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化 责任编辑:龙震宇/版式:吴剑平2025年3月17日 星期一

阳明文化塑造了贵阳“知行合

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在王阳

明先生悟道、传道的贵阳，作为热门

“文化 IP”的“王阳明”正发展出越来

越丰富的“应用场景”。

近年来，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王

阳 明》、阳 明 文 化 微 纪 录 片《我 的

1508 问道·十二境》、图书《阳明·问

道十二境》持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历史话剧《此心光明》、历史京剧《阳

明悟道》、舞剧《王阳明》等在贵阳及

全国巡演，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

“心学”诞生的传奇故事，展现王阳

明感悟“圣人之道”、由凡而圣的心

路历程。阳明文化已成为贵州贵阳

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阳明文化转

化运用工程文艺精品迭出。

“中国贵阳阳明文化节”“中国心

学与世界”“王阳明国际漫画展”等多

个主题节庆、论坛和画展持续举办，

以及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布阳明文

化年度“十大热词”等活动，全面提升

了“心学高地”的品牌影响力。

在“龙场悟道”发源地修文县，

推进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三个一”

渐出成效：打造“一体”体验空间，

统筹兼顾阳明文化园园内、园外，推

动阳明文化保护和开发同步一体化

建设；推出“一串”旅游路线，全力

做好“阳明文化+”旅游线路规划设

计，大力打造产、学、游精品旅游路

线；开发一批应用场景，阳明文化赋

能“一圈两场三改”、城市更新、旅

居产业等，让阳明文化元素融入城

市景观。

2024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心学与

世界”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举

行，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韩国、越

南、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

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余

名学者，共同研讨中国心学和阳明

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运用……为扩

大阳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贵州贵

阳大力推动阳明文化扬帆“出海”。

近年来，贵阳市深入挖掘整理阳

明文化内涵，剖析王阳明在贵

阳的生活经历，探寻其思想的

形成与演变过程，从多个角度

切入，力求还原一个真实而全面

的王阳明形象，不仅为阳明文化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和

新视角，更为其向更广泛领域的转

化和传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贵阳贵安，这片深受阳明心学

影 响 的 土 地 ，正 以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逐步塑造出一张独具特色

的“心学高地”城市名片，向

世 界 展 示 一 个 兼 具 历 史

底 蕴 和 创 新 精 神 的 城 市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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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
平台，曾基于大数据绘制了王
阳明一生的行踪图。这张“阳
明先生行踪图”如一个大写的

“心”字，而贵阳恰是“心”上一
点。1508 年，王阳明在贵阳
龙场悟道，从此诞生了以“知
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为
核心的心学思想，深深影响了
东亚乃至世界。一人一地相
互成全：阳明先生得以在黔中
悟道、证道、体道、弘道，黔地
也因阳明先生而得以有“黔
学”“黔中王门”。阳明心学生
发于黔中大地、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黔地人文历史
的宝贵财富，至今仍具有深远
意义和价值。

近二十年来，阳明文化是
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潮中
最为耀眼的热点之一，在宣传、
弘扬、研究阳明文化的大潮中，
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的贵州贵
阳是无可争议的重地，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和特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王阳
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
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
掘，创造出新的经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2023 年，贵州省委
决定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
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
位列其中。2024年，贵阳市制
定了《贵阳市阳明文化转化运
用工程实施方案》，深入开展
阳明文化挖掘整理、研究转化
和传播推广工作，按照建立一
个联动机制、完善一个顶层设
计、建好一个阳明文化数字博
物馆、打造一个精品课程、开
辟一个精品旅游路线的“五个
一”工作思路，肩负起传承和
传播阳明文化的历史担当，搭
建交流平台讲述阳明故事，让
世界听见阳明“心”声。省市
联动、目标一致：擦亮贵州作
为“阳明心学”诞生地的文化
名片，让贵阳贵安“心学高地”
城市名片更加响亮。

“阳明心学”是属于世界的，作

为“心学诞生地”的贵州贵阳有着

“独特”甚至“专属”的优势和特色。

阳明文化资源丰富，本地特色鲜

明。史料记载，王阳明于 1507 年入

黔，至 1509 年底离黔。王阳明在黔

两年多时间里，遍游黔地，每到一地

皆作诗文留念，其中《赴谪诗》五十

首、《居夷诗》一百多首，有数据统

计，其一生诗作中的四分之一写于

贵州。这些诗作中，始终看不出任

何悲观情绪与凄苦愁状，反而充满

了对贵州贵阳山水、自然、山民、门

生的描绘与热爱，一如他在诗中所

写：“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

自由”“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

胜封侯。”写于贵州的《瘗旅文》《象

祠记》，收入《古文观止》。这些丰

富的阳明文化资源，是独属贵州贵

阳的。

将贵州人文山水与阳明文化两大

IP深度融合“阳明·问道十二境”，串联

起龙场悟道、兴隆书壁、平越思隐、古

道心旅、陆广晓发、水西论象、龙冈开

讲、贵阳传道、南庵答和、南祠咏怀、东

山遗韵、镇远留书这十二个王阳明在

贵州行迹事件的经典游学线路，通过

空间场景来还原历史，彰显古今巨变、

时代发展，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体验

与互动，让阳明心学得以深入人心并

辐射丰富的贵州文化资源。“阳明·问

道十二境”中，有八境在贵阳，在贵阳

老城区阳明祠、翠微园、仙人洞和修文

县阳明洞、三人坟、天生桥等地都有阳

明文化遗存遗迹。

“三足鼎筑”，“心学高地”基础厚

实。多年来，贵阳已形成以孔学堂、

阳明洞、阳明祠“三足鼎筑”为重要载

体的研究、教化和传播平台，孔学堂

成为全国研究阳明文化的高端平台

和文化名片。在学术成果方面，贵阳

贵安多年来成果显著。孔学堂在国

内首次出版《阳明文库》，与武汉大学

合作出版《阳明学研究》辑刊；从2016

年开始，迄今已坚持八年做好《阳明

学年鉴》，成为海内外唯一的阳明学

年鉴，被《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在

精品内容方面，持续举办“中国贵阳

阳明文化节”“中国心学与世界”“王

阳明国际漫画展”等多个主题的节

庆、论坛和画展，在央视播出纪录片

《王阳明》、演出大型历史话剧《此心

光明》和历史京剧《阳明悟道》等。在

传播影响方面，孔学堂举办的“溪山

岳麓”讲坛，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阳明文化讲坛，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

布阳明文化年度“十大热词”等，全面

提升了“心学高地”的品牌影响力。

此外，于 2016 年挂牌成立的阳

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

在阳明文化普查挖掘、典籍整理、传

播交流、研究阐发、教育普及、基地

建设等方面取得有益成果：已收集

整理阳明文化相关理论著作 1474 种

6068 册（包含中文、日文、韩文 3 种文

字图书）；推进文献资源电子化管理

与存储，开发建设数字王阳明资源

库全球共享平台并上线运行，截至

目前，已有来自 120 个国家、811 座城

市的注册用户 32.4 万余人，累计访

问量达 734 万余次。

整体联动，阳明文化一体化展

示。当前，围绕贵阳市委、市政府“做

强阳明文化”的总体要求，从规划调

整、功能强化、内容策源、场景活化入

手，重点推进贵阳阳明文化“五片区”

一体化规划展示。根据规划，“五片

区”分别为阳明文化会客厅——甲秀

楼、翠微园，阳明文化悟道地——阳

明洞，阳明文化传道地——阳明文化

园，阳明文化纪念地——阳明祠，中

国心学研究地——孔学堂。通过阳

明文化“五片区”一体化的规划与展

示，贵阳贵安将有力推动阳明文化转

化运用和“心学高地”建设，进一步提

升贵阳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自信和

城市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强化贵阳在

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

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中的

龙头地位和作用。

发挥独特文化优势 发出阳明“心”声

做强阳明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贵阳贵安抓好联动，加强系统谋划，

做到整体推进，积极发挥自身的阳

明文化资源优势，坚持以强化阳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

导向，不断释放阳明文化发展活力，

强化阳明文化转化运用。

按照贵阳市委对阳明文化“一软”

的工作部署，在贵阳市委宣传部指导

下，聚焦“一院一刊一会一公司一品

牌”，孔学堂牵头制定了贵阳市阳明文

化转化运用工程“一软”顶层设计，建

强阳明研究院，办好阳明文化刊物、丛

书等，发挥好阳明学会作用，组建阳明

文化运营公司，打造阳明文化活动品

牌，形成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载体、

文化品牌和文化活动。

做实高等研究院，努力打造以

“中国心学”为研究传播方向、在全

国乃至全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领域具有龙头地位和国际影响的心

学高地、特色智库和高端平台。

组织学术活动，贵阳贵安把孔学

堂“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纳入“国

际儒学联合会研修基地”，通过发起

“中国心学与世界”学术联盟，加强

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等重要机构的密切合作，通过

一系列合作共建、学术交流，努力打

造“心学高地”学术品牌。

打造文化品牌，贵阳孔学堂与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打造“溪山岳

麓·大成心境名家讲坛”，以阳明文

化为主要内容，已成为全国最具影

响力的阳明文化讲坛，目前已举办

27 场讲座。贵阳孔学堂还持续打造

“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品牌，

开展阳明专题公益讲座 5 场，完成

“大成心境”孔学堂阳明文化品牌创

建及发布工作，探索多渠道、多形

式、多载体的方式传播阳明文化。

为实现阳明文化赋能育人“修

心”，2024 年 8 月 10 日，贵阳孔学堂

挂牌成立“传习与党建研究院——

共产党人的‘心学’研习基地”，启动

共产党人的“心学”研修课程编制工

作。同时，打造贵阳孔学堂（十里河

滩）研学基地，与 70 余所学校、研学

基地建立合作关系，组织近 3 万人次

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聚焦学生研学、

企业家研修、党员干部培训，贵阳孔

学堂推出“山地英雄汇·问道阳明”

“王阳明哲学思想三题”“阳明心学

的当代价值——修炼共产党人‘心

学’”等 30 余条精品线路，与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

院等单位达成合作。

为让阳明文化融入日常文化生

活，贵阳孔学堂还举行成人礼、开笔

礼，号召学子们持续弘扬“立志、勤

学、改过、责善”的阳明精神，以王阳

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为精神灯塔，

用阳明心学文化点燃心中的智慧之

火，并打造“市”“乐”“驿”“趣”“景”

五大配套沉浸式游园活动。

2024 年 7 月，贵阳首个以阳明

文化为主题的文创店在贵阳孔学

堂和青云市集同步开业，64

款文创产品和 4 款果饮在游客面前

崭 新 亮 相 。 阳 明 文 创 产 品 涵 盖 文

创、美食、汉服、非遗等多种业态，阳

明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

合，不仅呈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更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受到

当代年轻人热捧。

此外，贵阳孔学堂还在 32 所学

校挂牌成立孔学堂传习社、在 14 个

社区挂牌设置孔学堂艺站，累计开

展 99 场活动，实现阳明文化进校园、

进社区、进村寨。

打造阳明文化品牌 释放“心学”活力

中国阳明文化园的王阳明塑像。

玩易窝遗址。

阳明书院。

中国阳明文化园写有“知行合一”的牌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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