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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級考古專家、原
湘西自治州文物局副局長
龍京沙接受本報記者專
訪。 本報記者李青霞攝

13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元、明、清朝中央政權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土司制
度」，中央委任當地首領擔任「土司」，世襲統
治當地人民。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築遺
存曾是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見證了古代中國
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西南多民族地區獨特的
「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
本次入選世界遺產的三處土司遺址反映了土司

制度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具有土司制度實施地
區典型的地理環境和小型族群特徵，反映了土司
的行政級別體系等內容。

湖南老司城：被譽江南紫禁城
興建於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的老司城是古
溪州彭氏土司政權的司治所在地，素有「江南紫
禁城」和「中國馬丘比丘」之美譽，其遺址位於
永順縣城以東靈溪河畔（遺存分佈範圍達534公
頃），作為高等級土司永順宣慰司治所近600年
之久，具生活、行政、祭祀、文教、手工業等功
能的聚落構成，是土司時期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
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是目前中國
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歷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
城遺址。

湖北唐崖土司城：中等級治所
湖北唐崖土司城位於武陵山區西段，建於13世
紀，止於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土司職級
序列中等級較低長官司的治所；其聚落規模較小
（遺存分佈範圍86公頃），功能構成也較為簡
單，但它與其他兩處高等級土司遺址的組合，有
助於展現土司制度管理層級的完整序列。

貴州海龍屯：軍事防禦城堡
貴州海龍屯位於黔北大婁山東支，是播州楊氏土

司的軍事防禦城堡，始建於宋，集中建造和使用於
明萬曆年間（16世紀末），遺存分佈範圍160公
頃，以9道關卡及5,000餘米城牆為主體構築起堅

固的山地軍事防禦
體系。其雄
偉的城牆和

關口遺存保存至今，是土司與中央政權間及土司間
必然存在的摩擦與平衡關係的典型物證。

湖南實現世遺零的突破
「三處土司遺址捆綁申遺，是因為它們各有特

色，在功能和性質上能互補。」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長、研究員郭偉民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
表示，三處土司遺址中，湖南永順老司城以年代
最早、時間最長、序列最完整等特點位列翹楚。
該遺址也成為湖南首個世界遺產。
郭偉民指出，「湖南永順老司城是一個地方政

權的中心所在，而貴州海龍屯是一個軍事堡壘，
唐崖土司則是更次一級的地方小政權。而且老司
城始終把國家命運看得高於一切，這和海龍屯完
全不一樣，海龍屯最後是朝廷平定的叛亂，而唐
崖土司在改土歸流時期也和朝廷發生過戰爭，只
有老司城是主動接受國家招撫，率先完成改土，

它對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歷史
進程的貢獻是任何其他土司城

都替代不了的。」

湘
鄂
黔
土
司
遺
址

湘
鄂
黔
土
司
遺
址

成
功
申
遺

成
功
申
遺

中
國
世
遺
增
至

中
國
世
遺
增
至
4848
項項
穩
居
世
界
第
二

穩
居
世
界
第
二

中國土司遺址申遺成功了！德國時間7月4日上午，在波恩召開的第39屆世界遺

產大會上，以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為龍頭的中國土司遺址申報項目，經集中討論、

研究和表決，被批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也是中國被列入的第48處世界遺產，

穩居意大利之後位列世界第二。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貴州

海龍屯遺址共同組成的中國土司遺址，不僅填補了中國土司制度考古學的空白，也

為探討當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和諧共處之道提供了難得的物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青霞報道

從事考古挖掘工作數十載，深居老
司城土王祠長達6年的國家一級考古
專家、原湘西自治州文物局副局長龍
京沙對老司城一片深情。
本是做墓葬調查的他，1987年第一

次進老司城，未曾想到會和這片土地
結下不解緣。
1995年，以龍京沙為首的5人考古

勘探組正式進駐老司城，開展了為期
2年的考古挖掘。2010年龍京沙隊伍
再次開赴老司城，這一待就是4年，
在這4年時間裡，老司城的考古挖掘
工作和遺址的價值認定等都取得了巨大進展。對老司城考古發掘
面積達4,800平方米，勘探面積達2萬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5萬
餘件。
為了考古挖掘工作，勘探隊員們不辭勞苦。「第一次進老司城

的時候連路都沒有，我們坐船、翻山，進一次老司城要2個多小
時。」回憶起往昔的勘探經歷，龍京沙黝黑的臉龐上有些許動
容，「記得2013年的一個晚上，我在土王祠裡睡覺，因為是老房
子，蟲子特別多，有一滴液體滴到我的眼睛裡，我的眼睛當時就
睜不開了，第二天腦袋腫的像皮球那麼大，送醫院治療，然後轉
院治療，那次我的眼睛差點就看不到了。」
對此次的申遺成功，今年已61歲高齡的龍京沙對記者表示說：
「我們有底氣，我知道一定會申遺成功的。」

曾經這裡有宏偉的宮殿，闊大的衙暑，
莊嚴的宗祠，如網的街巷，高雅的書院，
高聳的牌坊……現在這裡歷經歲月風化，
飽經山、土、泥層的覆蓋，已然褪去了當
年的繁華盛世，僅留遺址遺跡靜默於山水
之中。

挖掘歷史文化 展示遺產價值
「你粗粗看上去覺得它（老司城）可能
就是幾個土堆，就是一些石子路，就是幾
座墳墓，但是從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來挖掘，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方
面，它都具有非常大的現實價值。」湖南
省文化廳黨組書記、廳長李暉指着老司城
遺址說。
「6年的申遺路，十分不易，但申遺成
功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今
後應該怎麼保護好文化遺產，在這個方面
我們要做好工作。」李暉說，「一是要遺
址本體保護好，二是要遺產價值展示好。

我們之所以能成功申遺，更重要的是關注
老司城背後的文化價值。比如說，土司制
度的源流，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文化是怎樣
融合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區域自治政府的
關係是怎樣處理的等等，這些背後的文化
機制都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適當開發旅遊 讓原居民受惠
此外，基礎設施要完善好、周邊民生要
改善好、周邊生態要保護好也非常重要。
李暉強調，「申遺不是一個擾民工程，它
應該成為一個惠民工程。要讓我們的原居
民能夠最大限度的享受申遺帶來的實
惠。」
湖南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長陳
遠平指出，「對於老司城的開發利用一定
要適度，堅決杜絕盲目和過度的旅遊開
發，而適當的發展旅遊，讓國內外的民眾
體驗老司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
魅力和豐富內涵也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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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紀至 20 世紀初，
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
家，中央政權為深化對西
南這一地理阻隔、文化多

樣地區的管理，基於原有的「羈
縻」等管理方式，制定並推行了
「土司制度」。據湘西州副州長李
平介紹，這種制度是由中央委任當
地少數民族的首領世襲擔任土司，
秉承「齊政修教，因俗而治」傳統
的管理理念，把封建王朝的政治、
文化這些理念在土司制度實施區進
行普及、推廣、教化，增強少數民
族對中央政府的國家認同感，同時
提高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
音樂等傳承，實現中央政府和當地
邊疆少數民族共同發展。若雲書院
是湖南永順老司城彭氏土司響應中
央王朝「齊政修教」的要求興辦的
溪州第一所漢學。

土司制度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管
理與社會整體發展具有重要的意
義，該時期的中國中央政權通過
「土司制度」實現了對西南地區的
長期、有效管理，通過對土司管理
權力和義務的制度化規定，促進了
其管理方式與國家管理體系和文化
思想的接軌。

封建王朝建土司制
管理西南少數族群

■中國國家文
物局副局長童
明康（前中）
在申遺成功後
鼓掌。新華社

位於永順縣城以東
靈溪河畔，是古溪州
彭氏土司政權的司治
所在地，依三級台階
地形而分為三區：居
民區、衙署區、首領
生活區。遺址為「三
縱五橫」的棋盤式佈
局。

湖南永順
老司城遺址老司城遺址

位於黔北大婁山東位於黔北大婁山東
支支，，是播州楊氏土司的是播州楊氏土司的
軍事防禦城堡軍事防禦城堡，，如今環如今環
屯城牆尚存屯城牆尚存，，屯內遺有屯內遺有
「「老王宮老王宮」」和和「「新王新王
宮宮」」兩組重要建築基兩組重要建築基
址址。。

貴州播州貴州播州
海龍屯遺址海龍屯遺址

位於武陵山區西段位於武陵山區西段，，主人主人
覃姓唐崖土司世代居宦覃姓唐崖土司世代居宦，，辟辟
33街街1818巷巷3636院院，，包括衙署包括衙署
區區、、宗廟區宗廟區、、軍事區軍事區，，以及以及
書院書院、、花園花園、、養馬場養馬場、、狩獵狩獵
場等場等，，佔地佔地100100多公頃多公頃。。

湖北唐崖
土司城遺址土司城遺址

■■湖南永順老司城祖師殿發掘湖南永順老司城祖師殿發掘。。本報湖南辦傳真本報湖南辦傳真

■■祖師殿建築群祖師殿建築群 中新社中新社
■■飛虎關飛虎關 新華社新華社

■■石雕石雕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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