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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只有美酒才能给人以醉意，而当你驻足凯里这座朴素的山城时
就不由得发现，这民风淳朴的小城如同清香的米酒般让你迷失在它的怀里。

秋后的凯里开始有了冬的气息，绵绵的小雨淅淅沥沥，给这座小城增添
了神秘的气息，如同来到了奇幻的神秘异域，尖顶翘角，阁楼栏靠，造型独特
别致，极具民族风情。清水江依城流淌，两岸红叶绿草遍布，房屋多依山而
建，街道巷子就势延展，金井小河时现时隐，洗马河畔人流纷繁。老街依然热
闹，水沟边民居还是民族式样，古朴的街道在人家屋檐下延伸，穿屋过院，一
家家苗侗服饰、银饰店铺在这里代代承传，匠人手中錾锤叮叮，铺子摊面银珮
当当，清脆的声响把凯里带回了往日时光，让人不禁惊叹在这偏僻的西南边
陲，竟也有商贾和手艺人聚集的寻梦工场。

凯里民族风情无处不在，这里的房子特点突出，苗风侗韵。凯里山城的
街道四处延展，东西南北都有路通往城中心——大十字。在山区小城能有
一个中正的大十字实属难得，一座由四支牛角撑起一个银项圈，四周围着巨
型芦笙的城市雕塑承载了凯里几代人的记忆，如今已在城市建设的发展潮
流中怯怯的退出人们视野。“市中心”代替了“大十字”，牛角银项圈也被中
正平直的十字路替换了。这里是凯里的黄金地段，整日人流如织，身着现
代服饰和民族盛装的人们和谐共处，毫不突兀，商场铺面鳞次栉比，货品琳
琅满目，来自香港的珠宝黄金和产自本土的苗族银饰相得益彰，互不干
涉。北京东、西路和韶山南、北路由此向四方延伸形成了凯里的东西南北
四大主街，主街两侧又有牛场坝、拱桥巷、红梅街等数十条街巷向四周延展
开去，连向一个个或新或旧的居民小区。

悠闲地行走在凯里，穿行街巷或驻足店铺，总能被独特的铺面装潢所吸
引，那些店铺仿佛就是一座座原生的苗侗民居。苗族的吊脚楼风格和侗族的
风雨桥鼓楼巧妙融合，精致而华贵。本地小叶楠木、白蜡树和外来的法国梧
桐、银杏树伫立在主街巷道两侧，在这秋冬交织的季节里变幻出绚丽的颜色，
韶山路和凯丰路上的桂花正弥漫出浓烈的花香，金井河畔的樱花树在这个秋
冬交汇的时节用它的叶子再来一次浓烈的红色展现，国庆过后的最后一茬瘦
月季在清风中摇曳不止。

杀人坳的牛市场，风情园的草药街，东门街的针头线脑，老猫洞的挑担菜
市……凯里到处充满着人情味，却又与现代化商业气氛毫不冲突。你卖你的
知名品牌高大上，我销我的本地特产民族风。你可以去大商场里精挑细选高
端品牌，也可以到小铺子去淘一款自己喜欢的民族服饰，太阳部 落亻革 家人
精巧的蜡染工艺，侗族嘎佬酿造的土罐米酒，苗家人制作的节日盛装，街面成
了民族商品博览会，你光看不买就会非常满足。要是你还想到跳蚤市场去拣
个漏，尽可到西门街来寻找你要的旧书或者老物件，漫无目的地游走，悠闲的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街道边，挑担卖菜的苗族妇女们同顾客讨价还价，一桩桩生意就在她们
机智的应对中谈成了。在万博广场风雨亭边，有身穿民族服装和汉族便装的
人们，或三五成群，玩着纸牌游戏，或两两结伴，围绕嵌了鹅卵石的步道遛弯
儿，也有独坐在亭子靠栏的落单者，对着栏外若有所思。在朴素的环境里，人
的心境顿时变得平淡而闲适。侧目临街围栏的小区院落，你还可以欣赏院内
各色花卉林木，霎时就有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感慨。

走在老街那一条条由鹅卵石铺设的幽深小巷，那些苗侗风格的老屋新居，
让人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某片集市，这里是凯里民族工艺品的重要交易中
心，苗族、侗族和亻革 家人的民族工艺品有序摆放在一个个小巧的店铺和摊子中，整片街区充满了
一种民族大融合的和谐气氛。尽管老街到处都是小店铺，赶集的人们都是步态悠闲，说话轻言细
语，各色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来互答，恍若进到了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博物馆，心情不由自主地
松弛下来，感到不期而遇的欢愉。漫步老街，民族风的坚守和现代派的突进交织辉映，冲击着人
们的感官，如同走进一个地域互换的天地，令人在快节奏的烦躁中收获安然，享受一段悠闲时光。

凯里最出名的不是民族饰品，而是人们赞不绝口的酸汤美食。凯里人有客来访，是一定会带着客
人去吃一回酸汤菜的，热闹非凡的酸汤菜馆，早已经演绎出了各色酸汤菜系。去中博步行街大饱一顿
酸辣烫，到快活林去搓一餐酸汤鱼，去苗阿哥整一大锅红酸牛肉，去盘古寨听苗族姑娘为你唱一轮敬
酒歌，去侗嘎佬欣赏侗家小伙们给你弹一曲牛腿琴，这样你就算到凯里了。“吃酸”在凯里以一种文化
的形式存在，“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吃酸”早已成了凯里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老猫洞是凯里的一个蔬菜集散地，街道以苗都客车站为起点，连接着西门口、二商场一直
到电厂新村，这条宽不过四、五米的小街，中间过车，两边是摆摊的菜市，每天早上，这里都会成
为整个凯里最热闹的地方，凯里人赶菜市讲究趁早，去晚了蔬菜就被二道菜贩子收罗完了。天
微微亮，街上已经车水马龙，热闹得不得了。和卖菜妇女讨价还价的退休老头依然中气十足；
碰到了熟人的老太太家长里短聊个没完；肉摊前满身油渍的屠户，把肉案板震得梆梆作响；修
鸡抹鸭的活禽摊，顾客对着师傅嚷嚷着鸭毛没扯干净……来到这条菜市街，仿若置身于千声齐
鸣的交响大厅和百味杂陈的多味斋。

在凯里，牛场坝和隧道口夜市是夜晚最具吸引力的两条街。特别是牛场坝的夜市摊铺
尤其多，食客往来如织，街上撑起的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大伞隔断出一个个烧烤摊位，到底有
多少家你是数不过来的，一个连着一个，整条街全是烧烤摊。这里的夜市据街而设，店家热
情好客，食客相谈甚欢，酒瓶的碰撞，锅瓢的嗑敲，各种频率的声音交织在夜市空间里，嘈
杂而不失动听，似乎凯里的脉搏就该是这样富有生命激情的跳动。色彩艳丽的招牌在次第
相连的摊点铺面前相当醒目，摊店名字也颇有些奇巧特别，像“留一手烤鱼”“香格里拉豆
腐皮”“赫章溜烙锅”“山城洋芋粑”“眼镜猪小弟”什么的，老字号和新品牌同场竞技，大众
化中透着民族风，尽显随意二字，令夜晚的凯里洋溢出一派人间烟火的市井氛围。

凯里是慢节奏生活的圣地，尤其在夜晚更让你流连忘返。灯饰光带是凯里夜晚耀眼的风
景。一座座苗侗造型的民族风格建筑，奇巧、精致；民族体育场 600 米的风雨长廊，在夜色中被
灯光勾勒得风情曼妙；万博广场游人摩肩接踵；苗侗风情园参差错落的吊脚楼上高悬的大红灯
笼，在花木簇拥中又见霓虹闪烁，民族风与现代的气息渗透在凯里的夜色里。

凯里的夜晚是被延展了的时光，仰阿莎广场边的民族文化街在夜色中透出些许神秘，傍晚
时分，这些别致的门店外一串串红红的灯笼次第亮起，悬在过往行人的头顶轻轻晃荡。暮色渐
浓，街面灯火缭绕，空气中飘来阵阵米酒清香，苗香侗味在这条街恣意刺激着你的味蕾。岔进
旁边新开放的东湖公园，看湖面倒映出楼房的迷人镜像，饭馆里的侗族大歌从远处传来，伴着
夜晚的清风拂面，恍如梦境。随着又一阵苗家姑娘悠扬、清脆的敬酒歌声响起，一派浓烈的民
族风情在夜色中弥漫在广袤的空间。这是一种久违的清新，干净和真实让人为之一振，敲动着
心灵深处的那一份宁静。

凯里，它传统而又现代、特色而又通俗、热情而又沉静。在旅游经济还未热推之前，一本《杉
乡文学》吟唱着苗岭侗乡的神秘，没有网络的时代，很少有人知道“凯里”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一
夜之间，旅游经济的热潮便把凯里推上了世人目光聚焦的高地，“神秘之州”“歌舞之州”“森林之
州”“人类返璞归真的心灵栖息地”，一个个靓丽的名号冠向黔东南这片神秘的热土，作为一州首
府的凯里在世界面前闪亮登场，“全国文明城市”“优秀旅游城市”“智慧城市”成了凯里的新头衔，
下司古镇码头开始热闹，一拨一拨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在吊脚楼的美人靠上悠闲侃侃，到清水
江风雨桥上摄影留念……凯里，收获了旅游经济的红利，也迎来了自己和世界对话的最佳时机。

来凯里吧！正月十八到甘囊香赴一场芦笙会，三月到钉耙山过一场闹春节，五月到巴拉河
来一次清凉游或是去下司看赛龙舟，六月十九到香炉山登高望远，七月十五到大钟村开田吃
新，到了冬季，你选准头一个卯日去南花村感受苗年的盛大场面……热情奔放的气氛一年四季
在凯里恣意播撒，你的心情会不由得自由流淌开来。

耳边又响起“太阳鼓”，走过了火热的“黔东南的七月”后就该作好“醉苗乡”的心理准备
了！“远方的朋友，欢迎来我家乡，我们热情欢迎你……”“我在贵州等你”，等你们来凯里相遇，
等待如此美丽！

凯里依然悠闲，时光如此柔软！寻梦的人们啊，一定要到凯里来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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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旅游+文化”深度融合，深挖贵州

多彩文化独特内涵和时代价值，黎平县创新

探索文艺精品与旅游产品深度融合路径，丰

富景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让游客在

景区感受浓郁的文化氛围。

近段时间以来，黎平县侗族文化有限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利用一周的时间，

分别在黎平县肇兴景区、三穗县贵洞开展 2021

多彩贵州景区（景点）驻场文艺演出活动。

演出内容丰富多彩，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侗族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

歌、侗族传统舞蹈《芦笙舞》、侗族民俗展示“丢

饭卣”、瑶族武术等传统民族节目，也有结合时

代主题编排的小品、琵琶弹唱、歌舞。如，小品

《乡村振兴》、琵琶弹唱《疫情防控》、歌舞《不忘

初心》等节目。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

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

是我唯一的倾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

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歌舞节目《不忘

初心》，诠释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奋进历程。

“哎！我来！我来！手机是我们的新农

具 ，粉 丝 是 我 们 的 新 收 益 ，靠 着 直 播 创 奇

迹！……”小品《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演出，

道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政策风口，激发了

广大党员群众、年轻人、能人、大学生等返乡

创业，投入乡村振兴干事创业的激情。

每到一处，这些精品文化节目一出场，便赢

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尤其是让游客参与

的侗族民俗展示“丢饭卣”，通过丢饭卣、打花脸

体验，让游客深刻体会侗族青年男女对歌、恋

爱、婚俗的过程，让游客流连忘返。歌声、笑声、

掌声让疫情影响下的景区再次充满生机，充满

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我一个人来肇兴旅游，因疫情影响，肇兴

的游客很少，这恰好给我一个让心灵放松的机

会，刚好遇见你们，你们的节目太精彩了，演员

状态也非常好，通过这场演出让我对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民族服饰、民族习俗又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我要关注你们的公众号，以后会继续关注

你们的动态，也希望今后能有合作的机会。”在

肇兴景区，来自佛山的游客廖女士说。据悉，演

出现场还同步进行农特产品直播带货。

据了解，2021 年 7 月，黎平县侗族文化有限

公司接到上级关于多彩贵州景区（景点）驻场

文艺演出工作指派后，具体负责黎平县肇兴侗

寨、三穗县贵洞两个景区的文艺演出，8 月开始

节目策划和对接工作，活动共投入 35 人，已完

成演出 20 场次，得到景区游客、景区群众的一

致好评。

“通过进入景区开展驻场文艺演出活动，

把文化注入景区，既能利用旅游壮大文化产

业，又能强化旅游中的文化体验和产业属性，

不仅给游客们带来文化盛宴，同时对全省的旅

游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黎平县侗

族大歌艺术团团长钟声丽介绍，公司文艺工作

者们将以更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

貌，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坚定文

化自信，助推全县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黎平县黎平县黎平县：：：驻场文艺演出驻场文艺演出驻场文艺演出 赋能文旅融合赋能文旅融合赋能文旅融合
○ 通讯员 姚进忠 杨鑫竹 摄影报道

一千米的距离，丈量着山的弯度，再一千

米的距离，衡量着峡谷之险奇。

车子穿行在通往黑冲的山道间，道路弯曲，

树荫成林，黑冲人民就生活在这山间狭长的平

地上，让人以为这就是黑冲的天——两边的山

如高墙，把天空框在这狭长地带。然而，让人震

惊的是黑冲别有洞天的喀斯特自然景观。

黑冲是施秉县白垛乡白垛村的一个自然

寨，位于施秉县城北部 15 公里处的群山环抱之

中。很多人听闻黑冲，多是因为蒙在它身上的

红色文化，这里不仅有施秉“红六军团黑冲战

斗遗址”，还有先辈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

1934 年 9 月 30 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

红六军团从台江县搭浮桥进入施秉，遭到湘桂

黔国民党二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同年 10 月 11

日，在黑冲经过浴血奋战，冲出包围圈。

除了这层红色文化，这里更有一片让人叹

为 观 止 的 自 然 奇 景—— 黑 冲 喀 斯 特 自 然 景

观。穿过寨子，拨开一层层厚而密的枝叶灌

木，一片仿佛出自鬼斧神工下的山谷奇景赫然

出现，把黑冲衬托成悬崖边上的村寨，站在高

处俯瞰，渺小的村寨就像被托举在悬崖峭壁一

侧。壮美的山川，林立的群峰，让人视野开

阔。因黑冲位于地壳运动的断层边缘，强烈的

地质运动将地表切割成了峡谷、峰丛、窄巷、卡

门、绝壁、冲坑、涤潭等壮丽奇景，构成了千山

万壑的岩溶地貌。

在黑冲，当地人自古崇拜自然，存在“万物

有灵”的图腾崇拜原始信念，同时，他们认为日

月山川、古树草木、异石、桥梁、水井等皆为

神。这里的山石，有的参天耸立如“一柱擎

天”，有的像驼峰相连，有的如凤凰啼鸣，有的

如一把斩刀……皆奇形怪状。走在那些石峰

峭壁上，甚至要穿树而过，一棵棵百年刺叶栎

生长在必经的大石上，粗大的树干向四周伸

展，使人不得不从树中间穿行，仿佛在这奇峰

异石上又生长着一片美丽的森林，不仅风景奇

幻、优美，自然生态良好，峭壁上到处遗落着飞

猫的粪便，一团团黑色颗粒如珍珠一般，呈现

出动物与植物和谐共处的景观。

如果说群峰是黑冲的守卫，那么阳光便是

照亮黑冲的灯盏。在黑冲村寨的各边角，无论

站在哪块峰石上，都是欣赏日出和日落的绝佳

景点。早晨的云海和阳光，下午的落日和晚

霞，都是黑冲梦幻般的美景，在落日余晖的映

衬下，群峰和峡谷挺立出各种姿态，纷纷幻化

成奇形怪状的剪影，由近及远，从蓝黑变成灰

蓝，越远越淡，最后与远处的天空相连，又由淡

淡的灰蓝渐变成乳黄色、乳白色，仿佛在调色

板上进行了一次晕染。当云层彻底吞没了落

日，天也就很快黑了下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

客，为观一场落日，不惜踏上奔波的旅途。

赏完黑冲的自然景观还不够，黑冲的农家

民宿遍布村寨，村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

势，在新农村建设大潮下，纷纷改进自家的小

屋。黑冲以汉民族为主，家家户户都是盖的厢

房，都有自己的院坝，院坝外围几乎都种着花

草树木，使得每一栋房屋都如精致的农家别

墅，既干净，又美观，正适合想要感受乡村生

活，同时又能领略大自然奇景的游客。

施秉县黑冲：被悬崖托起的村寨
○ 文/王艺伟 图/姚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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