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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周末看点

它们凭什么登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永顺老司城 八百年彭氏王朝的背影
解读湖南三大世遗“候选者”名单

11月17日， 老司城等湖南三处重要文化遗
产正式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这意味着湖南获得了3张“世界文化遗产”的
入场券，有望实现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这3处文化遗产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和见
证。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都有哪些不得
不提的、世界瞩目的文化特色？近日，本报记者采
访了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张飏等
专家和申遗工作者，为读者解读三名“候选者”的
独特魅力和申遗进展。

【历史】寿命超过任何一个中央政权的
土司王城

老司城位于永顺县城东20余公里处的
灵溪镇司城村。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为
是彭氏土司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古都，也叫老
司城。土司，是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实
行世袭制， 土司制度带有军政合一的性质。
彭氏土司统治始于公元910年， 止于公元
1727年清雍正“改土归流”，世袭27代，共35
位土司，历时818年，寿命超过中国历史上任

何一个中央政权。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
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考古
部门经5次考古发掘发现， 老司城遗址始建
于北宋，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

老司城经历过“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
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繁荣昌盛
时期，城里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在方圆不
到三公里的地方，有九条大街，依山傍水分
布宫殿区、衙署区、司法区、墓葬区、宗教区、
教育区、居民区、作坊区八大功能区。

【价值】国内保存最好的土司王城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张忠培：

老司城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
完整的军事性城堡，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
区最具典型性的古文化遗存。老司城遗址及
溪州铜柱，是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中国土
司制度及区域民族自治制度的珍贵实物资
料。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我们世界文化遗产
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这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
的类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
老司城的建造者开创了中国土司制度

的先河，为地方民族政权统治奠定了一种成
功的模式。从中国的历史来讲，老司城是构
建中国政治制度史不可或缺的实物材料，是
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的一面镜子；从民
族大融合来讲，是沟通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
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从文化遗产资源价值来
说，是人文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过去与现
在、遗产保护与民生发展密切结合的典范。

老司城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
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国内规模巨大、
保存完整、历史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

【景观】依山傍水的秀美山城

土司祖师殿： 位于老司城太平南麓，始
建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重建于明
代。正殿柱大数围，上架木枋处无斧凿痕迹，
相传为鲁班显灵所建。 此殿占地580多平方
米，长17.5米，宽13米，高20米，全木结构，用

34根大柱支撑屋顶。殿中金柱前，砌有神龛
一座，上供“祖师”神象。

土王祠：位于司城中心，在土司“寝宫”
的后面，内供历代土司的牌位，还收藏了历
代土司制定的三纲五常法谱。祠堂门口有一
对石鼓，估计每只重逾千斤，民间传说，石鼓
是土家族古代英雄哈力噶巴从离此百多里
的五官坪一只手提一只， 提到司城来的。祠
堂前还有三棵古老的桂花树，据说是土司时
代栽植的，现在这些桂花树依然葱茏，每当
八月桂花盛开时节，司城处处桂花飘香。

土司墓葬群：老司城历代流传有“土司
王生在金銮殿，埋在紫金山”；还有“在埋葬
土司王时，有四十八副棺木同时出柩”之说。
土司古墓群多集中于司城紫金山、 雅草坪、
帕桶湖三个地方，其中以紫金山最多。据勘
察， 紫金山一处共有土司王及其贵族坟墓
109座。

【规划】永顺县正积极推进申遗工作

11月20日，记者从永顺县文物局局长刘
生华处得知，在成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后，永顺县的申遗工作重点将转移
到文本筹备、文物保护等方面上来。目前，永
顺县正积极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
同滨商讨，争取在2013年底前出台保护管理
规划。此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着手
研究老司城的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加强对文
物的保护和展示。遗址保护范围以外、离中
心遗址区3公里处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另外，
建设游客接待服务中心、观景台等细节工作
也在积极推进，力争在2015年成功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

候选名录之一：永顺老司城遗址

【概貌】保存最好、功能最齐全的明清军事
遗存之一

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主体位于凤凰县境
内，由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边墙7
大类别15个保存相对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军事防
御遗存点构成。这里曾是中国西南地区独具特色
的古战场。据考证，明、清时期在湘西修建各类城
堡、营汛、屯堡、碉卡、哨台、关门等共1117座，在
凤凰县境内就有848座，达总数的76%。包括凤凰
古城、中国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等在内的凤凰区
域性防御体系，是中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
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功能最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
遗存之一。

【价值】民族冲突与融合的缩影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张飏：
凤凰古城有一大批的军事堡垒，展现出传统

农耕社会时期人类在土地资源相当有限的湘西
山地地区，按照军事防御思想开展聚居生活的独
特聚落景观，是中华大一统融合过程中民族冲突
与融合的缩影与历史见证。

这些区域性防御体系一般都是选址在山上
的，有些是一两年就完成的，这是苗汉两族军事
斗争的需求， 反映出当时的军事思想和理念；另
外，汛堡、屯堡等军事设施后来慢慢演变成一个
聚落，反映了中国明清时期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族
群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
变迁。

【景观】

镇城：以凤凰古城为主，始建于明嘉靖35年，
是凤凰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的中枢。

营城： 以黄丝桥古城和拉毫营盘为代表，其
中， 黄丝桥古城是明清时期凤凰县境内6个最高
级别的驻军堡垒之一。

汛堡：为古代的正规军驻守据点，现保存有
13座遗址，以全石营营盘和苜机冲汛堡为代表。

屯堡遗址：现存53处，王坡屯城堡和舒家塘古
堡寨最具代表性。

碉楼：明清时期凤凰县共有272座，位于茶田
镇西南方的新茶田军事贸易遗址是哨卡遗存的
主要代表。

边墙：历史上记载的边墙共有85段，总长13185
米， 现保存较为完整的有位于廖家桥镇鸭堡洞村的
鸭堡洞石边墙、岩板井村的万里城石边墙等。

候选名录之二：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

【概貌】“侗族文化，民族瑰宝”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南部，有一条碧水悠悠、
涟漪轻翻的坪坦河， 它像一根葳蕤蔓延的葡萄
藤，串连起一个个风景秀丽、布局各异、如同玛
瑙般的侗族村寨。 村寨依山而建， 村民傍水而
居；鼓楼层级而上，直探苍穹；风雨桥连通向外，
寨门巍然守内；作为民居的吊脚楼，依山就势，
沿纵深方向层层延伸，山、水、田、林、寨浑然一
体，宛如画境……著名学者刘克成教授认为：侗
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为人与自然、人与人
和谐相处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范例。
2002年，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实地考察
通道侗寨后亲笔题词“侗族文化，民族瑰宝”。

【特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孙华：

在通道，随处可见有着高耸鼓楼和优雅风雨
桥的侗族村寨， 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侗族男女。
风雨桥、鼓楼、萨坛是侗寨的3个特色建筑。

侗族是西南地区滨水而居的一个民族，当地
有“汉族住平坝，侗族住水口，苗族住山头”之说。
有水就必须要过河，所以风雨桥是侗寨显著的外
部特征。风雨桥形式多样，有单跨，有多跨，有简
单的，也有廊桥设计的。后来有些侗族受到汉族
的挤压，往山里迁移了，就没有风雨桥，但他们的
民族传统就保留得更完整。

鼓楼是侗族村寨中显著的公共建筑， 苗族、
壮族没有鼓楼。鼓楼前修筑鼓楼坪，鼓楼坪是全
寨村民议事、节庆的场所，侗族人的芦笙歌舞、男
女青年的行歌坐月也在这里进行。

所有侗寨都会有一个独特而神圣的建筑物，
叫萨坛， 它是祭祀原始祖母———萨岁的圣坛。萨
坛是用石块垒成的一个圈子， 细致描绘了浮萍、
剪子、针线、伞等物品。

【规划】

11月20日，记者从通道县文物局了解到，目
前，通道县已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专门为通道侗
寨申遗编制正式文本和规划。下阶段， 将对申遗
侗族村寨的历史建筑和鼓楼、风雨桥、寨门等侗
寨公共建筑实行重点保护，并进一步深化侗寨价
值研究， 筹办“侗寨文化核心价值国际高峰论
坛”，力争在2013年底出版侗族核心文化价值研
究专著，继续加强申遗项目的申报工作。

候选名录之三：侗族村寨（通道、绥宁）

老司城遗址全景，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城区面积25万平方米，地表上保留了体积庞大的城墙和建筑废墟。

凤凰古城的吊脚楼临水而立，依山而筑，采集青山绿水的灵气，与自然浑然一体。

侗族村寨风光。

老司城遗址中的道路均用鹅卵石铺设。 排水沟，老司城的排水系统已经比较完善。

战争年代,鼓楼是紧急集合的地点；和平年代,
寨民们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包括芦笙舞练习。

“国保”芋头侗寨古建筑群，结构造型具有典
型的侗族风格， 被古建筑专家和文物专家称为
侗民族建筑的“实物博物馆”。

凤凰南长城，因其为中国南方唯一的长城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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