房、南北

厢、对厅房等构成。 现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1982 年

2 月,被贵州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G02 安顺文庙:

位于安顺城区东

北隅, 是贵州省保存最为完整的古

建筑群。 占地约 8750 平方米,始建

于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5), 距今约

600 余年。 现存建筑为明清两代遗

物,共五进四院,大成殿前的一对透

雕云龙石柱, 堪称国宝。 200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G03 安顺武庙:

坐落于中华东路

首端北侧。 始建于明代,距今约 600

余年,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现存

泮池、大殿、东西厢房、观音楼。 1999

年 12 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公

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0 年

修复了文武官厅、 影壁、 牌楼式大

门,形成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群。

G04 西秀山石塔:

坐落于安顺城

区西南隅西顺城街城垣处西秀山

上,旧为郡城八景之一,名曰“笔峰

耸翠”。 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距

今 685 年。 塔分九级,高可五丈,塔

身六面, 是安顺重要地标性元代三

大古建筑之一。 1985 年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G05 历史文化街区 (儒林路):

俗

称“大箭道”,为清初提督绿营兵演

武之地, 后渐为郡人择居建房之

用,遂成街道。 街道两边建筑颇具

中国南方民居建筑特色,大多为四

合院多进式样, 临街均为一楼一

底,宅间以封火山墙相隔,砖、石、

木结构,小青瓦底。 该地段解放前

住过多个安顺名人,“一门三中委”

的谷氏三兄弟老宅即建在此街,现

此街已经市政府明确为“历史文化

街区”。

G06 谷氏旧居:

是国民党中常委

谷正伦、 谷正刚、 谷正鼎三兄弟幼

年、青年时居住、生活的地方。 位于

安顺城区儒林路中段东侧, 始建于

清代,距今 100 余年。 分南、北两个

院落,占地 1770 平方米。 具有浓厚

的中国南方民居建筑风格,� 2004

年公布为安顺市首批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G07 崇真寺:

坐落于安顺城区

县府路东侧。 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九

年 (1396),初名崇真观,崇祯五年

(1632) 重修并改名崇真寺, 距今

615 年,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 现

存门楼、三清殿、肖曹祠、肖曹庙、

古戏台及部分台基。 2006 年 6 月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G08 金钟山寺遗址:

位于城东金

钟山山顶上。始建于清初。占地面积

约 2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旧为郡城外八景之一,名曰

“金钟朴地”。 现有残缺山门、 捐资

碑、残墙屋基、台阶、两颗百年古杏

树等。

G09 华严洞:

位于西秀区华西办

事处华严村, 华严洞洞外崖上及附

近山崖上有“飞岩”“天地妙蕴”“幽

邃”等摩崖石刻,旧为郡城外八景之

一,名曰“山洞读书”。 在抗战初期,

故宫南迁文物曾在华严洞内存放长

达 6 年之久。 1987 年华严洞被原安

顺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G10 安顺古城墙:

始建于明洪武

十四年(1381),距今 630 年,为安顺

城规坐标唯一重要古迹。 现存 30 余

米,占地面积 60 平方米,位于安顺

塔山东路中段北面, 为 2007 年修

复。 2007 年 5 月市人民政府公布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G11 安顺凤仪书院:

位于安顺二

小校园内。 始建于清代,距今 300 余

年。 占地面积 165.5 平方米。 旧为安

顺八景之一,名曰“文苑秋阴”。 现存

讲堂, 面阔五间,2004 年 5 月安顺

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G12 兴伟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位

于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馆内收藏了数万件古

生物化石及奇石, 馆内配套建有石

文化艺术馆、地质科学博物馆,是安

顺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G13 虹山湖:

虹山湖(虹山水库)

始建于 1958 年,是安顺市区重要的

防洪、灌溉、工业和生活用水的综合

性蓄水工程。 于贯城河东首,依城筑

坝,拦水成湖,水面辽阔,环境优美,

近年修建环湖路、 九孔桥及仿古亭

榭,是市民休息、游览之地。

G14 贯城河:

城中贯城河水自

东、西二水入城,流经合和桥汇为一

水南转经东门桥、太和桥、南水关出

城,为安顺城之“母亲河”。 旧为郡城

八景之一,名曰“曲波泻月”。 贯城河

两岸垂柳依依, 石栏斑炳, 弯曲委

婉,波光溯洄,是市民休憩、游玩、散

步、赏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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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 王若飞：

1896 年生于安顺，

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 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誓

言，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生动阐释。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

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

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总

参谋长、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统战部长、联络部长等职务，中共七

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随

同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参加国共

谈判。 1946年 4月 8 日返回延安途

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H02 陈法：

清代知名学者和治

水专家。 清康熙三十一年生于贵州

安平（今平坝县）白云庄。 清康熙五

十二年举人，同年秋进士。 改翰林院

庶吉士。 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顺德

和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江南庐凤

道、淮扬道，大名道。 为官清廉，悉心

研究治河方略，著成《河干问答》一

书，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是后世治

理黄河、 淮河、 运河的重要参考文

献。 著有《易笺》、《明辨录》、《醒心

录》、《敬和堂文集》、《内心斋诗稿》、

《犹存集》、《河干问答》等。

H03 陈曾固：

1907 年生于安

顺，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 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北平

市委组织部长， 代理市委书记，中

央财经部秘书长和中直机关党委

书记，辽西和辽吉省委组织部长兼

秘书长、 省委副书记等职。 1950

年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

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4 年调任教

育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1960

年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979

年以后， 先后担任教育部顾问、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全

国政协委员等职。 1988 年 2 月因

病在北京逝世。

H04 黄齐生：

安顺人，“四八烈

士”之一，贵阳达德学校校长。 1917

年，率公、私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 后又率队前

往法国勤工俭学。 回国后与陶行之

在南京从事实验性乡村教育研究。

后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介绍，

任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区总干

事， 兼农村讲习所主任。 抗战爆发

后，积极组织抗日宣传，参加西南联

大等组织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代

表延安各界慰问被特务打伤的民主

人士李公朴、 郭沫若等。 1946 年 4

月 8 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

同机飞延安，不幸途中遇难。

H05 谷氏三兄弟：

谷正伦：

安顺人。1909 年赴日本

留学，加入同盟会。 回国后先后参加

武昌起义、 护法战争、 北伐战争。

1932 年任首都卫戍司令、宪兵司令、

代理南京市长。 1935 当选国民党中

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 1940 年任

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2 年任

国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兼粮食

部长， 1948 年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

司令。1949 年去台湾，1953 年 11 月

因病逝世。

谷正鼎：

安顺人。 与其兄谷正

伦、 谷正纲称国民党的“一门三中

委 ”。 1924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

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 26 军政治部

主任、党代表。1935 年当选国民党候

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7 年补选为执

行委员。 1946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副部长、 部长，1949 年去台湾，

1974 年因病逝世。

谷正纲：

安顺人。 1931 年当选

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出任中央组织

部副部长。 1934 年任实业部常务

次长。 1935 年与谷正伦、谷正鼎一

同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委员，时

人称“一门三中委”。 1939 年任行

政院社会部部长。 日本投降后，任

接收委员会副主任。 1952 年国民

党七大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93

年 12 月去世。

H06 任可澄：

号志清，普定人，

光绪 29 年（1903）举人。中举后试授

内阁中书。 光绪 32 年（1906），在南

明河右岸创建贵州公立中学堂，开

办新学，为贵州近代中学教育之始。

辛亥革命后， 出任贵州军政府枢密

院副院长。 1926 年任教育总长。

1937 年任云贵监察区监察使。 1919

年出任《贵州通史》 总篆。 全书于

1948 年出版。

H07 陈蕴瑜：

平坝县天龙镇人。

生于 1900 年，贵阳讲武学堂第二期

毕业生。 在孙中山讨伐广西军伐陆

荣廷战役中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期

间，先后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

卫战等，屡立战功。1938 年改任国民

革命军第八军 102 师 304 团团长，

率队参加徐州会战，抢占韩道口，与

日寇展开激战，5 月 23 日弹尽粮绝，

在与敌肉博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

其衣冠冢现在平坝天龙。

H08 袁晓岑：

普定人。 云南大学

毕业。 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文联

委员、云南美协名誉主席等。 创作的

人型群雕《驼峰情》，作为世界反法

西斯及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献礼，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收

藏，并赠送给当年的飞虎队（现在美

国第十四航空队）基地，成为中美人

民友谊记念碑。 为人民大会堂作巨

幅画《瑞鸟图》。 多次出国访问讲学、

举办展览，成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H09 肖序常：

安顺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家。1952 年分配

到甘肃白银厂，1955 年调到地质部，

1991 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 长期从事大地构造、板块

构造与成矿研究。 出版专著 7 部，发

表论文 50 多篇。 先后获得国家科学

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李

四光地质科学奖等。

H10 刘纲纪:

普定人，武汉大学

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88 年被人事部和国家教委批准为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历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 湖北省

美学学会会长， 武汉大学美学研究

所所长，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导师。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

会、作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马克思

主义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研究。

H11 袁熙坤:

� 1944 年出生于昆

明， 祖籍普定。 第七届全国青年常

委、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现任北

京金台艺术馆馆长、 中国收藏家协

会副会长、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

藏委员会主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生院教授、 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

誉院士。 应邀为 152 位国际政要名

人写生创作水墨肖像画， 其雕塑为

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赠送礼品。 创

作的国际名人雕塑被多国政府、国

际组织和博物馆收藏安放， 是因雕

塑获得总统最高荣誉勋章等国际奖

章最多的中国艺术家， 并被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授予 " 环保艺术大师 "

称号， 是中国文化在艺术领域走出

国门的代表性人物。

H12 韩文焕：

安顺人。 民国 14

年（1925）入黄埔军校学习。 民国 15

年（1926）参加北伐，26 年（1937）晋

升为少将。民国 37 年（1948）回贵州

任省保安副司令。 1945 年去台湾，

1967 年定居加拿大， 直至 1986 年

病逝。

H13 帅灿章：

安顺人。 以经营绸

布店起家，1917 年开设益生昌绸布

店，后开设裕昌荣作内号，1919 年改

组成恒丰裕， 增设分支机构于国内

多个城市，业务遍及上海、武汉、广

州、重庆、昆明、香港、缅甸仰光等

地， 商业鼎盛时期资产达到千万大

洋，时为安顺首富。 曾投资创办立达

中学，三一小学，为地方兴办教育。

H14 何威凤：

原籍清镇，后居安

顺。 光绪 11 年（1885）中举，后连试

不第。 曾寓居京师以卖画为生，与士

大夫多有交往。 后受知于翁同和，颇

受器重。 荐之奕亲王，不用，后入岑

春煊幕，晚年归乡。 以诗、书、画称引

一时。 著有《何东阁诗草》、《啖芋轩

诗文稿》若干卷。

H15 柳树人：

安顺人。 1926 年考

入黄埔军校。 毕业后分到杜聿明的

第五军。 后升任该军第二 00 师（师

长戴安澜）五九九团团长。 抗战中，

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昆仑关攻坚

战。 1941 年随二 00 师驻防安顺。

1942 年随军编入中国远征军， 出征

缅甸抗击日军。 5 月 18 日在通过细

摩公路郎科时，遭到日军伏击，突围

时中弹殉国。

H16 陆瑞光 :

镇宁人，布依族。

上世纪 20 年代初，组织农民武装，

拦截军阀部队，保卫家乡。 1927 年

4 月，率关岭、紫云、镇宁三县边区

千余农民，攻占镇宁县城，掀起抗

暴抗捐武装斗争。 1935 年 4 月，中

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到镇

宁，与红军结盟，护送红军安全通

过大片布依族区域，并利用红军赠

送的枪支与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

一起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6 年

接受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12 月，

被四川军阀杨森打入的奸细逮捕，

1937 年遭敌杀害。

H17 戴明贤：

安顺人。 1956 年

参加工作，先后从事过编辑、记者、

教师、编剧等；担任过贵阳市作协

副主席、文联副主席、《花溪》文学

月刊副主编、 贵阳书画院院长等

职。 出版小说集《九疑烟尘》、《岔河

涨水》、《花溅泪》 等： 戏剧《青松

颂》、《夜郎新传》、《燕楼惊豹》 等；

书法篆刻方面，也建树颇丰，是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西泠印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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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 花江狗肉：

贵州代表菜，全国

狗肉知名品牌之一。 将狗肉与筒子

骨加入八角等调料，煮至皮软，冷却

改刀待用，再将豆腐乳、木姜籽、辣

椒、狗肉香等佐料制成蘸水。 食用时

将成片狗肉加汤煮沸，合蘸水食用。

味浓郁而不腻、滋补。

I02 波波糖：

贵州传统点心，贵

州涉外旅游定点产品。 以小麦作原

料，经泡、榨汁、熬等诸多工序制成

麦芽糖； 再用麦芽糖熬制经反复搅

拌，拉扯成薄片状，将芝麻花生仁舂

碎，包入麦芽糖中冷却后即成。 脆酥

香甜，入口化渣。

I03 腊肉血豆腐：

安顺代表菜。

腊肉： 新鲜猪肉改刀后， 加盐、料

酒、花椒等、冰糖腌渍。 用松枝熏

烤。 血豆腐：将新鲜嫩豆腐捣碎，加

猪血、调料拌匀用菜叶包制。 用松

枝熏烤。 食用时将肉、豆腐切片，上

笼蒸熟即可食用。 腊肉透亮、熏香，

血豆腐软香。

I04 旧州鸡辣子：

安顺屯堡代表

菜。用菜油将糍粑辣子炒熟。本地鸡

治净改刀成块，加入姜、盐、猪肉、菜

油，将鸡炒断生，下骨头汤，文火炖

熟， 将炒好糍粑辣子放入鸡里面炒

匀，装入瓦罐即成。 色红亮，冷吃、热

吃、涮火锅皆可。

I05 荞凉粉：

安顺传统小吃，用

安顺欢喜岭凉粉， 阿宝塘地下水制

作而闻名。 将荞米作原料，经打磨、

煮沸、 冷却而成， 加入秘制红油辣

椒、酥花生、酥黄豆，浇入豆腐乳汁、

调料即可凉拌食用。 红而不腻，微辣

鲜香，消暑开味小吃。

I06 水晶凉粉：

安顺传统消暑小

吃。 将木瓜籽装入布袋在清水中用

力揉成浆，加石灰水，搅拌凝固。 食

用时，用匙解成小块，再加入秘制糖

浆及花生仁、葵花仁、芝麻、果脯、白

糖、冰块等，拌匀即可食用，晶莹夺

目，冰凉爽口。

I07 油炸粑稀饭：

安顺传统小

吃。 将包制好的油炸粑下油锅，炸

制成金黄色，改刀成块，米面调成

糊状，放入炸好的粑粑，撒上引子，

炝入热油食用。 酥脆软糯，油而不

腻。

I08 冲冲糕：

安顺传统小吃。 大

米磨成粉，装模具蒸熟成型；卜粉用

开水调成糊，加入冲冲糕及芝麻仁、

花生仁、核桃仁、葵花仁、瓜子仁、白

糖、玫瑰糖等，拌匀即可食用。 香甜

松软，老少皆宜。

I09 油炸鸡蛋糕：

安顺传统小

吃。 用大米、黄豆涨发后掺入米饭，

磨成浆，装入模具至半，再加入调味

肉馅，复装浆至满，炸成金黄色取出

压破，淋上红油即食。 形似蛋糕，外

脆内软，味美色鲜。

I10 安顺裹卷：

安顺传统小吃。卷

粉皮改刀成方块，平放入盘中，抹上

秘制辣椒酱，放入折耳根、芫荽、海

带、豆芽、酸萝卜、花生、黄豆。 两面

对角包上即食。 色泽白亮透明，辣香

冰凉爽口。

I11 幺铺毛肚火锅：

安顺名火锅。

主料：毛肚、脊髓、黄喉、牛筋、牛脑、

牛肉， 放红汤锅底或清汤锅底涮食

即可。 红而不腻、辣香可口，佐酒下

饭皆宜。

I12 安顺麻饼：

安顺传统名点，安

顺知名品牌。 用面粉、饴糖、油、碱、

苏打制成皮料， 洗沙加冬瓜糖制成

馅心。 用皮料包馅心沾芝麻入烤盘，

用土炉烘烤而成。 色泽金黄、外酥内

软。

I13 平坝全牛席：

清真系列菜，婚

丧嫁娶、 节日喜庆宴席。 牛干粑

（炒）、牛皮、牛筋（凉拌）、牛肚（卤）、

牛冲（红油味凉拌）、牛脑（蒸）、牛舌

（扣蒸）、 牛肉清炖萝卜， 土豆烧牛

肉，牛尾（红烧）。 牛从头到尾，风味

各异。

I14 布依鸡八块：

布依迎客名菜。

布依族待客时，将鸡头敬主客，表示

尊重； 其它部位敬众宾客， 表示祝

福； 鸡腿主客各一支， 表示平等友

好。 吃鸡头的客将脑髓完整取出向

众人展示，表示尊重感谢。 布依族宰

鸡待客，将鸡头、脚、翅分成八块，摆

盘整形， 余下鸡汤与鸡块装入汤碗

中，小红椒加调料制成蘸水食用。 汤

清香，肉鲜嫩。

I15 平坝清真鹅肉：

平坝清真名

菜。 将鹅治净，加水、姜、葱煮熟后再

加盐、花椒、味精调味捞出后改刀成

片。 食用时将肉片放入原鹅汤锅底

涮食。 汤鲜味美，鹅肉清香。

I16 安顺炒寡蛋：

安顺屯堡独特

菜肴，民间称其有治头疯之功效。 鸭

寡蛋（黄寡、儿寡）治净煮熟后，改刀

成滚刀块，下油锅炸至酥干时捞出；

锅内下入青椒、蒜、姜、西红柿煸炒

下面酱，下寡蛋，装盘成菜。 干香辣

香，兼有臭豆腐浓香味。

I17 安顺一锅香：

安顺屯堡传统

菜， 又名什锦杂烩火锅。 白菜、青

菜、 粉丝放入锅中加汤调味打底；

将炸好的山药、炒三丝、豆腐果对

角摆在底料表面后， 将糟辣肉片，

辣子鸡摆四周， 扣肘摆在中心，加

温即可食用。 荤素搭配， 辣香、酱

香、清香口味。

I18 凉拌折耳根：

安顺传统家常

菜。 将折耳根脆嫩部份折成小段，洗

净。 用苦蒜、姜、葱、酱油、醋、糊辣

面、味精进行凉拌，香辣脆嫩可口。

具有清热解毒、消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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