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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屯飞龙关 (彭浩 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遵义县文管所所
长葛镇亚在翻阅历史文献的过程中，第一次
了解到了海龙屯和杨氏土司的历史。

于是，他背着老式的海鸥牌相机，在茫茫
大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就这样一步

一步地走到了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面前。
后来，随着海龙屯考古发掘与文物研究

工作的持续推进，无数文保工作者和文物爱
好者来到了这片土地，将海龙屯一点点展现
在世人眼前。

2015年7月4日，海龙屯土司遗址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贵州首个世界文化
遗产。

厚重的土司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丰硕
的考古成果，无不让人为之着迷。

诉说历史沧桑 展示文化魅力
——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

遵义老城杨柳街中段，紧挨遵义会议陈
列馆后门的是一幢建于民国时期的二层仿
洋楼房。这幢与遵义会议会址风格相同、中
西合璧的小洋楼，前后二进，以回廊相连，俗
称“走马转角楼”。和老城诸多老宅一样，前
后两进之间的小天井里，也有一口水井，供
日常所需。楼上回廊临街，凭栏可俯眺杨柳
街街景。

这幢门牌为杨柳街 14号的洋楼，被称
作“侯家公馆”。它的主人侯之珪（侯筱白），
曾任国民革命军25军第7师副师长。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期间，时任中共
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
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莱恩）就住在这里。
同住的还有翻译伍修权、王智涛，警卫员康
念祥、黄英夫等。

博古、李德，作为“三人团”成员，对于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之
战”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遵
义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与
会其他同志的批评。尽管他们当时对所犯
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但都服从了会议决
定。会后不久，博古不再担任总负责人的职
务，保留政治局常委，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
主任。李德也被取消军事指挥权，随红一方
面军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途中，博古支持中央北上抗日战略
方针，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西
安事变时，博古协助周恩来，促进了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中博古创办《解放
日报》，主持新华社工作，卓有建树；1946年
2月，博古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重庆参加政治
协商会议，4月 8日，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飞机
失事，与叶挺、王若飞、邓发、黄齐生等同机
罹难，享年39岁，史称“四八烈士”。

1940年 1月，国立浙江大学西迁遵义，
杨柳街 14号被租用作了女生宿舍，饱尝颠
沛流离之苦的百多名浙大女生和单身女教
员总算有了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安身之
所。这里终于安放下了一张简陋的书桌。
同样简陋的书架上堆满各种书籍、笔记，居
然找不到一面用于梳妆打扮的镜子，以至前
来考察的英国牛津大学陶德斯教授惊诧莫
名，感叹不已。但浙大的女生们“穷且弥
坚”，这里的走廊上“总洋溢着快乐和谐的笑
声”，直到1946年6月浙大离开遵义。

遵义解放后，杨柳街 14号被政府接收，
用于安置贫穷无房的居民。这里挤进来 20
多户人家，住房拥挤不堪。于是天井、回廊
也被纸板、木板、油毛毡隔成住室或厨
房。

20世纪 80年代时，遵义会议纪念馆副
馆长田兴咏接待了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康
念祥。当他们从遵义会议会址出来、前往红
军总政治部旧址参观、路过杨柳街 14号时，
康念祥指着这幢住满居民的小楼说：“我当
年给博古作警卫员，和博古、李德就住在这
栋楼里。”这一说法，从在遵义会议召开时为
李德作翻译的伍修权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后来，遵义市政府为发展红色旅游，拨
出专款，拆掉已成危房的小楼，南移约 20
米，紧挨遵义会议陈列馆，仿原貌进行了复
建，使之作为遵义会议期间博古住址并对外
开放。

博古住址的恢复、开放，再现了当年的
场景，归还了历史的本原，也为杨柳街增添
了一抹亮色。

（陆昌友 编写）

遵义会议期间
博古住址

文化短讯文化短讯
本报讯 （记者 向婧）日前，由遵义

市文体旅游局主办，遵义市美术馆承办的
“以美达美 美美与共”第二期成人公益美
术培训顺利结业。通过为期 5天的学习，
让学员们感受到了美术的内涵。

据了解，此次成人公益美术培训主要以
国画、油画、版画、篆刻四个内容为主。国画
以工笔画为主要授课内容，让学员充分体验
工笔画的工整、细腻、严谨以及在用色上的
艳丽、沉着、明快与高雅，感受浓郁的中国民
族色彩审美意趣；油画教学则采用的是丙烯
颜料，以蹭、摆、揉、扫、拖、点等技巧方式，细
腻地表现作品的明暗关系和精致刻画细节；
版画教学以“藏书票”为教学内容，通过体验
制作过程让学员了解到小小票面可以传递
的思想；篆刻班教学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解析实用和欣赏两方面的意义，让学员充分
感受书法篆刻的艺术之美。

开展公益培训

提升美术修养

手把手教学 感受竹编之美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赤水市图书馆举

办主题为“竹编之美”的手工编织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赤水市竹编工艺大师卢华英等

老师进行指导。在演示环节，一条条竹条在老师们
的巧手中，变成了一条条金鱼和一只只小船。“哇！
简直太神奇了！”精美的手工艺品激发了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随后，老师们进行手把手教学，小朋友们全
神贯注，认真学习。

这次的“竹编之美”活动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中华传统的竹编文化，也激发了小朋友们对竹编
文化的兴趣与热情。

本报讯 （记者 向婧）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营造“书香播州”浓郁的文化氛围，近日，播州区图
书馆开展“阅经典图书·享精彩童年”经典诵读活动。

当天，活动在童话剧《三只小猪》《迷路的小鸭子》
中拉开序幕。随后，孩子们身着汉服诵读《重回汉唐》，
表演小品《问路》和相声《文明礼仪》等精彩节目。在活
动中还穿插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内容包含垃圾分类、
儿童安全教育等知识，孩子们竞相踊跃举手抢答，现场气
氛热烈。

此次经典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享受了读书的快乐，感
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向婧）为进一步提升四渡赤
水纪念馆艺术团《长征组歌》演出的综合质量，增
强演员的表演能力，丰富表演形式，助推习水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近期，习水县文体旅游局选派县
文化馆业务骨干赴四渡赤水纪念馆对《长征组歌》
的排演进行业务指导。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横
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排练过程中，
习水县文化馆业务骨干先对原有合唱队员进行了
声部筛选。然后，认真纠正每名队员的发声方式、
音准等，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力求精益求精。
各合唱队员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认真反复的训
练，只为最终能把红色经典《长征组歌》以最好的
姿态展现在观众面前，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
故事尽自己的一份力。

“阅经典图书·享精彩童年”

排演《长征组歌》

传承红色精神

海龙屯朝天关 (彭浩 摄）

申遗
揭开海龙屯神秘面纱

海龙屯自 2012年启动申遗工作
到 2015年申遗成功，三年申遗的“贵
州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回望这
段充满了艰辛、却又孕育了伟大成果
的申遗之路，仍有很多温馨感人，也
让人肃然起敬的瞬间，值得永远铭记
和怀念。

2012年 4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汇川区文广局对海龙屯展开
了首次大规模考古挖掘，领队李飞带
着年轻的考古队员在龙岩山上驻扎下
来。历经275天的田野考古，考古队逐
渐厘清了海龙屯的遗址概况，并于新
王宫遗址出土了大量瓦当、脊兽、瓷片
等几万件残片实物，为溯源海龙屯的
历史迷踪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同年，遵义市中桥水库拟修建之
前，贵州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者走
进这片水域进行例行文物考察，却意
外发现了两座曾被盗掘的大型石室
墓。6月 20日，考古人员在墓前发掘
出两合用铁箍十字扣合的方形石函，
它们就是承载大量历史信息的墓志
铭。根据墓志铭末尾记载“附葬先人
于洪江之源，尤始祖仪同三司威灵英
烈侯之右”这句话表明，在此座墓葬
左侧，还葬着一位威灵英烈侯。

通过仔细寻找，考古队于 2014年
5月底终于确定了这位威灵英烈侯的
墓葬所在。经过发掘，墓葬中出土了
大量金银器，银托盘、带盖金碗、螭首
金杯、金盘、金筷、香箸瓶、金勺等，关
于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明朗：这位威
灵英烈侯，正是海龙屯十四世家主、播
州安抚使杨价。

海龙屯土司遗址的发掘，为文保
工作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课题，这座
土司王国，带着无数谜题伫立在大山
之巅。在海龙屯考古工作中取得的丰
硕成果，为海龙屯申遗提供了有利条
件。而三年的申遗工作，九百多个日
日夜夜，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
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施工单位进场后，平日里通水通电
这件小事，却成了海龙屯上的一件大
事。没有水，工作人员只好根据当地群
众的指点到处寻找水源；很多地方没
路，他们就披荆斩棘开路，经常弄得手
脚都是伤痕；没有电，只能找到相关部
门多方协调，用马将相应的材料驮运上
山，在山上现插电线杆……

到了冬天，由于雪凝天气导致海龙
屯上湿滑严重，摔跤便成为了常事。有
一次考古队队员韩文华在下山送资料
途中，不幸踩空摔倒以致昏迷不醒，情
况严重。当时，海龙屯本就交通不便，
再加上山路崎岖易滑，在五个人的共同
努力下，才将韩文华送到医院。抢救到
凌晨时分，医生才走出手术室对他们
说：“要是再迟一会儿，这条命就‘捡’不
回来了。”

辛苦的付出无疑是值得的。2015
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海龙屯土司遗址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贵州省首个
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认为，海龙屯遗
址是中国土司文化的典型代表，充分
彰显了古代中国西南地区高超的建筑
工艺等，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
方面具有很高价值。

保护
再现中国古建筑之美

以科技为基石，修复文物，再现中
国古建筑之美，是海龙屯文保工作者
为之奋斗的目标。

位于海龙屯屯顶的海潮寺，是
在末代土司杨应龙修建的新王宫遗
址上修建起来的明代建筑。在 2012
年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新王宫
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瓷器碎片，
以及造型怪异的滴水瓦、吻兽、瓦
头、螭吻等文物，让人看到了这个失
落的土司王国最瑰丽神秘的一面。
但新王宫原有地基及海潮寺建筑体
因长期暴露在风霜侵蚀中，修缮工
程迫在眉睫。

“海潮寺修缮项目”是“土司遗
址”申遗的重点项目，必须在申遗程
序规定的时间节点上按时保质地完
成任务，因此该项目采取了“一竿子
插到底”的工作方式，设计单位全程
参与了海潮寺的施工过程，与业主、
施工和监理通力合作，使该工程在遵
照文物保护原则、贯彻文物保护理念
方面高度统一，达到了“最小干预现
状、最大化保存历史信息”的保护效
果。2019年 4月，“海潮寺修缮项目”
被评为五个“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
项目”之一。

作为海龙屯的上山门户，飞龙关
坐览星空，盘龙出海，飞凤关则静卧于
山间，两关遥遥相望，画面美好而温
馨。但实际上，申遗成功之后，飞龙
关、飞凤关被勘测出存在着结构失稳、
裂隙发育、墙体鼓胀、渗水、边坡失稳、
基础下沉等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两
个关体的长久保存。2017年 8月，经
过前期的地质勘察及专家咨询，“海龙
屯遗址飞龙关、飞凤关保护工程”正式
拉开序幕。

“海龙屯遗址飞龙关、飞凤关保
护工程”工程性质为抢险加固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方针；在保证飞龙关、飞凤关稳定
性的前提下，尽量采用适当的工艺和
措施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飞龙关、飞凤
关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不破坏遗址留
给后人的“味道”和“想象空间”。

为了做好古城墙的墙体保护，向
游客更好地展示古人依山而建的险
峻的海龙屯防御体系，遵义海龙屯文
化遗产管理局于 2017 年 12 月启动

“海龙屯城墙维修工程”修缮工作，并
于 2019年 3月对“一字城墙”进行了
局部的落石归安和补砌，要求施工
单位在施工中采用“原材料、原工
艺、少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以
求最大限度地保证归安和补砌后
看不出修缮的痕迹。

一段 200 米的古城墙，其修缮工
程耗时一整年，修补城墙垮塌部分的
石料辗转三次，才能安放到墙体之中，
而原有石料的“卸荷归安”，更是一项
精细至极的工作。

为保护好古城墙的“原真性”，
每一块从原城墙上卸下来的石头
都要进行编号。在填补进新的石
料之后，按照编号将原有石料一块
块“归位”。在游客眼中杂乱无章
的石块堆砌，其实每一块石头都

“各司其职”。

展示
让“世遗”价值广泛传播

在三十世土司治理播州的历史长
河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
无论是饱经百年风霜屹立不倒的各大
关隘，还是被誉为“西南地区石刻艺术
宝库”的十三世家主杨粲之墓；无论是
新王宫出土的脊兽、青花瓷片和瓦当，
还是遵义周边杨氏墓葬出土的各类金
银器、金凤冠、陶俑和铜鼓，都是古播
州灿烂文明的见证。

这段辉煌的历史，经过海龙屯的
发掘和保护之路走到了世人的面前，
让人看到了千年播州的一抹文化亮
色。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紧紧
围绕保护管理、展示利用、价值研究和
文化传承，有力推动海龙屯科技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

2021年7月4日，正值海龙屯申遗
成功六周年纪念日。为增强公众文化
遗产保护意识，促进文化遗产与传统
文化的交融碰撞，推动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提升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一场古琴、古筝、
民乐、茶道、香道、版画、绘画、书法雅
集文化展演与文物鉴赏沙龙在海龙屯
土司小镇举行。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宣传展示活
动，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开展
了很多，涉及到科技、文创、旅游等多
个方面。

例如，通过举办“中国首届海龙屯
甲胄文化旅游节”，加深公众对中华传

统军事文化价值的理解与认识，增强
甲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承办第五届中国土司文化与土司
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博物馆协会
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9年
年会，探索海龙屯文化遗产文旅融合
发展；承办“2020年遵义市科技活动
周”启动仪式暨集中展示宣传活动，成
功搭建互通交流平台，传播科技知识、
展示了遵义科技成果，增强海龙屯世界
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承办第二届土司文
化节，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薅秧歌、杨
应龙传说评书、特色舞狮等活动，丰富
景区游览体验，增添旅游看点，实现了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
美融合……

与此同时，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
管理局深挖海龙屯遗产价值，编制
《海龙屯中小学读本》，制定海龙屯特
色研学旅行实践教育方案，开拓研学
旅行市场，促进世遗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贵阳白云一中、遵义航天高级中
学、遵义五中、遵义凯瑞国际学校、绥
阳实验中学、湄潭求是中学、仁怀中枢
一小等省内中小学生走进海龙屯，接
受世遗文化的熏陶洗礼，感受海龙屯
独特的历史、文化、军事价值，增强文
化自信。

从无人问津的荒山到誉满天下的
世界文化遗产，关于海龙屯的传说、著
作、历史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
晓。对于海龙屯而言，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光华正在延续，而对于海龙屯
的保护和传承也将一直在路上。

（记者 向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