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安顺不仅有迷人的明
山秀水令人陶醉，还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使人向往，其中戏剧文化
显得五彩缤纷。

上世纪80年代，安顺被誉为
“小戏之乡”。仔细思忖，此赞誉
乃不足之辞！准确地说，安顺是
名副其实的戏剧之乡，而非“小
戏”而已。90年代，有人戏称安
顺是全世界“剧团”最多的一个
市，此虽戏言，却也有道理，何
以？因为目前安顺西秀区屯堡村
寨为主的地戏演出队共有300多
个，演员近万人。曾远赴西班牙、
法国等国演出，古老的安顺地戏
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故繁体的

“戱”字，《说文》里如此诠释：“戏，
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简体字
的“戏”字也少不了一个“戈”字。

除了地戏，还有遍及屯堡村
寨的花灯，其与地戏为姊妹艺术，
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有着艺术的生
命力。专家张芝梁先生统计，安
顺传统的花灯调有200多种，在
演变发展的过程中，自1947年到
1982年，有曹家屯花灯班就编排
了《洪江渡》、《十五贯》、《五二打
店》、《九件衣》、《梁祝》等剧目近
40个。正因为这些原因，安顺才
会产生全省名噪一时的“花灯剧
团”。延至今日，也才会产生以排
演西部花灯节目为主的“普定马
官农民艺术团”。据说，该艺术团
有人员50多名。以营业性演出
生存、发展、演出地点远达沿海城
市，年收入最高的近百万元。而
普定县的花灯汇演最多时有100
多个节目参演，诸多原因使普定
马官镇获得国家授予“花灯之乡”
的牌子。

除了这两种艺术在这块土
地上得以生根、开花结果之外，
还有原称“文琴”戏，后称为“黔
剧”的艺术也曾经在安顺有过短
暂的建团时期。文琴戏，原为坐
唱形式，所唱节目有《十八相
送》、《珍珠塔》等。1958年，登台
表演，并建有安顺黔剧团，惜乎
紧接着是三年大饥荒，剧团遭解
散，但其中有的演员则调入贵州
省黔剧团，成为主要演员和教
师。时至今日，安顺不乏有人怀
念这个土生的地方戏，并发出请
求，“挖掘、整理、抢救”的呼吁。

除了本土的戏剧艺术，外省
流入的剧种在安顺也得到存活
与发展。《续修安顺府志》载：“南
关乡多伶工，王六寿其最著者
也，王工昆曲，尤工皮黄，嗓音嘹
亮，韵味深长，做工脱尽横蹊，颇
有独到之处。”“南关厢名伶辈
出，如张金玉、杨二之须生、李俊
亭、李全声之花面，张关保之花
旦，皆驰名于滇黔两省。”

从清朝到民国，历经国内外
战乱的磨砺，安顺的京剧在抗战

时反而得到了发展，因名星荟萃
安顺，而使贵州有了“要看川剧
到贵阳，想观京剧去安顺”的俚
语。此外，专业的京剧演出带动
了戏迷们的参与，一时间安顺京
剧票房遍及全城，在一些深宅大
院或巷陌小户里每天都会飞出
胡琴伴唱的皮黄声，这种热爱京
剧艺术的习俗至今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并成为安顺业余文娱活
动的主力。

安顺的川剧在老辈的观众
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
深深的怀念，本世纪，还有耄耋
老人写文回忆当年京川两剧种
同台演关恭戏的热闹场面，回忆
川剧打围鼓演出的种种趣事。

除了戏曲，还有话剧，我们
应该知道，在贵州开话剧之先河
者就是我们安顺人黄齐生先生！

《达德学校大事记》刊载，“民
国二年9月19日……夜间编演新
剧。剧分二部，曰《维新赞》、曰
《武训兴学》。贯君齐生，凌君秋
鹗作幕外演说。”其中，《维新赞》
表演的是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的
悲壮，作者即黄齐生先生。

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达德
学校排演了多部话剧，其中一部
《大埠桥》原为黄齐生先生编写的
川剧，后改为话剧，表现的是贵州
黎平人何腾蛟为支撑晚明半壁蓝
天，苦战沙场的忠烈壮举；而另一
部《模范乡》，则是革命先烈王若
飞参与编写创作的一出话剧，内
容表现了矿工们的苦难。

故《贵州戏剧史》如此说，
“20世纪初，黄齐生先生开贵州
戏剧创作之先河”。

安顺的第一个话剧热是抗
战时期，1938年8月15日，安顺
山城成立了一个名为“血花”的
话剧团，以后陆续公演了《生命
与国家》、《民族英雄》、《最后一
课》、《死里求生》、《有力出力》、
《民族万岁》、《古城的怒吼》等宣
传抗战的话剧。

此外，女子中学、兽医学校、
黔江中学等都组织话剧演出，宣
传救国救亡。

1949年以后，安顺的话剧活
动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依然活
跃于一些学校，机关单位中。演
出了《雷雨》、《年青的一代》、《千
万不要忘记》等剧。直至文革开
始才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
束，文艺的春天到来。春风沐
浴，安顺的戏剧出现了生意盎然
的景象，此时的戏剧活动无论专
业还是业余，有一个特征是不光
是演出，而且
重 视 创 作 剧
本，因此，安顺
的戏剧创作可
谓硕果累累。

龙宫，上天赐予黔中腹地
的绝妙奇观；龙宫，一个无法复
制的钟灵毓秀之地。大自然鬼
斧神工的造化让人在此遐思无
穷，一代一代的龙宫人呵护着
她。龙宫，美在天池，美在洞
穴，美在洞中飞瀑，美在一泓漩
水，美在洞中佛堂，美在田园风
光，如此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到
了极致，可谓风情万种，独数龙
宫，并以她的特有魅力，演绎着
今天的桃花源。而今，已是她
的而立之年，三十年，在历史的
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
而这三十年，龙宫人攻坚克难，
卧薪尝胆，信念执着，扎实工
作，修通公路，架起桥梁，铺设
电路，美化灯光，砌筑游道，完
善设施。三十年用几十条小船
接待了上千万国内外游客，三
十年水上安全无事故广为游客
赞誉，三十年把一个藏之深山
鲜为人知的响水龙潭，打造成
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
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起即和黄果树景区
一起领跑贵州西线旅游，忆昔
抚今，行思坐忆，回想那如火的
岁月，追忆那逝去的生活……

什么叫白手起家精打细算？
什么叫一分钱当两分钱花？什么
叫披星戴月汗摔八瓣？什么叫节
日什么叫假期？唯有一脸愧疚，
面对老人、家人和上学的子女。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龙宫人会给你回答。
艰苦创业话好讲，坐道点评更容
易，身临其境处处难，我们是见证
者，我们是亲历者。资金捉襟见
肘，体制处处不顺，非行政，非企
业，自收自支、企业管理的事业单
位，要实施有效的管理何其艰
难。然而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
走出来的，就这样，凭着对我们
秉赋极高的风景资源的自信心，
凭着要把龙宫推出贵州，推向全
国，走向世界，打造一流旅游景
点的信念，凭着责任、执着和事
业心，一代代龙宫人一步步向今
天走来，艰辛、汗水乃至泪水伴
随着景区的成长和荣誉。1984
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成
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年为国
家旅游局先进单位，1996年全国
旅游扶贫先进单位，2000年全国
风景区先进单位，同年成为全国
首批4A级旅游景区，2007年全
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这一跨
越，标志着龙宫走在了全国同类
型景区的前列。

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三
十周年，春风化雨，三十周年，春
华秋实，三十周年，岁月如歌，唯
有龙宫人，甘苦寸心知……

新的时代，新的起航；新的龙
宫，新的梦想。智慧旅游是新的
引领，升级版龙宫雏形已现，薪火
相传的龙宫人，致力要把龙宫风
景区建设成为当代精品，后世遗
产，并可持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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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城河是安顺市城区居民
永远不过时的热门话题。在我
记忆深处时常萦回脑际，历久弥
新的是我偶然在贯城河畔见到
的那一幕黑色幽默。

那是30年前的仲春时节，我
与一朋友因到安顺五小参加全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住在东街小
十字一家私人旅馆。那天，我们
为熟悉考场来到贯城河东段以前
所称的碧漾湾处，因倒春寒缘故
气温大概只有七八度，雾蒙蒙的
天空飘着细雨，两岸垃圾遍地，河
中一堆堆污泥、杂物间黑水流淌，
与我想象中的杨柳依依、碧波荡
漾、鸟语花香大相径庭，阵阵微风
不停地把令人作呕的腥臭气灌进
鼻孔，看到岸边百余男女老少人
头攒动，纷纷伸长脖子向河中投
去关注的目光，我们出于好奇也
驻足观望，但见黑乎乎的河道里，
大约30个穿得五花八门的人正
忙得不亦乐乎：有用锄头小心地
翻挖着垃圾的，有用铁锹麻利地
撮泥土的，有用粪箕快速地从污
水中撮起垃圾仔细分辨后又快速
倒掉的，也有直接用手淘泥土翻
捡垃圾的……此情此景大概持续
了一个小时，看上去一派热闹景
象。这群忙碌的人既不像专业清
淤队伍，也不像部队、机关或学校
组织的义务劳动，百思不得其解
之际，听到周围的人议论，我才知
道，原来是约一个半小时前，一老
妇人为抄近路从河道经过，上了
岸才发现手上戴的金戒指不见
了，她回忆认定是掉在河道里了，
于是又气又急之下向路人悬赏，

谁找到给酬谢100元。这可是笔
不小的数字啊，当时我的月工资
才50多元，难怪魅力这么大，于
是就出现了我眼前见到的一幕，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咸
一起涌来。

我没有等到散场，金戒指是否
找到抑或找到了是否被人私吞我
不得而知。但是，从此后安顺贯城
河脏乱臭的深刻印象在我的记忆
中再也无法抹去。经查阅资料和
访谈许多老安顺人得知：贯城河修
建于元代，由北东和北西两条支流
汇合而成，北东支流源于火烧寨大
寨附近的泉水，北西支流源于杉树
林附近的泉水，两条支流在安顺市
内汇合后，穿城而过向东南流至胶
泥坝与玉碗井河。它全长9公里，
流域面积约30.6平方公里。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以前，贯城河像一条
玉带，两岸碧柳低垂，河水清澈到
可见河底的鱼，到了春夏，人们络
绎不绝地到河里去游泳、浆洗衣
服，到岸上乘凉休闲，两岸居民为
傍河而居感到十分幸福骄傲，外人
很是羡慕。可是六十年代中期以
后，河两岸不断修建工厂，人口不
断快速增长，市民素质、市政设
施、排污系统跟不上，贯城河逐渐
变成了垃圾场、排污管，河水变得
又黑又臭，两岸居民苦不堪言，政
府亦十分头疼。直到2006年前
后投资5000余万元治理后才有
了较大变化。

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
往贯城河乱扔、倾倒垃圾，甚至
排放粪便，心痛之余，真是“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

置身广袤田野，记住浓厚乡愁。
纵是你无数次的从“云峰八寨”穿

过，只要你心中没有太多的留意，也只
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些平淡无奇的
屯堡村寨而已。但是，今天，我要说的
是，若你肯花上一些时间来关注一下
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你身处的周边屯
堡村寨，不仅看她的现实存在状况，而
且也去试曾探寻一下她的沧桑过去，
相信你一定会惊奇、概叹和收获不
小。而且，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
屯堡人，也才不会愧对这片富饶多情、
充满生命活力的土地。

基于此，作为去年11月刚刚新换
届的安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更是有
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到屯堡文化的
挖掘、整理和构建中来，为进一步繁荣
安顺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添砖加
瓦，贡献力量。

七眼桥镇是安顺市、西秀区着力
打造的屯堡文化核心区，有着得天独厚
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优势。2000
年，云峰八寨被大世界吉尼斯认定为：

“最大的、最完美的明初文化村落”。
2001年，云山坉、本寨古建筑群被批准
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七眼桥镇以“规模最大的、保
存最完整的明初文化村落群——屯
堡”被列为大世界吉尼斯之最。2005
年，云山坉、本寨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
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些
年来，镇党委、政府又提出了“以现代农
业为基础，以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为方
向，以集镇建设为重点，以新农村建设
为依托，全力打造大屯堡旅游中心和

‘生态宜居城镇’的发展思路和奋斗目
标”，本着以“环境是本、文化是魂、建设
是形”的建设理念，坚持高起点、高水
平、高品质推进小城镇发展规划的实
施。这些，都为屯堡文化的凸显找到了
最为适宜的发展平台和载体。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下乡到七眼
桥镇，遇到了镇党委书记王胜富同志，
与其谈到了屯堡文化、民间文艺和小
城镇开发的融合发展问题，竟然一拍
即合，愿意借助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
的力量，为深入保护屯堡古村落，宣传
云峰八寨，推进七眼桥镇屯堡文化旅
游发展献计出力。之后，相关屯堡文
化的知识培训、田野调查立即启动，邀
请了省屯堡研究会的相关专家学者实
地进村入户进行田野调查指导，组织
了镇、村干部和学校教师几十人的田
野调查队伍，从年前一直忙碌到年后
正月间，都在紧张的调查、复核和补充
相关文字、图片资料，通过分析整理搜
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素材，着实让人吃
惊不小。在原先早已打造初具规模的
云山坉、本寨的良好基础上，其他的几
个村寨也均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喜人发
现。如雷家屯、竹林寨和小山寨的靛
蓝种植、提炼和销售，竹林寨的烟花制
作和燃放，以及许多屯堡民俗活动地
戏、花灯，院落、祠堂、寺庙等古建筑，
古树古井、小桥流水等浓厚乡愁记忆，
犹如从广大屯堡村民们的头脑中，探
寻到了无数价值不菲的矿藏。

古村落是传统村落的习惯称谓，
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结晶，也是乡

土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冯骥才在2015年全国两会
上指出：“古村落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
在，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
示，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
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现在还剩两
三千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
是5000个”。对于散落于民间的文化
遗存，有形的好找，无形的难寻。屯堡
文化研究中最难也最有价值的，首推
屯堡人记忆深处的珍贵影像。此次由
各级多方共同发力，集中对云峰八寨
开展的田野调查，规模之大，前无先
例，收获之丰，也自待时间评说。我们
只需心怀责任，尽心劳力，哪怕是搜寻
到一些有争议、一时间无法判定的文
化记忆、民俗事相、村落遗存，都暂且
搁置争议，不要急于去说它是什么、不
是什么，心怀包容的冷静客观记录下
来，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传承
下去，启迪后人，相信后世子孙会远比
我们聪明。自然也会感激这些留之后
世的东西，说小了，说土了，说白了，就
是让他们记住了乡愁，不能忘了祖宗
的根本。

站在世界之巅，观照安顺屯堡。
今天，我们说屯堡文化和云峰八

寨，就是要敢于跳出“云峰八寨”，站在
世界的高处、远处观照安顺屯堡。屯
堡文化无疑已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
独特案例，它的唯一性不可复制，世间
绝无仅有，如今对于屯堡不仅有研究、
有记录，还有更多的惊喜和行动，这
些，是否真的对传承保护发展屯堡文
化大有裨益呢？今天，我们如何来猜
想昔日明洪武十四年的秋天，征南大
将军傅友德率领30万大军的雄姿英
发呢？靠什么？几乎只有少得可怜的
只言片语。明天，我们的子孙又将如
何来熟悉了解诸如“云峰八寨”之类的
屯堡村落文化记忆呢？更不要说让外
界更多的来了解屯堡、亲近屯堡了。

今天，市委、市政府将“云峰八寨”
定位为屯堡文化的核心区，将其与世界
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关岭海百合、紫
云格凸河一起捆绑申报世界自然文化
双遗产，这就是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定
位安顺屯堡。以“云峰八寨”为核心的
屯堡文化旅游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也
将随着申遗工作的开展和全省旅发大
会的召开而大大提升。“云峰八寨”如何
借势发力，更加深化和丰富屯堡文化的
内涵，把自己打扮出落得更加完美，呈
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更多地吸引世界
人民的目光，这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又是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此，只有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才不会让珍贵的
屯堡古村落逐渐消隐，不让屯堡文化记
忆随着时光而飞逝，也不会与发展良机
失之交臂。所以，面对诸如“云峰八寨”
的广大屯堡古村落，都应该充满文化自
觉与自信，首先考虑好自身文化遗存的
保护和传承，统筹兼
顾，协调发展，这样，
才不会给后世子孙
留下更多的遗憾，屯
堡人的集体浓厚乡
愁也才不会遗忘。

我们该如何看待
“云峰八寨”

□王继平

清明时节，大舅一家七人来
安顺祭扫祖坟，顺便参观。走在
日新月异的街头，城市的高楼和
绿地让他们不停点赞，安顺城是
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临走最后一天，他们特别提
出去老屋看看，对移居外地60多
年的大舅一家，似乎老屋才是他
们的家园。

大舅记得老屋在熙春路，过
去又叫西街大桥头，解放后叫生
产路。在他的印象中，这里曾经
有很多纵横错落，关系复杂的许
多亲友邻居寄生在这里。他们
的祖辈相互提携，过了一代代的
日子，流逝了许多的人和事。可
是，现在老宅还在，左邻右舍里
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了。

大桥头是贯城河的沿流经
过的一座桥，不远处就是二桥。
老人回忆，原来此处沿岸种有柳
树，风景如画，后来树被挖掉。
当年的邓羲之公馆成了幼儿
园。一路走去，过去的小巷肌理
还保存着，来到大龙井，小道被
卖菜的小贩拥挤着，可是大龙井
已经缩在一个小角落里，记忆中
的牌坊不见了。我说，寸土寸
金，能保留下来就不错了。

匆匆照了几张照片，说要拿
回去作个念想。并说，人愈老，
越是怀旧，越去想老家老屋，特
别是儿童时期经历的过去。

大舅仿佛回到昨天，他记
得，一大早还在床上，老远就听
到巷子里传来米花糖开水的叫
卖声，或者叮叮糖的敲打声。外
婆总会颠着小脚在巷口给买回
一碗，热气腾腾地端到面前，说
吃了快上学去！我知道一个老
人思想畅游在历史的过去，在回
忆里动了真情，眼睛开始湿润起
来。我不忍心打断他，尽情让他
回忆。

吃饭的时候，话题谈的都是
老街，新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什
么印象。可是下一代的年轻人
已经不知道原来老安顺的模样，
就是一些老地名，大概都没有听
说过，比如南关厢、城隍庙、关帝
庙、东岳庙；比如小井巷、大箭

道、落魂台等等。
老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

提出要去看看。当我带上他们
找这些名字相对应的地方时，
很多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街
边各种店铺罗列，毗邻的服装
店、食品店，生意红火，只剩下
历史的记忆。

我介绍说，安顺已经把大箭
道一条街作为历史老街保护，随
后带他们参观。

平日匆匆走过，心里不记
事，这次带人参观，眼睛里就开
始寻找故事。

老街老屋，不乏恢弘大气的
旧宅，也有小家碧玉般精致，原
来大多独门院落，一些大户人
家，还可以看到地上石板拼成的
精致图案，工艺之精细可以想见
这家原来的主人的富裕，这一家
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财富积累
方能达到这样的气派。

走在安顺老街，窗上的雕花
门棂已经残旧，露出古旧发黄的
木色，围栏只剩下几根勉强还可
应付，但是房子的大柱可见当年
那种夏屋渠渠。

大舅说到的许多老巷、庙
宇、古井，现在已经消失了，只有
名词幸存下来，比如老百姓营生
的地方如小井巷、杨家湾、同知
巷、铜匠街、花街，这些老百姓营
生的场所，曾经是市民卖小百
货、打铁、修锁配钥匙的地方。
安顺城多水井，很多是以井命
名，如大龙井、双眼井、牟家井、
马槽龙井、兴隆井等等；有的是
以大户人家姓氏取名，比如宋家
巷、保家巷、温家巷、樊家巷、顾
府街等等；有的以动物命名，比
如杀猪巷、杀羊巷、赶牛场、赶马
场；有的以庙命名，比如玄坛庙、
鞑子庙、二郎庙、五显庙等等。

发展新城，不忘老城，听到
我说起旧州建设修旧如旧的模
式，又说起安顺一
些路段恢复了老
地名，大舅说，这
是安顺城市文化
的挽救和回归。

习安河畔
宋兴平（国画）

三十年的“龙宫梦”
□枫林

家园
□草田八

贯城河畔“淘金族”
□罗基仁

戏剧之乡 秀冠黔中
□潘玉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