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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每一次来到镇远古城，都会发现新的
美丽。印象镇远正如余秋雨笔下的“用美
丽回答一切”一样。镇远古城的美感在于
它厚重的历史文化，表达出来的是宁静和
古韵。当文化多彩与美丽生存深度融合
时，千年的镇远古城将会遇见诗和远方。

季节，让时光演绎成文化苦旅的梦，一
觉醒来，我便来到了充满幸福和快乐的美
妙地方。如何定义镇远，学术界的专家学
者们有了更高的历史考量。镇远县城，是
一座深藏苗岭——武陵山脉结合部群峰之
间的神奇古城；是一块战旗掩映下金戈铁
马的临江玉垒。这些表述在复兴巷里的
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结庐古城下，
时圣古城上。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

“古巷戟门谁旧宅，早曾闻说属官家。更
无新燕来巢屋，惟有闲人去看花。”

镇远古城一城分府卫。站在卫城崖上
放眼过去，对面是位于府城北面的石屏
山，山崖上间是古老建筑群。在石屏山麓
的府城主街北侧，是由南向北层层迭起、
逐级升高的古街老巷构成的历史街区，是
贵州省首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卫城
和府城历史街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镇
远的核心区域。历史街区对于镇远人而
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不仅承载了镇远
2800 多年的历史，也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文
化遗存、遗产，也是当今镇远政治、经济、
文化和旅游中心。

镇远古城至今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如
同它的历史一样走过了两千多年。在镇
远留下来的青砖瓦房和名胜古刹中的亭
台楼阁及高封火墙四合院建筑，都可以感
受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建筑和中原建筑
及闽浙赣建筑等风格的相互影响辉映，确
实反映了“南北合流，汉苗合璧”的一大特色。中国建筑历来
讲究方形门户，坐北朝南，但在贵州镇远古城，它却与小路背
道而驰，要么在东南角，要么在西南角，形成一个道歪门，门不
正，道自然也就斜了，这就是镇远人常说的“歪门斜道”，既有
商业文化的内涵显现，又有“阻挡煞气和财不外露”之寓意。
如何家民居大院，映入我眼帘的是“门当户对”，在那里久居的
老人说，何家的大门当左边的门当上镶嵌有一朵莲花，上面插
着三把宝剑，右边的门当刻有猴子、鹿和喜鹊等动物，这对门
当再现了主人曾经的荣耀和辉煌。

古巷道的美，不是一眼就看穿到底的惊艳，而是如同迷宫
吸引着前来探究的人们。它正在等待着你去探寻宁静与美
好。镇远城沿河两岸通悠直达河边，大约有 120 余条古巷道，
由于历代基建的历史变迁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七条，它们是

“石牌坊巷、四方井巷、复兴巷、仁寿巷、冲子口巷、米码头巷、
陈家井巷”。跟随历史的脚步，走进悠长的古巷道，徜徉于转
弯抹角和巷中有巷错综复杂的青石板路口间，我领略了巷道
里的古意盎然，几乎迷失了方向。这些巷子依山而建，全由大
块青石铺筑路道，错落有致，曲径通幽，每条巷道大体上是南
北走向，都能互通。有人会问：“古巷道为什么要依山而建？”
有关资料有记载：镇远有怕水、怕火、怕盗的“三怕”之说。因
为氵舞阳河猛涨时，岸边容易被洪水淹没，住在山上比较安
全。修建高大封火墙可以防火。富贵人家怕强盗，住在山上
的巷子里，高墙建筑可防盗。镇远的古巷道有与众不同的特
点，概括来讲，爬坡上坎、转弯抹角、巷中有巷、巷中有井、巷通
码头、巷通驿道和深宅大院，几乎形成巷道网络状。

穿行于古巷道的青石板，尽管身边喧嚣熙攘，但当听到脚板
与青石板和谐节拍的叩叩声时，心中是无比的宁静。触摸古巷
道的墙门，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淌过春秋，跨越先秦；如同走进
了“文化迷宫”，悠悠岁月的沧桑在我心底涌动。走在“仁寿巷”
的中段与南段两侧，进入眼帘的是高大密集封火墙四合院，这
是富商大贾的住宅，封火墙的高度一般为 8 至 10 米左右，是镇
远古巷道中历史原貌保存较好的古巷道。复兴巷巷口向北，地
势逐渐升高，向石屏山麓延伸，巷道中段，有一段整齐而笔直上
升的石级阶梯，共 32 级石阶，是镇远有名的“三十二磴坎”。这
里曾流传着明、清、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故事……
每到一处，就有许多历史文化故事告诉我，“歪门斜道”古巷道
的深幽久远，再现600多年前明清时代的生活情景。

随着青石街拾阶而上，可直通石屏山九曲岗、四官殿和
“苗疆长城”府城垣。这些年来，镇远一批批文化旅游产业链、
新业态、新模式，丰富滋养着百姓的精神家园。“以旅塑文、以
文彰旅”的文旅融合发展，让诗与远方从美好憧憬成为惬意体
验。宁静的古巷道也因旅游的不断复苏而热闹了起来，镇远
的美食美味飘香萦绕于古巷道里每个角落，吸引八方来客。
曾经亮相于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的邓家豆腐老店里游客
来来往往，一道本地酸汤鱼和一碗豆腐也让他们尝到了“家的
味道”。半山腰处的一家古香古色的民居主人也闲不住，办起
了休闲酒吧，经过青藤和花草布局的长廊美人靠显得更加寂
静、惬意和古朴。于是，我搬一张藤椅坐下来面朝穿城而过的
氵舞阳河，享受河风吹拂，细品镇远贡茶，看看书，听听音乐，疲
惫的心顿时得到愉悦。这时，我意识到放下脚步享受当下，才
是想要的生活。或许，这就是岁月静好。建于清嘉庆年间的
傅家大院既在复兴巷内，又在仁寿巷上端，有高屋建瓴之势，
是镇远典型的“歪门斜道”建筑。其院落保存完好，内存名城
镇宅瑰宝楠木雕刻床。院落建筑精美华丽，门窗、家具透雕细
腻，圆润浑厚，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观赏价值。院子里《傅家扁
担》的传说故事讲述了江西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打拼于桐
油生意，从一个小小商人向富甲一方巨富的华丽转身。故而，
可以遥想傅家兴商鼎盛昌隆景象和镇远商业繁盛的似水年
华。镇远比较独特的转弯抹角建筑应该算是建于清代的杨茂
兴大院了。细细观看垂花门罩下的“瑞洁衔环”、“清白家声”
等门额就知道非等闲人家了。往复兴巷往右转弯，便是四方
井巷。四方井巷依山势舒缓延伸至石屏山，巷道两侧多为高
封火墙四合院民居，显得古朴幽深。这里有一口井名字叫“四
方井”，因井口呈四方形而得名，源出于石屏山深处岩层，为天
然活态清冽洁净山泉水，水质明亮透底，味清凉甘甜，金黄色
的小鱼游荡期间，回旋于清闲的生活时光，时不时招得游人驻
足观赏和拍照。巷子两边的古墙上静静矗立着刻有“福”字的
古马灯，既为路人指示前行的路，又映射出“山水福地·千年镇
远”的悠长岁月和厚重文化。入夜，歌舞笙箫，古道旁。墨色
生香，皆虚妄。皎月之下，都成双。另一种静谧，出乎我的意
料。这时，在爱的转弯处不禁会让人联想起“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好愿景。青苔覆瓦，
最好凭栏唤酒。巷里精致的小酒坊时不时传来年轻人举杯畅
饮的吆喝声，“浮生若梦人生几何，一曲相思对酒当歌”的诗歌
灯笼，把古巷道的夜晚点亮，编织了人们今宵酒醒何处的憧
憬。也许，这正是“行至所归处，莫不是历尽繁华之后的淡然，
莫不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无风无情’的顿悟和坦然。”

微风酝酿着春意，阳光泼洒在古巷道。古道幽深，青石板
街老旧。倾我一生，许你一座花开不败的城。与时光老人的
美好相约，带你一起欣赏烂漫的花海，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
串串幸福的故事，述说着镇远古城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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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锁绣也叫双针绣，与其他刺绣针
法不同，讲究的是针眼稠密，拉线紧实，这样
绣出来的绣片图案才丰富鲜活有灵性……”
5月5日，从江县岜沙苗寨旅游景区“云上月
亮非遗工坊”游客盈门，店主柴敏正在指导
游客体验当地的苗族刺绣。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从江县为游客精
心设计的非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活动格外受
到热捧，成为助力该县旅游市场复苏的最大

“爆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直是我们旅
游主打项目，很多游客就是这个慕名而来
的。”从江县旅游发展中心负责人介绍说，五
一假期旅游从江县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
实现“双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从江县是一个有19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山区县，原生态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多姿多彩
且保持完好，被专家学者誉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富集地”，是名副其实的贵州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县。据统计，目前从江县被列入
各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

111个，其中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瑶族
医药（药浴疗法）、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等
5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如何让这些“高颜值”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变身推进乡村振兴助农增收的“助力器”，
一直是地方党委政府和文旅部门探索实践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从江县在探索推进旅游产业化的进程
中，从最初的“非遗+旅游”发展模式中，旅游
触角逐步延伸到“非遗+乡村”“非遗+企业”

“非遗+工坊”多个领域，使古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被催醒激活，焕发蓬勃生机。文
旅深度融合，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在传承、保护、推广、利用等方面实现了齐
步走，探索创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在实
践中越走越宽，取得显著成效。

翠里乡高华村是从江县有名的旅游景
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瑶族药浴”村。前些年

高华村借助“瑶族医药（药浴疗法）”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品牌效
应，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大力发展以瑶族药浴
为主的旅游业。经过精心打造和经营，坐落
在大山深处的高华瑶寨从一个小山村变身
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而瑶族药浴也成为
该村最为成熟的新兴旅游经济支柱产业。

“2022年，高华村光是旅游接待、售卖瑶
族药浴药包产品两项收入达到130余万元；
综合其他收入，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30
元。”乡村振兴高华村驻村干部杨剑说，远远
高于全县农村人口平均收入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江县发展旅游业
的优势资源，也是该县主打的旅游产品。这
些年来，从江县坚持把当地独具特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的
主基调，在岜沙、占里、加榜梯田、小黄、高华
瑶寨等相关景区景点策划开设刺绣、竹编、农
耕、侗族大歌等等游客体验活动项目的同时，
把当地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民俗作为游客体

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动内容，不断
丰富旅游业态，让游客乐在其中，长见识有收
获，得到游客的热情参与和广泛好评。

近年来，从江县又积极抢抓贵州省人民
政府支持黔东南“黎榕从”打造对接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机遇，结合当地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优势，科学预判旅游
市场前景发展需求，围绕“商、养、学、闲、情、
奇”拓展旅游发展新路子。

“我们通过文旅招商引资项目，在贵州
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区新建了一个占地面
积500亩的瑶浴产业园。”从江县文旅部门负
责人介绍说，省里已经把“从江瑶浴”列入贵
州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区重要产业加以扶
持，不久这个集旅游观光、休闲康养、非遗研
学、文化展示为一体的从江药浴体验园即将
开园迎客。

从江县底蕴深厚多彩独特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抹亮了底色注
入了生机，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日可待。

依托非遗传统技艺 闯出旅游发展新路
—— 从江县实施“非遗+”模式助推旅游发展走笔

○ 通讯员 潘勇 梁雨 吴玉芳

5 月 6 日上午，凯里市第四幼儿园开展苗族姊妹节民俗体验活动，让幼儿
感受苗族姊妹节的节日气氛，了解民族文化及民族服饰的魅力，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上午 9 时，该园 400 多名幼儿身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吹着芦笙，挑着
腌鱼腌肉、五彩姊妹饭等民族特色美食进行游演，向观众展示民族传统文化
的魅力。

活动中，奔放的反排木鼓舞、优美的苗族踩鼓舞、动听的苗歌演唱、悠扬
的侗歌合唱等多彩的民族歌舞秀，给参加活动的孩子和家长们带来了一场
黔东南原生态苗族文化盛宴。

由黄平苗族服饰、台江施洞盛装、雷山牯臧服服饰、凯里舟溪苗族服饰、

黎从榕的侗寨服饰、丹寨苗族锦鸡服饰等组成的“亲子走秀”展示将活动推
向高潮。

“长期以来，我园在幼儿教育中将民族文化作为重点来抓，让孩子们在
生活中认识民族文化，以生活教育的理念，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做’中传
承，在探索中创造。孩子们在了解民族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苗侗人
民的智慧，增强了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凯里市第四幼儿园院长梁艳介
绍道。

此次活动还举办了跳竹竿民俗体验、亲子划龙舟、翻山越岭、小马过河、
投壶、揪尾巴、猪八戒背媳妇、撕名牌等的民族民间游戏活动，趣味十足，参
与氛围浓厚，以户外亲子实践的形式更好地推进了民族课程的开展。

让孩子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 凯里市第四幼儿园开展姊妹节“民族服饰亲子秀”活动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通讯员 吴清 刘敏 冉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