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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爽贵阳 文化筑城
——贵阳贵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月 17 日至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贵阳市
等地考察。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
底 蕴 深 厚 ，红 色 文 化 丰
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
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
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

爽爽贵阳，文化筑城。
近年来，贵阳贵安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实施重大文化工程，
文化贵阳贵安建设步履铿
锵、亮点纷呈：高质量推进

“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
设，敞亮 700 年贵阳老城
历史文脉；高要求编撰出
版《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以丛书形式深入挖掘贵阳
贵安历史文化；高标准打
造文化地标贵阳孔学堂，
在传播、教化、研修、礼典
等功能中构筑具有贵州风
格、中国意蕴的“精神高
地”……在大地上、书卷
上、文化地标上立体书写
的贵阳贵安历史文化，目
标一致——一体推进红色
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
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

“五个文化”，赋能“爽身、
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
游”的“六爽”贵阳，全方位
奏响“强省会”文化贵阳贵
安建设最强音。

高质量推进“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

随着贯城河太平路段的碧波重现、历史城垣

步道的蜿蜒舒展、文昌阁与翠微园两大街区的蝶

变新生，贵阳正用“绣花功夫”在城市更新中守护

历史根脉，让文化遗产成为可触摸、能体验、有温

度的城市记忆。

“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高质量推进，敞亮

的是 700 年贵阳老城的历史内涵与对外形象。其

中，“一河”指的是贯城河沿线。贯城河核心段北

起北京路，南至南明河，全长约 3300 米，城市设计

范围共计 124 公顷，其中核心范围 85 公顷，延展范

围 39 公顷。

贯城河贯穿云岩、南明两城区。这条见证过

明清贵阳城的历史水道，曾因城市扩张成为地下

暗渠。经过十年持续治理，通过建设下沉式再生

水厂、实施生态清淤等举措，2023 年 3 月，作为

“一河”的首开项目，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开

始建设，贯城河揭盖工程启动，历时半年，完成了

河道的清理和修复。2023 年底，河水引入工程完

工，贯城河再次迎来清流。2024 年 1 月 26 日，随

着玉带桥、龙井亭等历史地标复建完成，贯城河

太平路段揭盖复涌，两岸同步打造的文化商业街

区同步开街，形成“水清、岸绿、景美、业兴”的城

河互动新图景。

目前，贯城河揭盖复涌工程仍在持续推进中，

更多河段将重见天日。

“一道”是指贵阳老城历史城垣步道，沿着明

代贵阳府城垣走向，总长 7908 米的历史城垣步道

正在勾勒老城的“记忆环线”。依据设计思路，城

垣步道的总体布局呈现为“一环九片十三圈”，云

岩区段 5113 米，南明区段 2795 米，将分散的历史

遗迹连点成线，从北门（布德门）遗址到文昌阁的

飞檐斗拱，从次南门（广济门）旧址到甲秀楼的浮

玉桥影，经过贵阳历史上的“九门”，连通“四阁”，

成为一条探寻贵阳历史文化的绝佳路径。

在建设过程中，贵阳市运用图、文、声、光、电

和智能技术等手段，复原贵阳老城的历史文化，并

通过数字技术将实体体验与虚拟体验相结合，让

市民和游客在“虚”“实”之间充分感受到流动的文

化历史就在身边。

“两片”是指文昌阁和翠微园这两个省级历史

文化街区。文昌阁片区以文昌阁、华家阁楼、虎峰

别墅为核心，范围总面积 14.97 公顷；翠微园片区

则以甲秀楼、翠微阁、黔明寺等为核心，范围总面

积 79.14 公顷。这两个片区的保护建设方案旨在

促进老城区文化的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留住

城市记忆，让“看得见的历史”真正成为“留得住的

乡愁”。

下一步，贵阳市将以《贵阳市老城区历史文脉

研究与保护利用指南》和正在编制的《贵阳贵安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专项规划》为指导，围绕

“一硬一软一机制”（即硬件设施建设、软件文化内

容打造和长效保护机制建立）做好相关工作。

这座山水环抱的城市，正书写着历史保护与

城市发展的和谐篇章——让 700 年文脉在时代潮

涌中永续流淌，让文化遗产真正成为滋养市民生

活的精神纽带。

千年历史遇见现代传播，一场文化盛宴正在

上演。截至 2025 年 4 月 12 日，贵阳市重磅打造的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在“得到”App 上线 22 天，读

者誉之为“耳朵里的文化宝藏”。丛书的“身影”，

也出现在贵阳孔学堂“阳明文创店”、新华书店紫

林庵店以及“爽贵阳”App 等线下、线上平台。

“得到”App发布了《贵阳历史文化丛书》首批4

册图书，其中，《贵阳史话》作为丛书的总述卷，以贵

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支撑，用史话的形式鸟瞰贵

阳发展历史，展现独特的文化底蕴，堪称一幅时间

的历史画卷；《山海沧桑》作为丛书的地质卷，以贵

阳的地质地貌及其变迁为核心，揭开贵阳山川地貌

演化、古生物兴盛繁衍的历程，凸显贵阳贵安历史

文化发展的独特自然环境；《考古黔中》作为丛书的

考古卷，用考古材料通写贵阳贵安历史，通过考古

遗存，以科普的写作手法，缀连了贵阳贵安 4 万年

以来的人类活动史、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融合史；《甲

秀昌明》作为丛书的教育卷，以时间为序，通过“专

题+故事”的形式，集中、真实、生动地展现了600年

来贵阳教育的勃兴、转型及发展历程。对此四书，

“得到”用户纷纷给出五星好评。

于2023年7月启动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纂

工程，以“尊重历史，体现文化，注重协调”为原则，紧

扣历史性、文化性、系统性三大核心，以史为鉴，以文

铸魂，以系统为纲。丛书第一期按照“1+9”的编纂

计划安排，即总述卷1册、分类卷9册。除已发行的

首批4册书外，另外6册书中，《心学胜境》挖掘王阳

明在贵阳的足迹与心学文化，探寻“心学胜境”的深

厚底蕴；《金筑诗话》通过贵阳的诗词歌赋与文化艺

术，立体展现千姿百态的贵阳文化；《贵士名贤》为贵

阳贵安历史名人传记，在名人传记与乡贤精神中体

现“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多彩之风》借

由贵阳的民族文化与移民文化，展现多民族和谐共

处的独特风景；《筑城红韵》在贵阳的红色革命历史

与英雄事迹中，重温革命年代的壮丽篇章；《六爽之

城》则在贵阳旅游文化与“爽爽贵阳”品牌引领下，畅

游贵阳的风景名胜与网红打卡地。

丛书自去年12月发布以来，叶辛、顾久、欧阳黔

森等文化学者纷纷点赞。顾久称之为“强省会”背景

下贵阳历史文化的第一张“标准彩照”。他说：“贵阳

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构成了这张彩色照片，文化建

设将为这张照片增添更加亮丽的一面。”

一座城，因历史而厚重，因文化而生生不息。

探索贵阳，从这里开始。丛书的发行，对于贵阳市

民和外来游客了解贵阳、认识贵阳具有积极意义，

历史文化的转化利用也将极大地增强文旅产业的

文化内核，增强贵阳的文旅魅力，让广大读者和游

客了解贵阳、热爱贵阳。

高要求编撰《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3 月 23 日，孔学堂“四大文化”主题讲座（第一

期）暨孔学堂讲坛第 1100 场活动举行。此次活动

的两个数字引人关注：“第 1100 场”指向一个里程

碑的成就，孔学堂讲坛自 2012 年 9 月 29 日开讲第

一场以来，13 年间已有 900 余位来自海内外的优

秀专家学者登上讲坛，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独

到的见解，为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知

识盛宴。这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传统文化公益

讲座；“第一期”指向一个新的开始，“四大文化”主

题讲座围绕为贵州立心、为发展赋能的贵州“四大

文化工程”，既是赓续文脉的使命担当，也是助力

多彩贵州建设的创新实践。

新时代的贵州需要文化引领，尤其需要

文化地标来承载、滋养。贵阳孔学堂是由贵州

省、贵阳市倾力打造的多功能、复合型、地

标性的大型公益性文化综合体，是具有贵州风格、

中国意蕴的文化地标。十余年来，孔学堂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以“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宗旨，充分发挥教化、研修、传播三大功能，

高质量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教化方面，打造持续性文化品牌活动，助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持续举行传

统文化公益讲座“孔学堂讲坛”，印制《孔学堂木

铎》供市民游客免费取阅学习，推进讲坛成果转

化升级与广泛普及；持续塑造节日 IP“我们的节

日”，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创新文化体验：春节元宵

推出音乐会等文化活动，清明打造“上春山”踏青

游园会，端午融合“游百病”民俗与非遗体验，中

秋围绕“爱月之城”的主题展现节日内涵……活

动深度展现传统节日文化的深厚魅力，强化与市

民的情感连接和精神共鸣；“孔学堂四礼”彰显礼

仪文化内涵：“中华婚礼”遵循传统婚俗、倡导婚

恋新风，“开笔礼”提高学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敬老礼”营造尊老爱老文化氛围；持

续开展祭孔典礼，2024 年纪念孔子诞辰 2575 周年

活动邀请 400 余名孔子后裔代表、孟子后裔代表

参礼。此外，涵盖古典舞、形体、书法、国画、茶

修、太极等课程的“新六艺”推广活动，包括“溪山

翰迹”“溪山书法社”“溪山踏歌行”“溪山琴社”

等在内的“溪山”系列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市

民的文化体验。

研修方面，搭建中华文化学术研究和思想交

流新平台，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与

转化运用。孔学堂建设了以中华文化学术研究和

思想交流为主要功能的阵地——中华文化国际研

修园。十多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等 30 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学术机构先

后入驻；超过 3000 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前来讲

学、交流、研修；常态化举办“四季论辩大会”等学

术活动，设立“贵州省国学单列课题”并面向全球

公开招标；在国内首次出版《阳明文库》《阳明学年

鉴》，持续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布阳明文化年度

“十大热词”。

传播方面，整合媒体资源，推动孔学堂融媒体

中心、孔学堂国际传播中心“双中心”建设。从内、

外两个向度“合纵连横”，建立海内外传播矩阵、融

媒协作体系，网络影响力跨越式提升，传播效应和

传播量级呈几何倍数增长，让孔学堂成为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高标准打造贵阳孔学堂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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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城垣步道一景。

一体推进“五个文化”赋能“六爽”贵阳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市

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旗帜鲜明

地提出建设“文化贵阳”。

贵阳贵安文化丰富多

彩且底蕴深厚，红色文化、阳

明文化、民族文化、群众文

化、历史文化等交织交融，

散发历久弥新的光彩。近

年 来 ，贵 阳 贵 安 一 体 推 进

“五个文化”，创新开展文脉

研究利用工作，延续历史文

脉、留住城市记忆、提升城市品

质，为“爽爽贵阳”增光添彩。

红色文化不断做精。目前，我市梳

理形成第一批 164 处红色资源并建立红

色资源名录，其中重要机构旧址 15 处、烈士

陵园（墓）40 处、纪念设施 9 处、遗址遗迹 74 处、其

他资源 26 处，对清镇红二、红六军团猫跳河观游

渡口遗址古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

址等遗址进行修缮保护；红色点位展陈展示焕新

亮相，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厅改陈布展

提升工作即将完成。

阳明文化不断做强。阳明文化是“爽爽贵

阳”的重要城市名片。按照一个联动机制、一个

顶层设计、一个阳明文化数字博物馆、一个精品

课程、一个精品旅游路线的“五个一”工作思路，

我市完成了阳明洞、蜈蚣坡古道、甲秀楼（翠微

园）、达德学校旧址、阳明祠 5 个阳明文化保护修

缮和保养维护工程；做好甲秀楼（翠微园）、阳明

文化园（阳明洞）、玩易窝、阳明祠、孔学堂等核

心资源点位的展陈提升，并启动首期甲秀楼及翠

微园展陈提升工作；举办“中国心学与世界”学术

研讨会、以“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首

届孔学堂文明论坛，贵阳贵安“心学高地”城市名

片更加响亮。

民族文化不断做实。贵阳举办“民族团结巡

游大联欢”和“民族团结演艺大联欢”活动，观山

湖民族大联欢广场连续两年举办贵州民族大联

欢盛会，点燃了独属贵州的“最炫民族风”；完成

第六批省级非遗项目推荐申报 43 项，认定非遗

旅游体验空间培育项目 4 个，民族传统手工业全

面提升，在 2024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斩获 3 金 3

银 1 铜，两家公司获得 2024 年贵州省“锦绣计划

巧手致富基地”命名；建设民族特色小城镇，推进

花溪高坡扰绕村等 8 个和美村寨建设。

历史文化不断做优。以敬畏之心做好历史文

脉研究利用，专门组建贵阳

贵安历史文化专家智库团

队，以丛书形式深入挖掘贵

阳贵安历史文化，《贵阳历

史文化丛书》首批图书已经出版；以 4 个历史文化

名村、7 个传统村落为重点，拟用 3 年时间挖掘整

理全市 996 个行政村的村史村事。

群众文化不断做特。坚守“三性”“三零”“三

味”“三温”，2024 年全年举办贵阳路边音乐会 217

场，吸引现场观众超 180 万人次，汇聚近 4 万人次

各行各业群众与专业歌手同台献艺，网络传播量

超 70 亿次，超百次登上同城热搜榜，成为全省继

“村 BA”“村超”后的又一文旅顶流和文化盛宴。

围绕“五个文化”展开的保护、挖掘、利用工

作，丰富了“六爽”贵阳的文化内涵，擦亮了“爽爽

贵阳”的城市品牌 IP，让贵阳贵安既有“文化味”

又有“烟火气”。

鲜花掩映下的贵阳孔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