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总审团队专家、省文史馆
原副馆长史继忠：

坚守“实事求是”和“通俗易
懂”两大原则

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过程
中，史继忠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丛书总
述卷《贵阳史话》的主编。该书在编撰过程
中，历经4次篇目调整，最终确定以贵阳历
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支撑，用史话的形式综
述贵阳的历史发展进程，堪称一幅时间的
历史画卷。全书考据翔实，所叙所引皆有
史实依据、文献记载，体现了“历史性”和

“论从史出”的编纂特色。二是作为丛书总
审团队专家，和其他专家成员一道为丛书
提供保障，从规范性和系统性上进一步提
升丛书编撰质量。

分享会上，史继忠说，丛书的编撰坚守
两个重要原则：实事求是，通俗易懂。所谓
实事求是，即历史要以事实说话，有一分史
料说一分话，不能凭主观的想象与推测。
在史实准确基础上，史继忠认为丛书的预
期读者是普罗大众，故而创作的方向是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在他的理解中，“通俗
易懂，深入浅出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即
便是丛书地质卷的《山海沧桑》，因为学科
的原因有很多专业词汇，但书本身是从科
普读物的角度出发的。”史继忠说。

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
森：

贵阳是值得一生守望的地
方

“我从1991年来到贵阳，看了这套书之
后，才更加贴近深入地了解贵阳。”欧阳黔
森表示，丛书让他从更多角度了解了贵阳，
也让他更坚信，贵阳是值得一生守望的地
方。“在贵阳，我可以随时呼吸到令人清清
爽爽的空气。我与贵阳已血脉相连。”欧阳
黔森说。

作为丛书中的地质卷，《山海沧桑》一
书以贵阳独特的地质地貌及其沧桑变迁为
核心，凸显了贵阳贵安历史文化发展的独
特自然环境。该书通俗易懂，较好地实现
了科普性和专业性的平衡，还提炼出了适
合读者和游客的地学旅游路线，体现了让
读者“读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编撰特
色。

贵阳有着 8 亿多年的地质演化历史。
“在贵阳行走时，总是感觉到这块土地让我
非常梦幻。”欧阳黔森围绕《山海沧桑》分享
道：“我们也许在贵阳行走，一脚就踏足了3
亿年的光景，沧海桑田这个词都显得渺小，
但又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形
容这片土地的古老。”

贵阳自然资源丰富，磷矿、铝土矿等矿
产储量丰富且品质上乘，在全国范围内名
列前茅。这些宝贵的资源，为贵州经济的
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贵阳，是一
座绿色与红色交相辉映的城市。”欧阳黔森
表示，贵阳既有红色历史，又有绿色生态：

“在文旅融合中，文化是灵魂所在。只有将
文化与风景紧密结合，旅游才能拥有无限
的想象空间与动人的故事，才能吸引无数
游客前来探寻与体验。”

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局原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杨庆武：

丛书是贵阳人增强文
化自信的资源库

杨庆武表示，如今，淄博的
烧烤、哈尔滨的冰雪，乃至我
们身边的“村超”、“村BA”、路
边音乐会等新兴现象火爆出
圈，迅速吸引关注，实现了双向
奔赴，令人感慨万千。

在此背景下，纸媒、图
书等传统媒体形式对于
历史、传统及庄重严肃
的构成挖掘和专业精
神似乎被逐渐边缘
化。许多人认为新
业态才是时代进步的
标志和现代精神的体
现，甚至是新质生产力
的象征。“然而，这样的理
解并不全面。我在参与审读
新闻出版重点选题工作中发现，那
些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学术普及、民
族民间、人类学等内容的人文选题，
实际上为当今的时政和文旅项目文
化业态提供了重要依据，提升了理
念，赋予了话语权和实操技能，甚至为
创业设计提供了灵感。”杨庆武说。

杨庆武强调，应采取多媒
体运作、多渠道发力、阵容性规
模化的宣传推广方式，开发
丛书的周边产品和衍生品，
让丛书真正成为贵阳人获
取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资
源库，让纸质媒体放射出历
史传统的不朽光芒。

作家、编剧、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叶辛：

贵阳的独特魅力值得深入
挖掘

作家、编剧、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叶辛围绕《贵阳史话》展开发言，他以《贵阳
的昨天、今天、明天》为题，重点讲述了
贵阳的城市风貌、风范和风格，并
指出贵阳应该提炼出属于自己的
城市精神。

叶辛认为，贵阳作为一座
拥有 700 余年文化底蕴的城
市，其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关
键阶段都蕴含着独特的魅力，
值得被深入挖掘与明确界定。
对于初访贵阳的外地游客而言，
黔灵山公园与甲秀楼或许是他们眼
中最为显著的地标，但贵阳的丰富历史
与文化远不止于此。古街古巷遍布全城，
它们共同构成了贵阳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
特的城市风貌。在未来的城市历史文化发
掘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凸显贵阳作为一座
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的独特魅力。

谈及贵阳的民居特色，叶辛认为“精
舍”是特色。他建议，贵阳应对民国时期的
建筑进行精心保护与修复，如华家大院（今
大觉精舍），这不仅是贵阳人华之鸿家族的
私人佛堂，更是茅台酒厂前身之一“成义烧

房”的创始家族所在地，见证了贵阳乃至中
国酒文化的辉煌历史。

最后，叶辛为贵阳的文旅
发展提出建议。他认为，针对

短期游客，贵阳可以推出半
日游、一日游等多样化的
旅游路线，让游客在短时
间内充分领略贵阳的自然
风光与人文魅力。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省文史馆原馆长、省

文联原主席顾久：

丛书是给贵阳拍的第
一张彩色标准照

作为老贵阳人，顾久家族
几辈人都在贵阳从事教育事

业，祖父顾定基第一个在
贵阳开设高等数学课

程，开办过时敏小学；
父亲顾光中曾在南
明中学上学，后来到
了北京大学求学，
抗战后曾到贵州大
学任教，筹建过原贵

州工学院，后在贵阳
师院（现贵州师范大学）

工作；顾久本人在贵阳一中
读过书，山东大学毕业后，到贵
州师范大学工作十几年。

“贵阳是我们一家安身
立命的土壤，贵阳的教育是
我们全家成长和发展的根，

但贵阳教育的全局我知之甚
少，《甲秀昌明》这本书梳

理了贵阳的教育史，
给了我一个全面、

系统了解脚下
这片土地的机
会 。”分 享 会
上，顾久为《甲
秀昌明》一书
作点评。

该书作为丛
书的教育卷，以时

间为序，通过“专题＋
故事”形式，集中、真实、生动
地展现了六百年来贵阳教
育的勃兴、转型及发展历
程。

对于文化贵阳贵安建
设，顾久说：“在不同的环境

里面，文化呈现有所不同，如
果能增加自然生态和人文

生态，找出其中依旧
能够对今天的人

们 有 启 示 的 故
事 和 精 神 ，可
能会让今天的
人活得更有精
神，生命更加
丰满，回忆历史

其 实 是 让 今 天
以及后人们过得

更好。”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周必素：

《考古黔中》是贵州第一本
通史性考古类科普读物

作为《考古黔中》的主编，周必素把多
年来的考古第一手资料汇集到这本书中。

《考古黔中》立足贵阳贵安 70 年来的考古
调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研究成
果，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着眼考古遗
存的发现、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的文物
工作，全链条透物见人、透物见史，是对贵
阳贵安历史进行了一次考古学的观察。

周必素介绍，《考古黔中》通过微观的
剖析阐释呈现了贵阳贵安宏大的历史演进
图景，彰显了贵阳贵安的文化深度和历史
厚度，有一定的学术性基础，集知识性和
趣味性于一体，以考古遗存书写贵州历
史，可以说是贵阳贵安乃至贵州第一本通
史性考古类科普读物。

周必素说：“我们以考古随笔的形式描
写了考古工作中的花絮和感悟，通过这些
细碎的文字可以看见我们考古人在田野里
找寻的身影，拉近历史和现在的距离，使
得这本书更有温度。”

周必素认为，《考古黔中》是与古人的
一次对话，也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
次文化的共鸣，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
离，拉近了游客与贵阳的距离。

对于文化贵阳贵安建设，周必素认为：
“贵阳贵安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考古工作，
通过考古的手段挖掘发现更多的考古资
源，挖掘更多好的考古遗存来书写贵阳的
历史，增加贵阳文化、丰富文化资源、夯实
历史底蕴，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省作协原副主席、市文联原副
主席戴明贤：

文化不怕小、不怕短，就怕
没有特点

省作协原副主席、市文联原副主席戴
明贤通过视频的方式，围绕“贵阳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主题进行了分享。

戴明贤表示，科举以来，贵阳出了
6000 举人、700 进士，甚至还出了文武状
元，文化气息浓厚。

在艺术方面，戴明贤介绍了贵阳两位
大艺术家，一个是书法家萧娴，她家就住
在群新电影院后面的巷子，从小戴明贤对
她的大名耳熟能详。另外一个是谢孝思，
他是达德学校第一批一年级学生，也是黄
齐生先生最喜欢的弟子，对修复和保护苏
州园林做出巨大贡献。

戴明贤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走出去
的贵州人、贵阳人越来越多，发达地区的
某些文化单位都争要贵州贵阳的人才，这
还被称为“贵阳现象”。贵阳美术界也出
现一批拔尖的画家，如董克俊、尹光中、曹
琼德等，这些画家在北京名声响亮，这也
被称为“贵州现象”。

戴明贤说：“文化不怕小、不怕短，就
怕没有特点！”他以榕江“村超”火爆出圈
举例说：“我觉得就是要异军突起，要爆冷
门，剑走偏锋，不要朝大的方面去找，而是
要找我们独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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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分享会

嘉宾观点荟萃

12月23日，以“悦见贵阳 触摸文脉”为主

题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分享会在贵阳举行。

该丛书以史为基，以文铸魂，以系统为纲，沿着

时间的轴线回望，展现贵阳丰厚的历史文化。

截至目前，《贵阳史话》《山海沧桑》《考古黔中》

《甲秀昌明》四本书已率先面世，接下来，《心学

胜境》《金筑诗话》《贵士名贤》《多彩之风》《筑城

红韵》《六爽之城》等系列丛书将陆续推出，为读

者呈现一幅更加立体、多元、生动的贵阳历史文

化画卷。

分享会现场，与会嘉宾从历史脉络的梳理，

到文化精髓的提炼，再到地域特色的彰显，围绕

丛书内容展开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同时，也提出

对贵阳历史文化进一步挖掘与传承的看法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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