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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代更久远。在这里，先后出土了楚帛书与《人物御龙帛

画》。就在今年 5 月，流落海外 79 年的楚帛书（亦称“子

弹库帛书”）二、三卷回归中国。这件发掘于长沙的“国

宝”，拥有诸多“最早”和“首个”名誉：它是我国发

现的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是目前已知唯一的战国帛

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

子弹库楚墓，位于长沙市区原湖南设计勘察院宿舍

一带。从长沙市区出发，一路向北，能够到达铜官窑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1998 年，“黑石号”沉船被打捞出水。

随船出水的唐朝文物中，5 万多件瓷器被证实来自长沙

铜官窑。长沙铜官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烧造“釉下多

彩陶瓷”的窑场。“釉下多彩陶瓷”被认为意义非凡，

其打破了当时制瓷行当只有青瓷和白瓷的格局。

如今人们提到的铜官窑遗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区丁

字镇彩陶源村，主要是指唐代潭州（今长沙）石渚湖、

铜官一带的瓷器作坊，距今有 1200 多年历史。2014 年，

国家文物局正式授予上述遗址“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称号。

到长沙旅游，当地网红奶茶和大排档固然令人饱腹，

而散落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同样值得细品。

“湖湘韵味”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除主场城市长沙将重

磅推出十大系列活动、五个精品专题展览外，湖南省内

其他 13 个市州也将同步推出多项特色鲜明的配套活动。

自然遗产无需赘述。湖南张家界的名声，早已享誉

海外。武陵源和崀山，皆为世界自然遗产。事实上，湖

南的历史文化同样悠久，是全国 10 个文物大省（市）之一，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

在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有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

土司城市遗址——永顺老司城遗址。2025 年，正逢老司

城遗址成功申遗十周年。这是湖南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中国第 48 处世界文化遗产。

老司城是古溪州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地，土司

时期西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

事中心。而彭氏土司政权，始建于后梁开平四年（910

年），鼎盛时期辖 20 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

滇等省市边区，止于清雍正六年（1728 年）。

老司城不仅历史久，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

历时 818 年，世袭 28 代，更完整地反映了古代中国西

南地区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

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

文物方面，除了上述帛书、帛画，湖南出土的简牍

数量也位居全国前列。2024 年底，经多年考古发掘，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证实郴州临武渡头古城为汉代至六

朝时期的“临武”县治所在地。在这一次历时 7 年的系

统性发掘中，就出土了近一万枚简牍，被证实为东吴时

期临武县的行政文书。

据湖南省文物局局长姜猛介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期间，全省 14 个地州将结合郴州宋代考古成果展、

湘黔边界侗族印染展、道县首届文物收藏展等配套活动，

力求多维度、立体化展现湖南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时

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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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

中国古代“四大

书院”之一，创建

于北宋，历元明清

各代兴学不辍，

1903 年改湖南高等学堂，1926 年定名湖南大学，1937 年

改国立湖南大学。目前，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历史与哲

学学院，绵延千年的教育、学术文化与研究传统在此赓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