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天下第一洞水” 的国家

AAAAA 级著名风景区龙宫， 距贵

州省安顺市中心 27 公里，与黄果树

大瀑布毗邻。 六十平方公里的龙宫

风景区集水、旱溶洞，山水田园之精

华：山外有山、水中有洞、洞中有瀑、

山水环抱。 这里除了神奇的喀斯特

地貌外，还有芬芳幽寂的山谷、蜿蜒

小溪以及遍地奇花异草的田园风

光。 神秘的水中洞、洞中水、水下水

创造了当代大诗人艾青赞叹的“大

自然的大奇迹”。

主景区一进龙宫， 既是水中洞

也是洞中水，全程须乘舟游览。 天下

观赏溶洞的通例正如叶圣陶先生所

言“是些石钟乳和石笋，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大都依据形状想像成仙

家、动物、以及宫室、器皿”。 全长

840 米的一进龙宫还真免不了落入

这一俗套，因为它的钟乳、石笋塑造

的形状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龙王爷是很气派的， 他的宫殿

壁垒森严，要想进入，先得经过一池

青峦四合、虬树垂映的荡漾碧水，这

就是龙宫的入口处天池。 天池水深

28 米，水面 1 万多平方米。以天池为

中心， 不到 100 米的范围内就有三

处“中华之最”：一是目前发现的世

界最大的暗瀑龙门飞瀑， 二是国内

已经开发的最长的水溶洞通道，三

是中国天然辐射剂量率最低的地

方。

天池周围的悬崖上树苍竹翠，

野草山花， 上百种稀有植物争奇斗

艳。 最上面那顽强而又苍劲挺拔的

黄连木， 它五百多年的生命力得于

龙宫的灵气。 当代中国书画大师刘

海粟先生九十高龄时曾专程来到这

里，他惊叹这“天下奇观”时泼墨挥

毫，写下苍劲、浑圆的“龙宫”二字。

荡舟进入龙宫， 第一厅群龙迎

宾厅迎面而至。 一个个俯近水面犬

牙交错的龙头， 是龙王爷派出迎候

客人光临的仪仗队， 真是一进入宫

中就领略了龙王爷显赫的家族和威

严气势。 龙王爷真会选择风水宝地，

经科学测定， 这里是世界天然辐射

剂量率最低的地方， 仅为联合国原

子能委员会给定的人体允许辐射值

的三十分之一， 是天然辐射实验的

理想场所，已获“世界吉尼斯之最”。

这超低本底辐射环境，对高血压、心

脏病及心理疾病都有很好的治疗作

用。 当然，没病的女士、先生们在这

里更会倍感舒适和愉悦。

进入龙宫的第二厅是一幅巨大

的浮雕壁画： 壁画上端是两条戏水

的小龙， 左面是一个正在顽皮地滚

着绣球的雄狮， 有条鳄鱼被雄狮吓

得赶快背着幼子窜入水中……一个

个栩栩如生。 眼前一堵溶瀑，堪比黄

果树瀑布那般雄伟壮观， 但它的形

成要比黄果树大瀑布早若干万年。

一块巨石悬在进入第三厅的通

道口， 游客在小舟中也要俯身低头

才能通过，所以这巨石叫低头石。 任

你是达官显贵、 才子佳人或是亿万

富翁来到这里都不得不缩肩低头，

屏息而过。 当然，相声大师侯宝林说

得更加文明幽默， 他生前到这里时

称之为“礼貌石”。

第三厅叫五龙护宝厅。 抬头仰

望，穹隆低垂，那倒悬俯视游客的是

五条巨龙， 共同护卫着洞顶的那颗

镇宫宝石，这让人立刻感到庄严、肃

穆。 右下方是三公主别致的闺房，遗

憾的是现在这位闻名人间的美女不

在。 左上方是大家熟悉的猪八戒被

捆吊的形象：唐僧取经途中，听说龙

宫的观音洞有佛经， 便带着徒弟们

前来拜谒， 色性难改的八戒一眨眼

溜到这里偷看三公主来了， 不料被

龙王爷捉住倒吊起来。

要说壮观那就非第四厅莫属

了。 传说孙悟空大闹水晶宫就在这

里。 这座大厅面积 4000 多平方米，

水深 26 米，恢宏的空间回音效果特

别好， 很多著名歌唱家来到这里都

会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 他们美妙

的歌声引来了各路神仙。 当然，在那

显赫正位的巨龙是这座宫殿至高无

上的主子， 伴随在他旁边的是乌龟

丞相。 那个脚踏风火轮的当然是哪

吒了。 这儿还有一位披发垂头读书

的少女， 原来是那离开闺阁的龙王

三公主。 她神情如此专注，喧闹的歌

声也干扰不了她，是读情书吗?啊！

别问，凡人、神仙都应该允许人家有

自己的隐私呀!双手合十的唐僧和手

搭凉棚的悟空也来了， 他们还不知

八戒已被龙王爷吊挂起来， 还以为

他在这里被哪位歌星的姿色迷住了

呢。 那对形影不离并肩而立的情侣

是谁?好象是董永和七仙女吧，他们

怎么也来到了这里呢？

第五厅是高峡幽谷厅。 两岸峻

高百米， 峡道幽长 200 多米， 水宽

30 米，深 20 米。 这洞中三峡中那位

形容枯槁、面色憔悴、探身俯瞰着滔

滔江水的想必是屈原吧？ 听，他在忧

国忧民地低吟着“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呢！

前面亮光的地方叫燕子洞，是一

进龙宫的出口。 840米长的一进龙宫

在左顾右盼中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弃舟上岸，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

遮挡了大半个天空的向前倾斜的苍

苍壁崖， 上面那数千个数不清的孔

穴，是燕子们理想的天堂。 春天来到

的时候， 上万只小燕子从南方风尘

仆仆地来到这里安家。 它们轻捷自

如的翩跹舞姿十分壮观。 据科学家

统计， 一只燕子一个夏天可捕捉蚊

蝇 25 万只，害虫 50 多万条。 那这里

上万只燕子捕捉的是多少？ 难怪很

多来龙宫避暑的游客都说这里的蚊

蝇少， 原来是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在

为风景区的环境卫生和游客的健康

作贡献啊！

神奇诡秘的安顺龙宫

赵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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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公 开 招 聘

非在编合同制电梯工作人员

根据安顺市人民医院相关工作需要， 向社会公开招聘

15 名非在编合同制电梯工作人员。

一、招考对象及报考条件

1、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18—30岁，性别、身高不限。

2、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能适应本职工作的需要。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1 年 3 月 28 日—31 日

上午 8：00—12：00

� � � � � �下午 2：30—6：00。

报名地点：安顺市人民医院组织人事科。

应聘人员持毕业证书、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注：原件

审查后立即退还）及复印件各 1 份、近期同底免冠 1 寸照片

3 张报名，不交报名费。

三、考试

考试为面试。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咨询电话：

0853—3325522（上午 8：00—12：00，下

午 2：30—6：00）。

非在编院前急救专业技术人员

96999 急救站是安顺市人民医院从事院前急救的科室。

因业务工作及发展建设需要，医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8

名非在编院前急救专业技术人员。

一、招考对象及报考条件

1、 全日制临床医学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并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2、男性，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能适应院前急救专业工

作的需要。

3、年龄：18-30 岁。

4、户籍不限。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1 年 3 月 28 日—31 日

上午 8：00—12：00，下午 2：30—6：00。

报名地点：安顺市人民医院组织人事科。

考生须持毕业证、 医师资格证、 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注：原件审查后立即退还）及复印件各 1 份，交近期同底免

冠 1 寸照片 3 张报名，免收报名费。

三、考试

考试为笔试、面试。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咨询电话：

0853—3325522（上午 8：00—12：00，下

午 2：30—6：00）。

非在编合同制运送站工作人员

根据安顺市人民医院相关工作需要， 向社会公开招聘

10 名非在编合同制运送站工作人员。

一、招考对象及报考条件

1、男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18-45 岁。

2、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能适应本职工作的需要。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1 年 3 月 28 日—31 日

报名地点：安顺市人民医院组织人事科。

应聘人员持毕业证书、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注：原件

审查后立即退还）及复印件各 1 份、近期同底免冠 1 寸照片

3 张报名，不交报名费。

三、考试

考试为面试。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咨询电话：

0853—3325522（上午 8：00—12：00，下

午 2：30—6：00）。

安顺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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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顺治年间， 一个叫许缵曾的人

到云南做官，将沿途所见所闻辑录成书，

取名《滇行纪程》，书中这样来描绘安顺

城：“城围九里，环市宮室皆壮丽宏敞。 人

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 估人云集，

远胜贵阳。 ” 这是 350 年前留下的文字，

十分珍贵。

是不是还有比这更早的文字记载

呢？

我们把时光再往前追朔到明代，即

崇祯十一年（1638）4 月 20 日，徐霞客一

路风尘走进安顺城， 留下了一段记载：

“普定城垣峻整， 街衢宏阔； 南半里，有

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

这里所说的普定城就是今天的安顺城。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这一年

黔地的暮春时节总是灰濛濛、 湿漉漉

的，难以见到阳光明朗的日子。 在黔中

山道上，徐霞客似乎已经很老了，在岁

月的风尘中，这位仅活了 56 岁的老人，

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这种并非

国家出资派遣，又非他人资助扶持的壮

举，持续 30 多年，唯有靠毅力和精神的

支撑走下去。 自离开平坝县城后，徐先

生一路疾行，当天傍晩从北门走进安顺

城，当晩留下了这不同寻常的 28 个字。

这是迄今对安顺城概貌最早的记

述， 曾经被明代以后的文人在写到安顺

时无数次地引用， 以标明安顺这一黔中

雄郡应有的历史地位。 这弥足珍贵的 28

个字，就其内容的表述来说，精练到增一

字则多，少一字则意缺。

然而，问题是，徐霞客为何仅仅留下

28 个字呢？

徐霞客到安顺城时， 安顺城内已置

安顺军民府，与普定卫同城而置。 徐霞客

以“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层楼跨街，市

集甚盛”四句话形容安顺城的概貌，真实

地再现了近 400 年前的安顺城， 对一座

城市如此赞誉，这在《黔游日记》中是绝

无仅有的。

我们再将安顺与徐先生之前游历过

的贵阳城作比较， 会发觉他在贵阳城停

留二日，仅留“游古佛洞” 四个字，连古

佛洞座落的黔灵山都未提及。 今天来看，

这同样是一憾事。 据学者考据，这事出有

因，徐霞客虽身居贵阳城，却被远在长顺

县的白云山建文皇帝隐修遗迹所深深吸

引， 以致放弃从清镇往安顺的捷径而绕

道长顺。 联系徐霞客到安顺之前对长顺

白云山的游记，此说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既然已经走进安顺城，诸多寺

庙景点竟未着一字，却又匆匆而去，是不

是存在与贵阳类似的原因， 难道前面的

黄果树瀑布吸引了他径直前往？ 实事并

非如此。

从离开安顺到镇宁后， 先生并不急

于前往黄果树，而是在镇宁住了两天，详

细考察了镇宁城郊的双明洞， 对镇宁城

內规模很小十分低矮破烂的段公祠尚能

驻足探访，可见，先生并非是受黄果树的

吸引， 也不是对安顺的众多的人文自然

景点缺少兴趣。 他之所以很快离开，这其

中一定有人们最容易忽略的原因。

让我们还是回到《徐霞客游记》中去

找寻这答案吧！ 这里会有最为可靠也是

最为直接的凭据， 使我们了却那几百年

来的遗憾。

从《徐霞客游记》有关这段游历去分

析，我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徐先生到平坝的当晚，就十分

容易地“觅得安庄夫”。 这是他自入黔一

直经受担夫连累之苦后， 最为顺利的一

次。 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这“安

庄夫”者，即今镇宁县城人，并非安顺人

或平坝人。 自进入贵州以来，雇用担夫成

了徐霞客最为烦恼的问题， 有时一日交

换四次担夫，弄得苦不堪言，以致在“游

记”中十多次提到担夫问题，这是途经其

他省区所没有的。 加上 19 日当天在狗场

银钱被盗，寻找担夫苦求无助，他仍心存

疑惧。 如此轻易地一下子就找到一个能

负责挑行李， 并能直达远在 150 里外的

镇宁的担夫，自然感到庆幸。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平坝之

后，一路平坦的驿道。 一个家在镇宁的担

夫，或许因为到平坝打工借此回家一趟，

或许因为来平坝走亲戚或办事， 返回家

前突有钱可赚， 得此意外之喜。 不管怎

样，那“安庄夫”路轻就熟，健步疾走。 领

着徐霞客快行，从“游记”字里行间可以

感觉到那行进的速度。 徐霞客从平坝到

镇宁，沿途经过的 10 多个村镇，仅留下

地名和里程， 而未对山河道路作详细记

述。

第二， 徐先生对当时安顺建制的变

化不了解。 到安顺城之前，错将安顺府所

在地认为是安顺旧州， 认为当时的安顺

城仅为一个“普定卫”，这是当时的军事

驻地。 晚上入城，虽然有对街衢的印象，

其他人文景观、地理状况，并未引起他注

意。 加上“安庄夫”的作用，也不能多作停

留，第二天即很快离开前安顺城往镇宁。

可以想见，这一次在安顺城的旅店

内，不是徐霞客催促瑟缩不前的担夫起

床，而是担夫一大早天濛濛亮即催促徐

霞客上路。 接着又是一路疾走，到了镇

宁之后，徐霞客才知道，安顺府已迁到

普定卫城内。 游记中，徐霞客回过头来

记道：“普定卫城内，即安顺府所驻。 余

先闻安顺止土知州， 而宦籍有知府节

推，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 这时，徐

霞客那怕想回头再访安顺已不可能。

这里，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安顺州

原为省直隶州，原治所在今安顺旧州，迁

到今安顺升为安顺军民府并置知府是万

历三十年的事， 徐霞客到安顺的时间是

崇祯十一年，相隔时间并不久远。 无外乎

徐霞客从一开始在长顺白云山时， 前行

目标就一直错定为“宦籍有知府节推”的

今安顺旧州。 而长顺白云山的自然法师

也并不熟悉这一变更，而是出于“两顺之

间” 即今长顺与今安顺旧州之间路途的

安全考虑，才建议徐霞客改道平坝。 这个

历史的误会， 再一次丢失了徐霞客对安

顺的深入考察。

写到这里， 似乎对来去匆匆的徐霞

客的安顺之行有了个交待。读《徐霞客游

记》，渐渐走进这位伟人的生活，你会发

觉你看到的是一个心地坦荡， 以探索事

物的真谛为终生信条的人， 他所具有的

胸怀和眼界，绝不为俗事俗人所动。从这

种意义上说， 或许徐霞客留下的 28 个

字， 是明代安顺城的最为客观真实的写

照。 仅此 28 字，这就已经够了，任何矫

饰、溢美的企求都是多事之举。

徐霞客眼中的明代安顺城

【徐霞客黔游安顺行探访录】之二

丁武光

我是第一次到屯堡九溪。 九溪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乘坐的汽车奔驰在如金色

大地毯的油菜花田野上， 任车窗外

吹来的春风抚摸着我们的脸颊，清

新的泥土气息、醉人的油菜花香，让

久居城镇的我们陶醉了！

跟随朋友们我们信步来到九溪

河边，放眼望去，只见对面山脚下的

田野里油菜花一片金黄， 沁人心脾

的花香扑鼻而来。 偶尔三五成群的

姑娘小伙欢快的呼朋引伴， 穿行在

盛开的油菜花的田埂上， 他们的笑

脸与怒放的油菜花融为一体， 让我

想起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

九溪河水从我们的脚下潺潺流过，

绿得发亮，清澈见底。 河面上，有撑

着小木船缓缓行驶的年轻小伙，似

游乐又似打渔， 在他们的脸上洋溢

着的是掩不住的喜悦！

朋友指着群山之中山峰直插云

端的最高的远山告诉我，那是代表九

溪人坚韧不拔意志的老青山。 从山

脚往上，一条掩映于林间的石阶小道

盘山而上，山上森林苍茫灌木丛生四

季常绿鸟语花香；半山中深不可测的

乌龙洞中潭水冬暖夏凉终年不干；主

峰下一块平地上，是明朝初年建成的

寺庙———普德寺， 寺庙后有一个不

大的岩洞，俗称淌米洞。 传说古时候

庙里僧人和来朝拜的香客吃的米全

是此洞中淌出来的，无论有多少人吃

饭，洞中的米都是够吃的，但必须每

顿现取。一天，一取米的和尚偷懒，想

多取几天的米少跑几趟，遂用钻子凿

洞欲将洞凿大，结果从此洞中颗粒不

淌了。 寺庙大殿右前方水井旁有一

方水塘， 塘里每年自然生长着野稻

谷。传说是明朝出家的建文皇帝到此

修行时遗下的“建文神米”，可以治疗

腹痛等疾病。 因此凡登老青山的人

都会求几粒“神米”带回家当药。更为

神奇的是置身峰顶的一块有几万斤

重的“点头灵石”，它因用力推它纹丝

不动，用小手指轻轻一点却会摇晃起

来而得名。

朋友边走边介绍着古寨曾有的

繁华。“公元 1381 年,明太祖朱元璋

为平定西南边疆, 令颖川侯傅友德

为征南大将军, 率 30 万大军征南。

战事平定后,有朱、姚、胡等 10 姓军

士相中九溪的山水, 遂率军举家迁

徙到九溪安营扎寨。 之后，九溪村日

渐繁荣。 现在的九溪村,有近千户逾

四千人口, 是安顺屯堡最大的自然

村寨。 ” 我们信步于九溪村寨，深

感它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形成的村

落。 全村由大堡、小堡、后街三大片

区构成,而 ６００ 年来保存至今的

屯堡村落那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

石头的街道， 石头的墙， 石头的碾

子，石头的磨，石头的碓窝，石头的

缸；那斑驳的石墙,凝重的门楼,古

朴的庙宇, 让我们深深体会了九溪

村寨蕴涵的厚重文化韵味。

游览中， 我们来到九溪上街的

古井旁，朋友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

九溪最有特色的六百年古井。

古井井栏共用四块巨石围砌而

成。 井壁上青苔密布，被井绳勒出的

一道道深而光滑的勒痕见证了九溪

大屯堡数百年的沧桑。 九溪的历史

上，还有一个关于“三老作文”的生

动传说呢！

所谓“三老”，指的是九溪村三

面环抱着的三座山坡：塔山、后头山

和黄家坡。 而居于上街的六百年古

井，即是洗墨池。 古井旁原放着一个

巨大的石制笔架， 玉笔就是塔山上

建造的古塔（今已重修）。 以中间街

道为书脊， 九溪偌大的整个屯堡村

寨，就像打开的一本书，而三老，就

在上面辛勤的笔耕。 也难怪九溪人

才辈出啊！

朋友继续自豪的介绍说， 我们

九溪还远远不止这些。 比如由原始

的傩舞军傩演变而来， 集演戏、祭

祀、娱乐为一体的，几乎是与屯堡村

寨共存至今的被誉为东方活化石的

地戏。 大西桥镇共有地戏 １６ 堂，

而九溪就有 ３ 堂。 1995 年 ５ 月，

九溪地戏《隋唐演义》到韩国汉城参

加世界民间艺术节。 回到北京，神头

顾之炎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有关地

戏的专题讲演， 并被誉为：“地戏教

授”。 从此，九溪地戏登上了大雅之

堂。 每年阴历正月和七月，九溪地戏

队都要在村里或被邀请到村外进行

地戏表演。 在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的

氛围中， 村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

驰骋疆场、艰苦创业的不屈身影；感

受着古汉民族六百年前举家南迁六

百年后依然不忘故土的深深情怀。

屯堡文化中， 最具盛名的是饮

食文化。 从主食中的糍粑，糕粑、包

谷耙，到副食中的腊肉、香肠、血豆

腐、干盐菜、干豆鼓、糟辣子等、无不

具有可以长期存放和便于收藏的特

点。 而最富特色的却是九溪的糯米

糖。糯米糖又叫麦芽糖或饴糖。主要

原料和配料是：糯米、麦芽、黄豆、谷

花、芝麻、引籽、核桃仁等。 那甜而不

腻，香脆可口，入口即化的糯米糖，

是九溪村民用来招待客人馈赠亲朋

的佳品， 九溪的糯米糖早已盛名于

海内外。

听了朋友的介绍， 看着街上铺

子里摆着的各种糯米糖， 我们早就

垂涎欲滴， 为自己解馋也为亲朋好

友，我们纷纷慷慨解囊了。

晚上， 朋友朱发猛把我们带到

他新建的住屋， 用九溪最有特色的

晚餐招待了我们： 正宗的腊肉血豆

腐，放养的土鸡肉督特色豆腐，叫不

出名字的各种野菜， 还有家酿的香

醇米酒……我们陶醉在美味佳肴和

主人的盛情款待中。

九溪行

王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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