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开始，主动或非主动的包容，就成了注入贵州地域文化基因中的特

质。经历时光打磨。这一特质迄今未变。并渗透进日常生活。表现在人的下意

识行为中。贵州人一点不排外!许多外省朋友到贵州。都感到超乎想象。

通道上的合唱
口文／唐福敬

▲贵阳市扶风山下阳明祠的王阳明石像。在贵州悟道托起中国儒学最后一座高峰的王阳明

已经成为贵州特殊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DDGZ图库供图

中国南极中山站站区的10个储

油罐．每个都有一张中国面孔。那是喷

绘在椭圆形断面上的京剧脸谱。第一

眼看到这些脸谱，让人首先联想到的

是贵州城市里至今犹存的会馆。

中山站油罐上的脸谱见证着来自

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在南极携手献演的

一曲中国合唱。

同样汇聚着不同地域文化面孔、

并融入贵州这个共同舞台的会馆，以

及如棋子般散落于群山间、具有不同

时代特征的汉族村镇，见证的，则是贵

州作为一个地理通道的千年合唱。

说贵州是“通道”，打开地图就明

白：这个古籍上所称的“西南奥区”，恰

处西南中心位置。历代以来，周边各省

彼此或向外的“交通”，必经贵州。

南来北往、东进西去的人流，把贵

州作为他们歇脚打尖的驿站，甚或干

脆就停下脚步，撒下生命之种。在这群

山拱护的“避难所”里，他们本来毫不

相干的地域文化生根发芽，学会彼此

靠拢、交融，逐渐共育出一种新的贵州

地域文化。

这种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贵州各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高

原上代代相传，因为崇山阻隔。形成了

“十里不同”的缤纷的“文化千岛”现象。

贵州的通道地位随着贵州的被发

现而日益凸显．尤其每当有国家战略

之需时。

再有6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

年。贵州成为一个独立行省，并非地域文

化因素的自然演进和聚集，而正是贵州

的通道意义在战时状态下凸显的结果。

为征讨元蒙残余势力，明王朝“开

一线以通云南”，屯兵贵州，沿驿道先后

设立20余卫。大量汉族军民涌入，江

南各省的文化相应得以在贵州流布。

军事的通道最终成了文化的通道。

有别于海南、重庆是一个亚文化

版块的整体“独立”．贵州由当时的四

川I、湖广、云南等省各划一块“拼”成。

“介楚之区其民夸，介蜀之区其民果．

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

1743年．贵州布政使爱必达曾如是描

述贵州各组成部分人群特性的差异及

其与原母体文化的同一性。

近600年一晃而过．这种状况并

未根本改变。贵州四面八方的人们，依

然坚持说着四川I味、湖南味、云南味、

广西味很浓的贵州话．川I剧原本就是

黔北的本土文化。

从一个角度看，这导致了贵州主

体文化缺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令

贵州文化色彩倍添。这在中国各省几

乎独一无二。

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新贵州

人”，尽可能保留着故土的文化传统，

至数十代而不竭。同乡会馆是他们的

精神家园，四川会馆、江西会馆、湖广

会馆几乎遍及全省。又名“天后宫”的

福建会馆今天在镇远、丹寨、黄平和赤

水仍然可见。

与民族文化的“千岛”风情如出一

辙．不同时代的移民对该时代文化传

统的固守．与地理、体制性因素相结

合，形成了贵州汉族中一些特殊的人

群。犹如走进一座历史大观园，你可以

在贵州清晰地看到其他地方难见的汉

民族成长历程。

到了明中叶．通道，为贵州带来第

一次儒家文化的传播高峰。

贵阳市区以北40公里修文县的

龙冈山，一个山洞入口处，彝族土司安

贵荣近500年前的题字记录着对这一

文化事件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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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弯道——晴隆24道拐。DDGZ图库供图

其时．兵部主事王阳明得罪权贵，

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他在龙场苦学

勘思。终于顿悟：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程朱理学相较。自己找到了更易为人

接受的哲学路径。

他把“天理”与“良心”相联系，萌

发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的理论及

“致良知”学说．进而创立了一个庞大

的哲学体系，影响深远。龙冈山旁阳明

书院的寒家子弟，彝、苗学子，成为“黔

中王学”的第一批传人。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有入

▲贵阳阳明祠一角。

感叹：“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

式的哲学家的名单缩小到最低限

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的名

字。”

3年后．王阳明离开贵卅、f。25

年后，一位到贵州履新的官员听

见贵阳大街小巷“歌声蔼蔼如越

音”，不由感叹“龙场王夫子之遗

化”!

近500年来，修文阳明

洞——王学的起点和圣地，吸引

着海内外无数学者前来寻找洞穴

学之外更诱人的答案，此洞因此被

称为贵州最幸运的山洞。

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带着先进

的文化和生产技术，顺通道而来，使

得自晚明始，贵州文化渐趋昌明。

清朝中期。山东半岛的柞蚕

养殖、缫丝技术落户遵义，经济发

展推动了文化异峰突起。遵义市区东

郊40余公里的小村庄——沙滩，一时

散放夺目之光。

在幅员不过10里的茂林修竹间，

一代代学子渔樵耕读，先后走出几十

位文人学者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他

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

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

学、医学，且都有颇高造诣。

这个群体里有清代成就最高的诗

人郑珍。梁启超一语况之：“清诗三百

年，王气在夜郎。”郑珍与莫友芝编纂

DDGZ图库供图

的《遵义府志》，梁同样誉为“天下府志

第一”。

这个群体里的黎庶昌成为中国首

批向欧洲派出的外交官和首任驻日公

使。汇集他欧洲10国见闻的《西洋杂

志》，传递了西方文明的生动信息。他在

日本重金搜集国内失传的古籍刊刻《古

逸丛书》，为保存祖国文化用心良苦。

明清两代，贵州共结出“六千举

人、七百进士”的硕果；继清康熙朝出

了一位武状元后，又以光绪朝一下高

中两位文状元而达致高潮。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学府、文化机

构和学人西迁，留驻贵州，贵州文化再

次得以其通道之利迎来新一轮大启蒙。

贵州道上，穆旦——中国现代诗

歌第一人，与这块土地和她的人民亲

近、有了感情，写下名作《赞美》。

桐梓县城，几个院落容纳了世界军

事教育史上罕见的学校——大山中的海

军学校。福泉山上，道家大师张三丰的修

炼场成了交通大学两个学院的图书馆。

遵义和湄潭犹如战时大学城。

1945年，英国学者李约瑟记载：“在重

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

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

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

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

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

景。在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

建功、苏步青教授，世界第一流的原子

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

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

风雨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

彰。学不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

他年，他年勿相忘。”浙江大学教育系将

其与贵州的文化渊源写入系歌。

新中国成立后，大军南下、三线建

设等几次大的军事、战略举措又掀移

民浪潮．贵州各地响起了更多新鲜的

南腔北调。

行走贵州，无论是游览阳明洞、阳

明祠，还是漫步遵义以当年浙大校长

竺可桢名字命名的可桢桥，参观湄潭

的浙大西迁陈列馆，探访儒、释、道及

天主、基督诸教和谐共处的青岩小镇，

或者瞻仰一座远离大海的妈祖庙，都

能触摸到她敞开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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