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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文化

湘西有条叫土家族母亲河的酉水，虽不是大江大河，确为一条历史文化长河。千万
年以来，人类文明不同时代历史文化古遗址遗存在酉水星罗棋布，这些静默深藏于
山水之间的珍稀历史文物和时光隧道里鲜活的历史标记，一直用无声胜有声的“肢
体语言”传述着自己身世。一处处不同时期文化遗址标识着酉水历史文化在人类文
明进步史上的坐标和方位；一处处遗存犹如历史长河中的驿站和宝库，不断释放着
酉水历史文化的流光溢彩；一处处遗产就是一座座天然三维历史博物馆，演绎着酉
水人文历史故事，走进酉水犹如走进人类历史文化长河。 

这里有20万年以来原始社会湘西先民聚集群居遗址。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50—1万
年，人类从猿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原始洪荒岁月，以使用人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远
古人类生活时期。酉水流域先后发现并发掘11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花垣茶峒药王洞
、茶峒边贸大街、龙山里耶溪口、沙坪，保靖县城龙马嘴、原龙溪乡、四方城、清
水坪中学(2002年)、官山堡、原拔茅乡、东洛村(1987年考古调查发现出土旧石器
遗物，2003年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龙溪乡沙坪。湖南省考古
专家袁家荣将湘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定位为“㵲水文化类群”，时代大致距今20万年
。换句话说，早在20万年前酉水先民就开始集体群居生活。2008、2011、2015年
三次对花垣药王洞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2号、3号溶洞和挡土墙遗迹1处
，出土打制石器61件，磨制石器1件以及熊、牛等动物骨骼化石。其中有砍斫器、
尖凸刃砍斫器、刮削器、石锤等旧石器，大量石锤和长身侧刃砍斫器有别于湘西同
时代其他遗址出土石器。通过对化石骨胶蛋白质提取分析，骨样距今己有3.9万年。
当时湘西先民在酉水流域洞穴台地过着原始社会狩猎聚集生活。尤其是茶峒台地炭
末及烧土重大发现，见证湘西先民已普遍用火。茶峒盆地除了发现旧石器文物，还
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文物和汉代至明清的陶、瓷残件等。此外，酉水流域许多
溶洞都发现大量多种动物化石。 

这里有“轴心时代”湘西先民文明走在前史证案例。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旧石器时代
文化发展延续，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阶段，距今1万—5000年，年代大致相当
于“大溪文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描述着新石器时代先
民生活：“他们捕食红鹿、獐子、野牛和野猪……他们把谷粒烘干，用石磨碎，保
存在土罐里，需要时拿来吃……他们穿的主要是兽皮……”考古发掘了重庆酉阳笔山
坝、贵州松桃虎渡口、花垣茶峒药王洞、龙山里耶溪口、洗车河苗市坝嘴、保靖东
洛、押马坪、渴洞、永顺王村等9处遗址。出土了石网坠、磨制精湛的石斧、石锛
、石凿等重要遗物。湘西州文物局原副局长、考古专家龙京沙认为酉水流域人类活
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没有间断过。重庆酉阳笔山坝遗址位于酉阳县大溪镇
笔山坝村5组，面积4万平方米，分为二期，考古学家在酉水首次发现的大溪文化遗
址，认为酉水也是大溪文化辐射传播渠道之一。一期以2—7号墓及石器加工场，20
07年考古发掘清理出1处石器加工场，出土以燧石石核、石片为主，包括一批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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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制石器成品和半成品。二期出土一批磨制精湛的石斧、双肩石锛、圭型石凿，考
古推测一期年代与大溪文化中期相近，距今6500—6000年。贵州松桃虎渡口遗址
位于松桃县木树乡境内松桃河(又名清水江，下游称花垣河)畔，紧邻花垣边城茶峒
药王洞遗址，占地3000平方米，1980年考古出土磨光石斧。龙山里耶溪口遗址出
土磨制石斧、刮削器、磨石棒以及细柄豆、麻面纹鼎足等器物。洗车河古码头古镇
出土过旧、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文化遗物，文明史可上溯万年，1961年出土虎钮
镖錞于、编钟、等古代青铜文物。此外，沅水流域泸溪下湾、洪江高庙2处距今780
0多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高庙文化遗址与酉水密不可分、戚戚相关，2处遗地出土中
国最古老的凤鸟、兽面和八面星等神像图案装饰的陶器和白陶制品，这些代表文明
水平的高庙文化文物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佐证，也为中国早5000多年前多
元一体中华文化雏形提供了考古文物实证。湘渝考古专家对6000年前酉水土著文化
与大溪文化就已融合形成共识。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Jaspers)的“轴心时代
说”，人类文明进步的“轴心时代”是在东方中国、印度和(西方)希腊四大文明古
国同步开启的，酉水是中国文明进步先行区，上述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是有
力证明。 

土家族打镏子被称之现代打击乐器文化“活化石”。《尚书·尧典》记载“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的原始艺术表演，即人们用石头互相撞击发出声音，作为原始舞蹈伴
奏。清代《龙山县志·风俗》记载土家族人常常喜欢“击石以歌”。专家学者考证龙
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打镏子源自新旧石器时代先民的打击石器，湘西先
民万年文化演绎传承创新发展结晶。“击石拊石”，土家族人打溜子的最古老源头
。酉水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咚咚喹”的前世始祖为古老原始的骨哨和鸟哨
，骨哨是用鸟兽腿骨作材料，制作出最古老的乐器。骨哨转型升级为鸟哨，变成狩
猎工具，借助骨哨吹出禽兽求偶、嬉戏所发出的鸟语声，引诱捕猎禽兽。专家学者
认为湘西骨哨诞生于距今6500—7000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沅水高庙文化遗址和
湘西松溪口贝丘遗址相继出土3枚骨哨，外形古朴，至今还能吹响。永顺不二门商
周遗址也出土骨哨。随着文明进步，鸟哨融入土家族人日常娱乐生活解惑抒情，成
为古老吹管乐器—“咚咚喹”。在山间旷野独自劳作、谈情说爱或心情郁闷时，土
家族人都会随手制作一支咚咚喹，向着情侣、天空、大山、绿水、森林、牛羊吹奏
，宣泄发泄自己内心的欢乐或不快。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的第一缕阳光眷恋照耀
着沅水流域，其在中华文明进步先行区和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具有一定显示度。 

这里有商周土著濮文化遗存遗风。商周文化遗址遍及酉水流域。刘伯庄《史记地名
》载：“濮在楚西南……由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考古专家先后发
掘考证了龙山三元、石羔、铧口丘、里耶刘家堡(烽火台)、里耶下码头、苗儿滩(商
周前期土著民族文化)、洗车河、永顺不二门、来凤牛摆尾等遗址。其中，龙山三元
、石羔发掘商周、两汉、隋唐、宋至元明清时代文化遗址27个文物点，商周遗址主
要集中在包坎上商代、伍家河商周代2个点。龙京沙专家认为伍家河牛摆尾遗址有
三星堆文化元素(灯形器、鋬形器)，说明十二桥文化也辐射传播融入酉水文化。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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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丘遗址为3000年前东周文化，以古建筑文化遗存为特征，与湘西当今“干栏式”
吊脚楼建筑风格完全两码事，或许与“百濮”、“百越”的土著先民生产生活相关
联。以永顺不二门和龙山里耶、苗市坝嘴为代表，不二门洞穴商周文化系列遗址最
具重要意义，为本土濮文化，居住在不二门的土著濮人，为一大族群，以不二门为
中心，活动范围广泛，从不二门及其周边发掘出土了大量狩猎用铜箭镞，打渔用网
坠，织网用的骨针，骨管，卜甲，骨锥，尖状器，鹿角等文物。骨管是早期吹管乐
器，与新石器时代骨管一脉相承，算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咚咚喹”的开山
鼻祖。卜甲表明濮人族群己有祭祀活动，土著濮人已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信仰。此外
还出土大量手工陶器，主要有夹砂陶鼎、甗、鬲、豆、钵等炊具、食器及容器，还
有部分剑、斧、凿、钺、镞、鱼标等铜器残片。其中，宽格短剑与楚式、巴式剑有
别，专家认为此乃具有濮文化形态的剑。另外，不二门洞穴遗址出土有鬲、簋、甗
，其釜形鬲扭制榫头套粘入釜身做法、水波纹和几何刻划纹仅在不二门遗址发现，
最具特征特色，且从商代延续到春秋。1961年龙山洗车河商周文化遗址出土虎钮錞
于、编钟、镜、鸳等古代青铜文物。酉阳笔山坝出土大量以夹砂褐陶为主陶器，为
中原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遗存。 

这里有改写大秦历史实证佐证。2021年里耶古城遗址中国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里耶古城遗址不足一平方公里范围，多个时期文化遗址迭加于一地。不仅有
里耶秦简古城遗址，而且还有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处，商周文化遗址4处，两
汉文化遗地6处，元代文化遗址1处，明清文化遗存成片成块保存完整，古城周边还
有千余座战国末期至两汉古墓群(麦茶战国古墓群、魏家寨西汉古墓群、大板西汉古
墓群)。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数百座战国古墓，出土柳叶剑、双色剑、琉
璃瓶等珍贵文物。土著先民香火早在十多万年前就此安营扎寨，繁衍生息。2002年
仅从秦简遗址一号古井就出土3.6万多枚秦简，一举成名，震撼中外。秦简上文字数
比《二十四史》中的“秦史”篇要多得多，考古价值可与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文
书旗鼓相当，是继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后，秦代文化又一惊世发现。里耶秦简，中国
第一部日志式断代史，中国第一批官方简牍档案，一群“会说话”的兵马俑。不仅
丰富复活并改写了秦朝部分历史，而且提升酉水历史文化价值，洗白了数千年来强
加于“五溪五蛮”区域人民头上“蛮”的历史贬称和“冤屈”。诸如，历史上未曾
有记载的“洞庭郡”“邮递制度”“特快专递”“竹笔”“木笔”“松烟墨”“九
九乘法表”“玛瑙玉石砝码(代表商贸水平)”“法治制度”“祠先农(秦史从未提及)
”等。“九九”乘法口决被清晰书写在长22厘米、宽4.5厘米的秦简牍上，古代《
管子》《荀子》《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都曾提及“九九”运算，但一直找不到
实物来佐证，也为世界算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佐证资料。“洞庭郡”横空出土问世
，几乎颠覆中国以往对秦代36郡历史书写。酉水下游曾多处出土“铜制砝码”，较
为普遍，但玉石玛瑙砝码只有金、玉、琉璃、楜椒等贵重物品商品交易时才排上用
场，可见秦朝里耶商业经济活跃繁荣。秦简简文涉及法律制度和司法办案方面内容
较多，其中，有一组12枚保存完整简牍，记载着12名阳陵县戍守洞庭郡的人因无法
偿还欠下的官府债务，被官府强制按欠债多少折算服劳役事件。“祠先农”说明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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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农耕文明神话的重要发源地，中华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秦简中有“鞠之，越人
以城邑反蛮”等与越人争战简文，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宁，越人与蛮人族之间矛盾
经常激化，越人从城邑中奔出，反过身来攻击蛮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
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里耶古城遗址出土
文物彰显着鲜明的各民族文化交融特征特质。除了秦文化元素外，楚文化风格占主
流，但出土兵器尚有巴蜀文化风格，陶器中尚有土著濮文化风格。里耶古城遗址文
化正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四个共同”重要论述
的鲜活历史案例。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
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
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里耶古城，一座“千万年不间断的立体历史博物馆”
。 

酉水下游沅陵二酉文化遗址与里耶秦简源远流长。《辞源》对“二酉藏书”注释：
“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四九荆州记：小酉山上石
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藏书名二酉”。传说2000多年前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京都咸阳儒生惨遭坑戮，看到经书古籍行将灭迹，秦朝咸阳
两个“秃发老伏生”冒着被秦始皇杀头风险，偷偷将家存书籍拉了5车书籍，从河
南咸阳经湖北，水舟陆车，日夜南奔，然后经洞庭湖乘小船沿沅水转酉水，逆水行
舟，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沅陵乌宿，将1000多卷竹简书籍藏在“鸟飞不渡”“兽不敢
临”的二酉山洞里。秦亡汉兴，藏简重现，故有“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典故。《
方舆记》：山下有硕，中有书千卷，秦人避地隐学于此，梁湘东王谓“访酉阳之逸
典…‘伏胜于小酉’”诗传播于世。耆旧相传，尧时善卷，唐张果老皆尝隐居于此
。 

这里有众多战国汉代诸侯争霸古战场古墓群。酉水虽自古属南蛮之地，但通荆楚而
连巴蜀的重要军事要道和黄金水道，成为诸侯将相争先恐后抢夺据为己有的“肥肉
、香饽饽”，酉水成为一条充满血腥味、狼烟四起的“动感地带”。春秋濮、楚、
巴、蜀、杨越、夜郎纷争不断，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都没能取代割据，始终
都是蛮首、土司自治天下。无论保靖迁陵县故城、青铜冶炼、魏家寨古城、里耶古
城、大板古城、窑头战国古城、贵州松桃虎渡口遗址、龙山湾塘汉文化遗址群落等
战国汉代遗址，还是古丈会溪坪下溪州故城、罗依溪(落印溪)、红石林白鹤湾、沙
湾、永顺王村、保靖四方城、清水坪、龙山里耶麦茶、沅陵窑头等众多战国汉代古
墓群，辉煌考古成果彰显了酉水战国汉代雄风。其中，龙山里耶战国古城、大板汉
代古城与保靖魏家寨汉代古城仅隔河相望，呈“品”字形相互照应，战国汉代时期
，说明里耶、清水坪一带，不仅是秦王朝控制西南的军事重镇和要塞门户，而且还
是战国汉代时期重要军事中心，楚国应战巴蜀、夜郎及西越的桥头堡，也是楚、巴
、濮、越、汉、土著等民族经济文化交融渗透发展的鲜活史证。“迁陵侯印”、铜
虎钮“陈过之印”及“陈农信印”、“张君稚印”等印章出土，诉说着汉代酉水风
云故事，特别是“迁陵侯印”，作为一个小小迁陵古城守令，能够被朝廷封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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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足以佐证汉代酉水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考古发掘了诸多兵器、琉璃器等珍
贵文物，以及大量鬲、盂、罐、鼎、敦、壶、豆等陶瓷随葬品。青铜兵器不仅深埋
地下、而且还流落民间，当地村民在河岸谷沟、田间地头、古寨古村发现商周至战
国时期的青铜兵器、青铜炊具等屡见不鲜。诸如，上个世纪保靖拔茅乡一村民上交
战国时代柳叶形青铜剑，里耶一村民上交战国青铜戈。贵州松桃虎渡口遗址还出土
汉代虎钮錞于、镜、铎、铣等青铜器和唐代“阆州之印”等文物。龙山湾塘汉文化
遗址群落(古黚阳县址)也出土青铜器和陶器等文物。上述青铜器和陶器文物大多为
楚文化遗存，说明当时楚文化为酉水流域主流。《史记·苏秦列传》曰：“楚，天下
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酉水流域古属楚黔中郡，其与川东、黔东、鄂
西接壤，为连接楚荆、巴黔通道，楚国征战巴国必走酉水。千万年来以来，酉水始
终为兵家官家商家、诸侯部落必争必夺之地，一直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覆水。
控制酉水就掌控了重要战略军事物资装备(战车战船)，管控了制作青铜兵器的重要
原料锡等材料来源，谁就拥有战争制胜主动权。屈原《国殇》中的车马声、金戈声
、刺杀声、嘶吼声仿佛就在酉水。距今2500多年酉水上水兵已很强大，穿越时空回
到千万年前冷兵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巴人、楚人、蜀人、濮人等为各自利益和生
存，手持矛戈，乘着战船，列着兵阵，兵戈相见，短兵相接。巴人蜀人与楚人濮人
白鹤湾之战、保靖之战，濮黎之战，朝秦暮楚之战，魏吴赤沙湾之战，楚濮之战…
…。《左传·昭公十九年》记录了公元前523年“楚为舟师以伐濮”。一幕幕战事，
一场场血腥风雨，演绎着酉水沧海桑田、前世今生。会溪坪不仅是溪州之战主战场
，而且早在战国汉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扼守楚蜀要津古战场。在其秦汉酉阳县城
遗址，曾出土西汉铜弩机等兵器遗物。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周边64座战国古墓和一
座东汉墓，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青铜兵器具有重要价值，上游不远处箭潭口
考古发现水上射箭训练场遗址。白鹤湾楚墓群，自1984年以来三次考古发掘战国西
汉墓葬100余座，出土陶器500余件，以楚文化为主，土著文化为辅，还发掘战国
生产工具铁斧、凹字形侈口铁锄各1件。1984年发掘兵器38件(其中有扁茎柳叶形剑
、扁茎折肩剑)、铜戈8件(一件铭文戈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制印4件、四山纹铜镜
、磬、砝码、水晶环、带钩等。保靖县城魏竹路洞庭村古墓群，与四方古城遗址隔
河相望，2020年考古发掘出土汉代武陵郡及所辖7县官印(沅陵丞印、迁陵丞印、辰
阳长印、镡城长印等)。保靖清水坪古墓群，考古发掘战国汉代古墓300余座，出土
汉代青铜礼器和流通货币2700余件。沅陵窑头山古城(黔中郡)遗址，有千余座大大
小小汉代战国古墓群，出土秦砖汉瓦和鬲、钵、豆、罐、壶及戈、剑、箭簇等青铜
兵器。沅陵窑头山古城遗址位于沅陵镇黔中郡村(原窑头村)，始建于战国，废弃于
西汉，占地9万平方米，有大批战国古墓群，出土过简、瓦、鬲、缸、豆、瓦当等
。200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窑头古城古墓进行科学勘探，发现磨盘山是
比长沙马王堆规模要大的古墓。战国汉代古遗址古墓群诉说着酉水多事之秋和动感
雄风。上述遗址遗存发掘文物能感知一场场战争惨烈悲壮，从屈原《九歌·国殇》追
寻还原战场的血腥残酷。湖北来凤卯洞晋至元代文化遗址，20世纪90年代考古出土
200多件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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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秀山石堤打锣寨元代文化遗址，元代城墙、石基、卷洞城门、岩朝门等遗迹保
存至今。元代、明清时代，战争频发，火药味血腥味弥漫，古代“九溪十八洞”抗
元农民起义重要战场，农民起义军在此与元朝官军进行了3场激战，双方伤亡惨烈
，明清时期也未安定过，多次爆发战争，为此打锣寨又称“打妖寨”“妖家洞”。
明末清初，李自成部张献忠的人马计划沿酉水而上进入西南，保靖宣慰使彭朝柱于
顺治八年九月(公元1651年)率兵在保靖沙山埠进行阻击，并一举将张献忠队伍击溃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遭洪秀全疑惑，公元1857年5月率数万壮士负气脱离天朝，
独立作战。据《湖南省地方史杂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记载，江西失利后调整作战方
案，率部辗转前往西南，从保靖走酉水而上抵达龙山里耶，撤退时纵火烧了里耶前
街和后街，这也是里耶古城近代第一场大火，石达开除了在酉水干坏事外，也留下
了节俭葬母口碑。 

这里有探秘湘西古文明金钥匙。保靖四方城遗址涵盖见证了酉水流域古代文明全过
程。位于迁陵镇要坝村的四方古城，始建于战国，历经秦汉两晋、唐朝，至于宋朝
，历时1600多年，考古发掘古墓95座、战国粮窑1处、东周遗址1处、春秋时期沟1
条、汉代青铜冶炼遗址1处，出土战国短剑、戈、山字铜镜、汉代铜盆铜器、元代
瓷器等，一个完整的封建时代城市考古标本。该遗址被称作“开启湘西古文明的金
钥匙”，酉水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功能显而易见的。其中，大型青铜
冶炼场遗址证明当地经济繁荣发达，青铜冶炼的锡等原材料靠外地运输供应，彰显
着酉水生产力水平走在前，出土的镏金铜饰经林河老先生鉴定为一头猛兽正在吃牛
图案，此物是西方文化的经典产物，为泊来品，理由是东西方文化表现王权时，东
方选择神权神仙，西方选择猛兽。保靖镏金铜饰、里耶琉璃器、白鹤湾水晶环等文
物是“洋货”，跨国贸易流通到酉水的遗存，足够说明彼时此河为开放性黄金水道
。遗址还发掘了大量唐代文物，其中最具唐代文化的文物有金镯、银簪、双手臂银
箍、银梳、瓷枕、开元通宝等，工艺精湛、制作精细。 

这里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枚定海神针。溪州铜柱是湘西土家族人心中神物圣物。
据《资治通鉴》：“公元939年9月，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发动溪州之战，与楚
王马希范交战半年，最终彭士愁“束子携印请降”，双方盟誓为约立铜柱”。北宋
时期，溪州之战立铜柱誓盟约后，溪州铜柱首次竖立于土司都城会溪坪，会溪坪又
称下溪州、会溪城、誓大州。溪州之战前会溪坪(九龙厅)为溪州刺史彭瑊大本营，
后成为首位土司彭士愁都城，湘西二十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湘西800年土
司统治中心，前200多年均在此。《宋史·蛮夷传》：“总二十州皆置刺史，下溪州
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并置寨于茶滩南岸……踢新城名会溪”。会溪坪古城东
门建有峨嵯賨祠，城外有土司彭师裕墓地。溪州铜柱立于后晋天福五年，湘西文化
根、魂、源。读慬溪州铜柱就读懂了酉水，更读懂了湘西。溪州铜柱，因税而战的
见证，八百年土司王朝标志。溪州铜柱记录了1000年多前溪州刺史、首领彭士愁与
楚王马希范多次多年交战媾和、缔结明约、划彊而治开启土司时代的见证。溪州铜
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创首倡标志，具有重要政治历史意义。沈从文在《湘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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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湘西》：“土司制度为中国边远各省统治制度之一种，五代时马希范与土司夷长
立约的铜柱，现今还矗于酉水中部河岸边，地临近青鱼潭”。溪州铜柱，1961年国
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与韶山冲毛主席旧居、故宫、长
城等同批，彰显着其重大历史价值。溪州铜柱后晋天福五年首立于古黔安(今古丈会
溪坪野鸡坨)，后来因战争等原因多次辗转迀徒，但一直未离开湘西，像“定海神针
”一样浩然立于天地间，呵护着湘西儿女。溪州铜柱上园下为“八方形”，柱高2.9
8米，刻写铭文字约2619个。中国历史上铸立过9根铜柱中唯一仅存，也是铜柱上
铭文字最多的一根。从溪州铜柱碑文中感悟一场场战争双方的俱伤与得失。根据历
史查证铜柱，东汉名将马援，兴武帝封其为“伏波将军”“马革裹尸”“老当益壮
”等成语故事原形，在越南树立“两根铜柱”，并在铜柱上刻有“铜柱折叠，交叉
脚趾破坏”“铜柱拆，交人灭”等字意，唐朝李贤注在《广州记》中：“援到交阯
，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难怪吉首、永顺、古丈、凤凰等地都有伏波宫等宗教
之地。纵观历史，国内曾铸造过9根铜柱，至今唯一幸存下来的是溪州铜柱，我国
幸存的铁柱，目前尚有云南大理南诏铁柱，1988年国务院将其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该柱仅有22个铭文，即“维建极十三年岁次王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
立”。 

这是有中国“马丘比丘”。老司城遗址，湖南省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在2015年
7月4日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
龙屯遗址联合申报“土司遗址”成功，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楚王
马希范与溪州剌史彭士愁溪州之战立溪州铜柱开启了彭氏土司在湘西818年“土司
政权”时代，即始于南宋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终于清代改土归流(公元1728
年)。彭氏土司政权司治(土司治所)有三处、四处之说，公元910年至1135年定都于
下溪州，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迁至永顺灵溪镇老司城，公元1724年司治迁至
永顺颗砂乡。老司城又名“福石城”，占地25平方公里，彭氏土司历时600余年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鼎盛时期辖20个州，范围涉及武陵山区的湘鄂黔渝
4省市边区，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陈砖残瓦都见证折射着土司的辉煌与沧桑。
老司城拥有自商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留下来的众多文化遗址、民间口
头故事及35位彭氏世袭刺史或土司执政故事。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
悠久的古代土司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认定老司城完整反映土司及土司
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被誉为“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军事城堡”和“全国保存最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
化古城”，也是酉水流域辉煌古文化遗存价值的集中体现。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文物活态文化并存，保留了诸多湖湘文化、土司文化遗迹
，涵盖从生产方式、建筑技术到族群社会、制度法规、恋爱婚嫁、织染服饰、宗教
巫术、土医土药、民间文艺等方方面面；独立的考古遗址与复合的遗产体系并论，
见证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古代中华民族大融合典范，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发展的鲜活标本，为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鲜明史证。据史
料记载，彭氏土司响应朝延号召代表国家征战平定包括倭寇在内各种叛乱达1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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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明朝嘉靖五至六年(公元1526—1527年)，湘西土司二次奉朝廷之命率土
兵远征广西平叛剿匪，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立下了不世之功。嘉靖五年春，永顺
宣慰使彭明辅、保靖宣慰使彭九霄率2万8千多名土兵，从酉水乘船出征平定广西岑
猛叛乱，两位土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骄勇善战，尽管土官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土司彭明辅、彭九霄身负重任，保靖土司彭九霄长子彭虎、次子彭良臣分别战殁
和病死，土兵阵亡万余人，但最终取得平叛阶段性胜利，两位土司和彭九霄三子彭
荩臣受到朝廷封赏。嘉靖六年冬，广西叛乱匪患再起，王阳明临危受命后求助湘西
土司，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和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再次各率五千永保土兵披挂上阵，乘
船走酉水转沅水远征广西，攻坚拨寨，平定叛乱，剿灭匪患，安定民心，为王明阳
消除了心腹大患，深受王明阳赏识和敬仰，高度评价湘西土司官兵“世有六德”，
从此湘酉土司官兵声誉远扬，引起朝廷高度关注。倭寇入侵我沿海地区时，明朝嘉
靖34至37年，战事紧急关头，朝廷又钦点土司官兵，保靖宣慰使彭荩臣、永顺宣慰
使彭翼南率数千湘西勇士，驾着艨艟(艨冲)战船，沿酉水而下，奔赴浙江、苏州与
倭寇血战，为歼灭倭寇立下汗马功劳，史称“东南战功第一”。老司城遗址不仅仅
是中国的“马丘比丘”，而且比“马丘比丘”更具历史意义。虽然马丘比丘是南美
秘鲁双遗产，但其为“印加”遗迹，始建于公元1440年，而老司城更古老悠久，早
其315年。前者是建在海拨2450米山脊上，处于一个封闭环境，代表着印加文明，
后者是建在开放的酉水黄金水道上，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其文明进步水平远高
于前者。老司城，土家族发祥地，土家族历史文明总汇，酉水历史文化重要标志。 

这里有土家族最古老精神家园遗迹遗产。首八峒，八部大神故地之一，又称八部大
王庙遗址，人称湘西土著人的“布达拉宫”。首八峒，八部大王首领涅壳赖故乡，
位于酉水河北岸黔山脚下保靖县碗米坡镇(原拨茅乡)水坝村，始建于清朝乾隆二年
前(公元1737年)，庙后为涅壳赖墓地，该墓是土家族八部大王庙中年代最久远的一
座古墓。据尚存残缺截石碑上依稀可见的阴刻文字：“首八峒历汉、晋、六朝、隋
、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名为八部者，盖以威我镇八峒，一峒为
一部落…峒者…”。传说涅壳赖能钻山入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带领部落战河
妖、守山寨，土家族地区八峒首领推保靖土酋涅壳赖为首领，故名八部大王。八部
大神(大王)如同《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土家族人心目中无所不能的英雄
盖世的祖宗祖先，八部大王如同尧舜禹对华夏民族贡献一样劳苦功高，毛古斯里“
毛人”形象。土家族史诗《摆手歌》《梯玛神歌》中描述八部大神：“嘴巴像水瓢
，鼻孔像灶孔，脚杆柱头粗，满身都是毛，头戴芭茅草，捭脚捭手走，叽叽咔咔笑
”，“古树连根拔，捉虎像捉猫，上天抓鹰鹞，下水擒龙蛟，四处降魔妖，杀敌如
割草”，“吃肉连毛，吃酒连糟，很来没得再很的了”。首八峒八部大神神堂是土
家族最古老的宗教祭礼圣地，祭祀八部大神是土家族最隆重的民俗节庆活动，时常
在大年初一初二举行大型血祭活动。据《酉水考略》记载：八部首领曾带领土著先
民捍卫八蛮峒口——土家族的发源地，从茹毛饮血蛮荒时代进入定居的农业时代。
土家族给自己祖先赋予了各种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遗址一幅对联正如其写照：“
勋犹垂简篇驰封八部，灵爽式斯土向血食千秋”。八部大神首领传说有一母生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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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10个兄妹和1个等多个版本，后由龙乳凤荫成顶天立地英雄首领。其中，8
个首领说源自首八峒八部大王庙清朝时期碑文和里耶着落湖八部大神庙对联，9个
首领说源自土家《摆手舞》关于人类起源的《雍尼补所》，10个首领说源自土家族
古歌谣《洛蒙厝托》，1个首领说源自八部与土家族语“巴普(祖先)”偕音及神堂神
像及《梯玛神歌》等多方考证，其他与前3个传说大相径庭。八部大神是个人，且
疑为女性，八部大神神堂和里耶婆婆庙供奉之神只有一尊，且后者是一老太婆塑像
，且与屈原《楚辞·离骚》中“山鬼”对上了眼。《梯玛神歌》将八部大神素描成粗
壮雄伟、本领高强、茹毛饮血的原始形象。土家族传说中“吞口”源自首八峒，八
部大王庙遗址石基上一对雌雄红岩石雕怪兽“朝天孔”，其一对大眼和长长鼻子都
长在头顶，张着大嘴，雌兽已吞吃上了，雄兽还在寻找，意为“吞尽邪恶、保主平
安”，外形像虎而非虎，像狮而非狮，像麒麟而非麒麟。“吞口”为梯玛供奉神灵
，置于梯玛神图“起兵堂”右门，也是傩文化中傩神之一，嘴大面凶，凶狠无比，
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似兽非兽。总之，“吞口”为土家族人保护神，本领非凡，
比汉族神语传说中钟馗、孙拐李、济公、包公等本事高，除了降妖伏魔外，还可吞
食天地乃至凶山恶水在内的一切邪恶。 

这里有神秘湘西千古遗风例证见证。根据史料、酉水号子等记载，酉水两岸悬崖绝
壁上曾密布古老悬棺葬群，如今多数被水库电站淹没。自湖北来凤卯洞、重庆秀山
石堤、后溪酉水两岸及梅江、贵州松桃酉水支流松桃河云落屯、保靖乳寿岩、毛沟
寨、永顺南渭、古丈箭潭口等地都有古崖墓群。20世纪90年代卯洞考古清理出30
余崖棺墓葬，秀山石堤数十座崖墓，保靖县城龙马嘴至下游灰甲滩、磨摩岩、大鹞
子、小鹞子一带有汉至元代大小崖墓19座。1978年凤滩水库正式蓄水前，湘西州
考古队清理酉水崖墓悬棺22座。贵州松桃云落屯仙人岭悬棺是西晋时期居住于此少
数民族先民留下来的悬棺墓葬。唐朝张鶿《朝野佥事》：“五溪蛮，父母死，于村
外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
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既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
三年不食盐”。悬棺濒水而葬，信奉逝者灵魂在阴间仍与生活在水边家人子孙相邻
长相厮守，安置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可避免野兽侵害，确保逝者灵魂得以安宁
。悬棺葬是古代越族奇特葬习，也是酉水先民崇拜祖宗宗教习俗。先民迷信祖先灵
魂具有保佑子孙后代的神秘力量，生者想借悬棺葬安抚逝者，取悦灵魂，诉求逝者
显灵保护。长江下游“越人”自商周朝溯江而上，经洞庭湖进沅水酉水流域上游迁
徙定居，不仅将水稻种植、冶炼等先进技术引进过来，而且将悬棺等生活习俗传承
下来，并与来自上下游的“楚人”“巴人”“蜀人”及本地土著人融合在一起安营
扎寨，长此以往也就成了武陵山区“濮人”，最终都成了湘西原居民，中华民族共
同体又一鲜活史证。悬棺还与湘西浓烈神秘民俗风情有较深渊源，传说与盘瓠文化
密不可分，盘瓠王与高辛帝三公主成亲生下三男一女后，举家迁居沅水流域凤凰山
生活。盘瓠王是宿星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盘瓠王死后，其子孙就将其棺材
置于河边悬崖岩洞里，悬棺葬给酉水增添了神秘色彩。一处处凌空绝处悬棺有着与
古埃及金字塔木乃伊魔咒般千古流传，给世人留下一串串至今未解悬念谜团，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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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许多难次言喻遐思，臆想酉水千奇百怪神话故事，感知神秘惊骇千古文化底蕴
，惊叹折服古人先民智慧。难怪熊大人在诔文写下“臻百福兮降百祥，千秋万岁兮
无厉无殃”。 

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角度，酉水有从旧新石器时代穿越商周、秦汉、战国、唐宋
到近代20万年光阴岁月的遗址遗存，从地质地球演绎进化史角度，酉水有从前寒武
纪冷家溪群、到寒武纪、奥陶纪、泥盆纪、志留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白
垩纪、第三纪、第四纪等比较连续的地质地层年代剖面和丰富多样的地质遗迹，行
进酉水如同穿越8亿年地球进化时光隧道。酉水历史遗址遗存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辉
煌，里耶古城遗址、老司城世界文化遗产、溪州铜柱等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
上具有世界价值和积极意义。穿越酉水就能感知历史文化长河的时空长度和广度、
内涵深度和厚度、资源禀赋丰度，其含金量和显示度亨誉国内外，酉水历史文化长
河实至名归。酉水，一座历史文化金山银山，诸多遗址遗存考古发掘研究才刚刚起
步，新时代新征程上，通过考古研究利用，酉水历史文化一定会扮靓“文化湘西”
名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湘西增强文化自信和智慧力量。 

（作者单位：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责编:李孟河]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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