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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自信
瓮安，贵州黔南资源型城市，

磷、铝、煤储备丰富，其中磷

矿已探明储备量占全国三分之

一。资源开发与利用几乎成了

瓮安的支柱产业。而鲜有人知

的是，瓮安唐代置瓮水长官司，

建县至今已有 1300 年 -- 而贵

州省建省仅有 600 年。

历史悠久的瓮安，曾经人才

辈出。清代学者傅玉书著有戏

剧作品《鸳鸯镜传奇》，开黔

境戏剧创作之先河；编撰志书

《桑梓述闻》，为全国第一部

私家志书。又有史学家犹法贤

完成贵州史《黔史》。傅犹二

人被赞「黔人两大宗，皆瓮安

人也」。

1935 年 12 月下旬，红军长征

抵达乌江南岸。31 日下午至次

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

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

议。於是，千年古邑又被赋予

红色文化的精魂。

在如今浮躁的世界，瓮安却

开始寻根。随着猴场古邑的重

建，千年瓮安的集体或个体记

忆渐次激活，其文化的自觉和

自信，也开始变得可触可感。

香港文汇报记者 徐悦  

实习记者 蒙帮花 瓮安报道 ■重建中的猴場古邑。張文斌 攝

猶道明：宋代貴州第一個考取進士的讀

書人。勤奮好學，聞名鄉里。  

傅玉書：號竹莊，清乾隆年間人。先後

六次進京會試，都名落孫山，直到 48 歲

時才被選為江西安福知縣，兩年之後又「罷

歸」。仕途不順而文名遠播，曾著清代貴

州第一部戲曲《鴛鴦鏡傳奇》。才華橫溢，

潛心著述，繼承父親臨終遺願，編纂私家

縣志《桑梓述聞》10 卷，為全國第一部私

家志書，「實屬邑中數百年僅有一人」。

猶法賢：字必魯，號酉樵。清乾隆

二十七年中進士副榜，旋充鑲黃旗教習。

後任鎮遠縣學訓導、鎮遠府學教授，治學

嚴謹，以詩文、品行名世。與傅玉書開創

貴州乾隆年間古文之風，人稱貴州高原上

的兩大詩宗。著有《酉樵房山詩文集》六卷，

《黔史》四卷，《乾隆鎮遠府志》廿八卷。

冷少農：出生於農民家庭。6 歲接受私

塾教育。1912 年考入縣高等小學堂。1917

年秋，考入貴州省公立法政專科學校。在

校期間，「五四」運動爆發，參加了貴陽

學生運動聲援北平學生，抗議北洋軍閥統

治。1921 年，從法政專科學校畢業，先後

任《民意日報》編輯，貴州籌餉局紫雲、

開陽印花稅督催員等職。1925 年，全國革

命運動已形成，決心投身革命。1926 年 7

月，受黨組織派遣，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

1932 年 3 月，被叛徒出賣。5 月，被國民

黨反動派殺害於南京雨花台。1950 年，

貴州省人民政府追認冷少農為革命烈士，

1985 年 11 月貴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將冷少

農的故居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靖：苗族。1918 年生，1955 年畢業

於南京軍事學院政治系。1934年參加紅軍，

先後在「戰鬥劇社」( 二方面軍 )，從事

飛行鼓動工作，在「工農劇團」(四方面軍)

從事音樂、舞蹈工作，在「人民劇社」(中

央機關 ) 從事戲劇工作。建國後，在防空

軍、空軍學校和部隊，任政治部主任，並

從事科研與歷史撰寫工作。著有散文集《往

事情深》、《重走長征路》，傳記文學《賀

龍生平紀略》、《賀英》等作品 100 多篇。

瓮安名人小传

瓮安重建千年古邑

雙面大戲樓 或創吉尼斯紀錄

「窮人外面看，富人裡面看」，雙面

大戲樓由此而來。在猴場鎮，記者見到

了這個據說將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的大

戲樓。它的世界之最在於「最大的戲台，

最高的戲樓。」據瞭解，雙面大戲樓共

五層，其佔地面積為 2280 平方米，總建

築面積約 4698 平方米，總投資八千萬到

一億。其石材來自江西，木材則進口自

馬來西亞。記者在現場看到，戲樓為典

型的徽派建築，其木刻的圖案各不相同，

每一幅圖案都包含了一個小故事，個個

栩栩如生，可謂精雕細作。

事實上，窮人富人之分已是歷史的塵

煙。雙面大戲樓仿古之處只在於，雙面均

可看戲，外面較為大眾，而裡面較為奢華。

雙面大戲樓建成以後，除了具備演戲這

一基本功能外，還將作為展示瓮安文化

主要是戲曲文化的載體。於普通民眾而

言，大戲樓還將作為他們唱戲的新場所。

在瓮安，戲曲文化有較深的民間基礎。茶

餘飯後，常見的別樣景觀是：廣場的一邊，

老人咿咿呀呀唱戲；另一邊，年輕人懷

抱吉他唱流行歌曲。

之所以建雙面大戲樓，其文化內因可

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瓮安文化巨擘傅

玉書。傅玉書生於清乾隆初年，卒於嘉

慶十一年，是清代貴州著名的戲曲家、

學者和詩人。其有着述多種，卻大多散

落在戰火之中。

而傅玉書一生最為瓮安人知曉的故事，

乃是僅用 3 天寫就了《鴛鴦鏡傳奇》。

故事講述了明代左光斗和楊漣兩個著名

的忠臣賢士抵抗宦官魏忠賢的事跡，左

楊二人同年出生，同年中榜，又因同樣

罪名被捕，是為「鴛鴦鏡」。

據瞭解，雙面大戲樓將作為第二屆黔

南州旅遊發展大會的主會場，猴場鎮黨

委副書記江浩說：「必須在 9 月 24 號旅

發大會之前建成，我們工期非常緊。所以，

每天看的的景象都不一樣，很有意思。」

「偉大轉折的前夜」

猴場鎮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明

洪武年間即設有安撫司。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1 月，紅軍長征來到猴場，召開

了著名的「猴場會議」，通過了《中央政

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被黨史專家認為中央開始有了由被動轉

入主動的精神狀態，奠定了遵義會議的

軍事基礎，被周恩來稱為「偉大轉折的

前夜」。

而作為千年古邑區重要組成部分的猴

場會議陳列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已正式

對外開放，以圖片、文字、實物等形式

向世人展示了紅軍長征戰鬥的光輝歷程，

110 多位老紅軍為猴場會議會址及烏江大

橋碑林的題詞悉數收入館內，別有一番

文化韻味和歷史價值。

該陳列館位於猴場鎮猴場會議會址旁 ,

總用地面積 9147.5 平方米 , 基底面積

1484 平方米 , 總建築面積 2824 平方米 ,

建築物總高 10.05 米 , 總投資約 1600 萬

元。集紀念性、教育性和觀賞性於一體。

此外，瓮安將以猴場會議主動鏈接通

道會議、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四渡赤水，

打好革命老區的紅色文化牌，融入全國

紅色精品旅遊線路。並以猴場集鎮為重

點保護區，深挖當地商賈文化、土司文化、

人文文化及紅色文化。對全縣紅色革命

歷史文化資源進行了深入普查、搶救和

保護，並列入紅色資源資料數據庫。

自信的載體 投資的平台

「通過重建古鎮、修古建築群，找到

瓮安歷史的根、文化的根，提升我們的

文化自覺和自信。而瓮安的根就在猴場

草堂古邑區，修復好以後就是我們瓮安

的歷史，集體記憶的場所。」瓮安縣縣

長尹德俊向記者解釋重建古鎮的目的。

除了具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而外，候

場古鎮的重建，還將作為瓮安未來吸引

投資的主力。

據瞭解，在瓮安的規劃裡，猴場古鎮

的定位是休閒與旅遊一體，旅遊又集服務

與體驗一體。另外還將依托古鎮建設 19

平方公里的文化旅遊產業園，展示黔南建

築風格、苗族銀飾、水族馬尾繡、侗族

樂器等。同時以下司石林、新華老鷹洞

等多處旅遊景點為支撐 , 發展自然休閒

之旅、紅色文化之旅、歷史文化之旅等

專項旅遊,形成展示古邑文化、休閒度假、

旅遊觀光、產業配套等綜合服務功能。

此外，等到雙面大戲樓、古衙門、內

閣中書第、黔山第一進士樓、土司衙門、

湖廣會館、古客棧等七大古建築修復以

後，瓮安還將以古建築為依托，打造影

視基地，吸引劇組前來拍戲。

■楊定奎繪製的傅玉書像。  

瓮安完整保留着明朝土司宋欽的故居遺

址，該遺址已有 700 多年歷史，是瓮安縣

保留下來的元明時期唯一建築。

宋欽故居內部為穿斗式懸山青瓦頂木構

建築，由正房，右廂及龍門組成，四周都

為精緻的雕花門窗。據瓮安縣原文物管理

所所長黎星湖介紹，宋氏土司是我國現存

的、在貴州保留最完整的土司。

貴州土司起於元朝，當時貴州尚未建省，

屬於邊遠地區，民族情況複雜，經濟發展

滯後。黎星湖說：「宋欽的功績是比較大的。

他是當時貴州四大土司中唯一沒有反叛過

大一統的，是大一統制度最好的執行者。

他一直忠於統一，着力發展生產，帶動經

濟，為貴州最終成為完整的省奠定了很好

的基礎。」

宋欽其人，原世襲草塘平夷宣撫使。於

元朝宣正年間 (1341—1368) 從草塘遷居

順元城 ( 今貴陽 )，洪武四年 (1371)，授

懷遠將軍，世襲貴州宣撫使司同知，1372

年升貴州宣慰使司同知。明朝初期，貴州

宣慰司由原水西、水東兩大土司合併設置。

水東土司即為貴州宣慰同知宋欽。

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在邊遠少數

民族地區實施的一項政治統治制度，它源

於隋唐時期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羈縻政

策。土司制度是羈縻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從宋朝開始出現，元朝大範圍推行，清朝

中後期全面廢除。土司制度的創建，符合

當時各族社會發展的需要，既能代表中央

王朝的利益，又能代表各民族利益，是中

央王朝勢力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手

段，也是邊疆少數民族從分權割據過渡到

中央集權統一的橋樑。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來源於網絡）

土司宋钦 大一统的守护者

可触可感

「我是從遵義走出來的 , 遵

義是革命老區 , 遵義會議、長

征精神從小耳熟能詳……。」

在談到自己一手創建的雲南星

長征投資開發控股集團有限公

司名字的由來時 ,18 歲走出貴

州當兵來到雲南的陳慶忠 , 依

然用流利的遵義話向記者娓娓

道來。

陳慶忠是雲南省貴州商會

的會長兼黨委書記 , 該商會於

2007 年在昆明成立。目前已擁

有 500 多家會員企業 , 涉及 20

多個行業 , 據不完全統計 , 目

前在雲南就業的貴州人已超過

50 萬人。

在雲南打拼的數十萬貴州人

一直沒有忘記家鄉 , 目前在貴

州 9 個市州都有商會會員的投

資項目。「去年貴州籍雲南企

業家回鄉投資超過 200 億元。」

陳慶忠說。

從 2009 年開始 , 雲南省作為

我國面向東盟南亞的「橋頭堡」

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着 ,「橋頭堡」建

設拉近了世界與雲南的距離。陳慶忠說,

貴州緊鄰雲南 , 區位優勢明顯 , 應牢牢

抓住這一機遇。目前他的「星長征」企

業與泰國、老撾、緬甸、越南、印度等

國家都有貿易合作 , 而商會會員企業中

很大一部分就是做邊境貿易的。

雲南省商務廳副廳長龔雲尊說 : 近 3

年來 , 雲南省正在努力打造我國面向東

盟南亞的橋頭堡。雲南打造的「橋頭堡」

對貴州經濟建設有什麼意義呢 ? 在龔雲

尊看來 , 貴州雖不具沿海 , 但通川渝 ,

連兩廣 , 而「橋頭堡」建設是打通了內

陸省份通往海外的一條開放通道。通道

建設的加快發展 , 雲南和貴州兩省之間

的經濟交流也會有更大的機遇 , 尤其在

農產品、旅遊、礦產等方面的來往將更

加密切。

在雲南的貴州企業 , 已經強烈感受到

了這種機遇。短短的兩年時間 , 他們通

過整合資源 , 聯合在滇上千家黔商企業

在雲南投資近百個項目 ,協議投資 2000

多億元 , 已到位資金 600 多億元 , 其中

10 億元以上的產業項目就有 20 多個 ,

陳慶忠的「雲南星大通國際商貿物流信

息港」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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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云南「桥头堡」不仅是云南的「桥头

堡」, 也是全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桥

头堡」, 不仅是我们有合作借力发展外

贸的需要 , 云南方面也有与贵州合作寻

求优势互补实现共进双赢的愿望。贵州

比邻云南 , 没有口岸 , 更应该抓住这一

难得的机遇 , 加强与云南在对外经济贸

易中的互助协作 , 互补发展。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 陈庆忠说 :「下

一步在云南的贵州企业也愿意通过云南

大通道将贵州更多好产品推销到东南

亚、南亚去 , 架起贵州通往云南、通往

东南亚、南亚乃至世界的桥梁。」

（貴州日報記者　金艾、王奇、蘆曉

娟 )

借力「桥头堡」走向东南亚

■冷少農像。 ■紅色作家陳靖（左前）重訪瓮安黃木。 ■宋欽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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