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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福桐

青岩镇所在地是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属的一个古老

的城堡，六百多年来，老一辈的班麟贵、赵国澍等，先后三

次建筑、拓宽、维修、增固城堡，虽然历经战乱，而古镇却

固若金汤。城堡内的私塾和书院，弦歌不断，因此人才辈

出，创造了突出一方的优秀文化。就是城堡外所属骑龙、

歪脚等寨，也开出朵朵红花，为世人艳羡。

清康熙时(公元17世纪末)，骑龙寨的周起渭(渔

璜)，到北京考上进士，入翰林院，做了京官，任《康熙字

典》的第三编纂官，诗名噪于京华。同一时代，起渭族叔

周钟碹任台湾诸罗(今嘉义县)知县，编《诸罗县志》传世。

18世纪末清光绪时，赵国澍的儿子以炯(仲莹)中进士第

一名，大魁天下，昔日视为蛮荒之区的贵州，出了第一个

状元。其兄以焕、其弟以煌为同科进士，四弟亦中经魁。

赵氏同宗的和青岩其他的一些学子，都在科举考试中各

显才名。住家歪脚寨的平刚(少璜)是贵州清末第一个剪

辫子、并写对联讽刺慈禧太后的革命志士，他参加孙中山

的同盟会，任过民国贵州省参议会议长。抗El战争时期，

·1、

＼)f



浙江大学迁入贵州湄潭、遵义时，校长竺可桢带领先修班

学生先来青岩复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教学方法也在

青岩实验示范。青岩镇承继和弘扬了从明代贵州建省以

来的儒学传统，在历史文化上做出有声有色的贡献。

青岩有外国传教士设的大修院，这些外国传教士藐

视我国政府官员，欺侮当地平民百姓，因此引起一场轰轰

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史称“青岩教案”。20世纪30年代，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在青岩留下了光荣的战绩。

由于青岩这个地方是贵阳南面的门户，粮运的通道，凭借

民殷物阜的地理环境，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才出现九寺、

八庙、五阁、四洞、二祠、二宫、一楼、一堂多种古建筑共立

的宏伟局面，以及佛、道、天主、基督数教并存的独特文化

现象。其中慈云寺、文昌阁、万寿宫、赵公专祠等，其结构

之精、气势之大，完全可媲美于省内外很多大地方的寺庙

祠堂。今天，骑龙寨周渔璜的桐茔书屋已焕然一新；最早

建于明代天启年间的迎祥寺香火鼎盛，显示了青岩深厚

的文化底蕴。

清代两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在《送赵殿撰序》中说

贵州“山JIl含清淑旁魁之气”。从21世纪的今天环顾全

球的景况，贵州虽然山岭重叠，看似固闭，却有灵气，所有

人物有风流倜傥之情。贵州15世纪建省至今，留下的诗

(包括各个民族的古歌)、地方志和禅学，其品味之高，数

量之多，影响之深远，人才之出众，已是近百年来一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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