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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文化

甲秀楼是贵阳市的地标性建筑，位于
南明河渔矶湾畔，取科甲挺秀、独占鳌头之
意，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自贵阳建城以来，甲秀楼景区一带就
有名胜古迹50余处和景观数十处，由此形
成了贵阳城南胜迹……”在听了讲解员的
解说后，媒体大V纷纷在“城南胜迹”的石
牌坊下拍照打卡。来自山东的大V“大玩
家子辰”早在12年前就到过贵阳，但是当
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原来甲秀楼还有精美的
石狮子和中国著名的三大长联之一。

“大玩家子辰”说：“今天的行程让我重
新认识了贵阳这座城市，我将以短视频的
方式告诉我的粉丝有关贵阳的地标、潮流、
美食，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

老贵阳城有“九门四阁”，媒体大V一
行走过的曹状元街区就属于“九门四阁”之
一的大南门核心区域，也是构建“一河一道
两片”城市文脉体系中“一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城市更新的推动下，街区围绕“文
创一条街”的定位，植入历史文化元素，结
合贵州唯一武状元曹维城的人物IP，以历
史文化串连整条街区。

状元雅集是整个街区的文化承载空
间，上下两层共454平方米，由9个展厅组
成，包含贵阳书院文化、武状元曹维城生
平、曹氏家族、护国运动等介绍及文创产品
等。

老东门古色古香，与月城上的文昌阁
守望着贵阳城。文昌阁是尚存的“四阁”之
一，老东门也是修复尚存的“九门”之一。
站在城墙上，媒体大V凭栏远眺，看着车水
马龙的城市，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贵阳本土博主，“国风小姐
儿”主创人卢彦竹说，在贵阳生活十年了，
都不知道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竟然蕴
藏着这么多历史故事。尤其是“九门四阁”
的历史故事，让她找到了新的创作题材。

媒体大 V 来到新印 1950 文化创意街
区。该街区原为贵州新华印刷厂，始建于
1950年，曾经是贵州省以书刊印刷为主的
国有大型印刷企业及书刊印刷的主要基
地，199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审定为国家
级书刊定点印刷企业。2020年，经批复同
意在新印厂老厂区打造文化创意街区。街
区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结构元素和建筑风
貌，增加公共空间，补齐功能配套。如今，
老厂房成为集现代功能、空间、环境于一体
的文化创意园。新印1950融合商业文化、
旅游艺术等业态，创新打造新华印刷体验
馆，推出定制版新华书店和共享自习室，引
进丰富的文化场景，让市民游客深刻体验
贵阳这座城市的厚重文化。

触摸民族文化

在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蜡染、印
染、纸扎染、枫香染、刺绣等丰富的民族传
统技艺物件，让媒体大 V 一行目不暇接。
来自云南昆明的古风文旅博主安小贝与其
搭档边走边拍，兴致盎然。

作为集合民族传统技艺的展示与体验
中心，手上记忆博物馆集博物馆展厅、口述
历史纪录片放映区、稻田书屋、市级专家工
作站、非遗手工体验区、古籍修复室、星空
客厅、记忆访谈室、文创商店、蓝花餐厅、蓝
花文宿等空间于一体，兼具国际文化交流、
非遗手艺人交流、学术讲座等功能。

安小贝说，她一直以来就对民族文化
感兴趣，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打卡了不少富
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景区景点。她感慨，在
贵阳，民族文化不仅得以完好保存，还被传
承得如此鲜活。

在多彩贵州城，媒体大V品尝了地道
的贵州美食，参观了丰富的文化展览。面
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媒体大V纷纷表
示：“不愧为多彩贵州。”一位媒体大V赞叹
道：“这里浓缩了贵州的精华，随着多彩贵
州城的不断发展壮大，它将成为贵州文化
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多彩贵州城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核心服务区，是大多数游客到贵州的“第一
站”和离开贵州的“最后一站”。据统计，7
月份重新开街以来，多彩贵州城累计吸引
游客约50万人次。

感悟阳明文化

22 日一早，小雨淅淅，媒体大 V 一行
踏上了阳明文化之旅。

中国阳明文化园位于修文县阳明洞街
道阳明村，2016年10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国家4A级景区，包括“知行合一”广场、
阳明先生铜像、王阳明纪念馆、“衡南云轩”
商业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立足打造“高
效生态经济之城、阳明文化体验之都、健康
养生休闲之地、自然生态魅力之乡”，集旅
游、文化、休闲、研学、度假及地产开发于一
体，是贵州省重点打造的“十大文化产业项
目”之一。

位于修文县城南的玩易窝，为一天然
洞穴，洞高3米，宽4米，深40米。明正德
三年（1508）春三月，王阳明因上疏得罪宦
官被贬谪至龙场驿（今修文县城）任驿丞。
因驿站破败，草庵无法遮风避雨等原因，他
与仆人移居城南小孤山地下溶洞，因其在
洞中把玩《易经》，故将洞命名为“玩易窝”，
并作《玩易窝记》。王阳明在玩易窝悟出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
物者误也”，从此确立“心即理”的立场，史
称“龙场悟道”，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

的大事件。
离玩易窝一河之隔便是修文阳明书

院，书院于2023年1月6日揭牌，占地面积
6600 平方米，房舍建筑面积4200 平方米。
总体规划建设内容为主院、别院、书舫、停
车场等，目前已完成主院建设。书院以“知
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宗旨，以“立志、勤学、
改过、责善”为院训，既秉承传统书院的传
道、习礼、藏书、著述功能，又将论坛、研学、
游学、文旅、文创等现代元素融合，着力打
造阳明文化品牌。

“今天一路小雨，走进阳明洞真的有天
寒地冻的感觉，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联想到
王阳明先生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仍能
放下一切杂念，在‘空乏其身’后追求心灵
和思想上的更深层次领悟。这份坚韧令人
肃然起敬，同时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庄严
与神圣。”“肖育文视界”的工作人员刘思雨
深感此行不仅是一场身体上的跋涉，更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与升华。

了解红色文化

22日，媒体大V一行走访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
战纪念馆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园林路贵阳森
林公园内，占地 2500 平方米，2022 年 1 月
12 日面向公众开放，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展厅分为“烽火仁心 人道光辉”“救死
扶伤 博爱恤兵”“功勋卓著 奉献永续”三
个部分，陈列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
战救护工作有关的实物、图片、资料等，在
声、光、电的辅助下，生动展示了救护总队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作出的贡献。

图云关是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
一，地势险要，是出黔通湘桂之咽喉，被称
为“黔南首关”。1939 年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总队迁驻图云关，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
胜利撤离，6年间，图云关是全国红十字救
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向
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医护人员和医用物
资。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全称国民革命军第
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其旧址坐落于云
岩区贵山街与民生路交叉口西北 40 米
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抗日战争时期是
中共中央在贵阳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是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贵阳设立的一面公开旗
帜。

在了解了贵阳的红色历史文化之后，
卢彦竹表示，一路下来感觉好像补了一课，
让她对贵阳这座城市有了全新的认识。她
说，贵阳不仅仅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更
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底蕴和深厚红色文化

积淀的英雄之城。

走近群众文化

贵阳路边音乐会是继“村BA”“村超”
后，贵州又一群众文化盛宴。一年多来，“路
边音乐会”以其无围墙、零门票、群众性的特
点“圈粉”无数，在贵阳各县（区）的城市地标
流行起来。从普通人到歌唱家、从小合唱到
交响乐……贵阳路边音乐会因形式更多
样、参与更广泛、主题更多元而出新出彩。
2023年，贵阳各区（市、县）共举办路边音乐
会102场，现场参与者达34万余人次。

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其独特的魅力、丰
富的内容和高度的互动性，赢得了媒体大
V的点赞。他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还能
有机会再次参加这样的音乐盛会，感受音
乐的魅力和贵阳的城市文化。

来自重庆的网络博主“雾都陈sir”说：
“贵阳是一个多民族风情浓厚、美食众多的
城市。同时，它的人文底蕴也极为深厚，值
得深度旅游。

来自成都的网络博主“李小薇不是V”
感叹道：“两天的贵阳之行，各有各的味
道。贵阳不仅有热闹的一面，还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以后有机会，我还
想再来好好感受一下。”

12月21日启动的“探寻历史风貌·追溯筑城底片”——媒体大V贵

阳贵安采风行活动，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40多家主流媒体代表与众多

网络大V参加。在连续两天的采风活动中，媒体记者和网络大V们聚

焦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红色文化、群众文化，用镜头捕捉精

彩瞬间，用声音传播贵阳故事，用文字深挖城市底蕴，全方位、多角度

展现贵阳贵安的“六爽”魅力。

活动中，媒体大V踏足甲秀楼、文昌阁、曹状元街等历史地标，探

访修文阳明文化园、龙冈书院、玩易窝等文化胜地。此外，他们还参观

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

纪念馆等重要历史遗迹，深入挖掘贵阳贵安的文化底蕴，向大众展示
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贵阳贵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舒锐/文
杨才江 梁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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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阁城墙参观在文昌阁城墙参观。。

在手上记忆博物馆聆听解说在手上记忆博物馆聆听解说。。

参观阳明文化园参观阳明文化园。。

参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参观阳明洞参观阳明洞。。

在阳明书院参观在阳明书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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