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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4月 20日，身为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重

返故里：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这是他成年

后，第三次回乡。前两次是为父亲和继祖母奔丧。

傅作义来到残垣断壁的平民学校遗址，“兵火

有馀烬”的残破荒凉景象，令年过六旬的傅作义悲

愤难平。1936 年，绥远抗战屡屡报捷，百灵庙大捷

中外闻名，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予傅作义一笔奖励，

大洋5万块。他决定用这笔钱为故乡安昌建造一所

学校，以提高家乡人的文化水平。

但这所缘起于抗战的学校，还没有投入使用便

毁于战火。荡然无存的傅家大院更让他心痛不

已。听村民讲述日寇罪行，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他

自责因自己连累了村民。在古槐树下，为死去的乡

亲深深鞠躬悼念，当晚，他执意要住在古槐旁堂弟

傅作维家中。

傅作义在视察安昌学校时，亲切地摸着孩子

们的头，问这问那。当看到学校大门低矮破旧时，

他对随行的万荣县（1954 年，荣河与万泉合并为万

荣县）副县长说：“教育是国家兴盛的基础，应该把

学校修一修了。”之后，政府专门拨款对学校进行

了维修，后来还盖了新校舍。回京之后，傅作义捐

款 3000 元，为家乡买了一大批书籍。据当时的图

书管理员回忆，总共装了 6 麻袋，有《儿童时代》

《少年报》、连环画，还有一些农业科技和拼音识字

的书籍。

在安昌住了一夜，傅作义踏上返程，自此再没

有回到家乡。因长期过度劳累，在返回路上心脏病

发作，被紧急送往太原。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飞

机送心脏专家黄琬前往太原抢救。情形稍有好转，

傅作义就要求继续考察，被人劝阻……

1998年和2002年，在社会各界的捐助和家乡人

民的倾力支援下，傅作义长女傅冬菊积极奔走，从

教育部为家乡争取到一笔教育专款。相继在南赵

重建了作义学校（2006 年撤乡并镇后，一部分并入

孙吉中学，原址为南赵作义小学），在安昌村新建了

一所希望小学。 周俊芳 据《人民政协报》

傅作义回乡

承载着鄂西南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记忆
唐崖土司从元至正六年（1346 年）建立长官司到

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历时389年。在

数百年的历程中，唐崖土司城见证并承载着鄂西南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历史记忆。

施州卫作为明朝中央管控鄂西南地区土司的重

要军政机构，其官员与唐崖土司交往密切、互动频

繁。明朝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方能世袭，

施州卫学是鄂西南土司子弟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唐

崖土司也进入施州卫学读书习礼，在学习中与施州卫

官员形成了友好关系。如施州卫武官童璋与唐崖土

司覃彦实建立了良好关系，童璋不仅教导土司改变传

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传播汉区农耕技术，还积极

倡导变革土司习俗。唐崖土司通过与施州卫官员的

互动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唐崖土司还积极主动与外地族群交往交流，并将

外来文化融于本土之中。如土司覃鼎夫人田氏率婢女

随从前往四川峨眉山参拜，学习佛法，归来后即仿照峨

眉山寺院建立了大寺堂，这是唐崖土司历史上主动学

习外来文化的典型案例。田氏还将带去的几百名婢女

沿途婚配，推动了当地居民与外地人群的友好往来。

对于外来客民，唐崖土司也秉持包容接纳的态

度。明万历年间，原籍荆州府江陵县文人张云松来到

咸丰县隐居。覃鼎夫妇得知后即延请张云松到唐崖

土司城协助筹办书院，教习诸生，并在当地传授汉文

化，该书院后成为当时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重要

场所。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张覃两家建立了十分密切

的关系，并进行联姻，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一段佳话。

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土司城选址采用了中华传统文化“四象”和“天人

合一”理念。土司城依山傍水，在选址时大胆吸纳了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四象”观念。规划者将土司城周

边的山形与“四象”结合，将土司城的靠山命名为象征

北方的玄武山，将土司城面向的山命名为象征南方的

朱雀山，将土司城左右两侧的山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

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虽然土司城坐西朝

东，但通过设计者的想象和规划，在精神层面上，它实

际上就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邑。“四象”观念的引入使

土司城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与中原皇家城邑的意象更

为接近。同时，规划者还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恰如

其分地融入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中。整个土司城的

规划和营造顺应山岳、沟壑的走势，充分利用自然地

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注重自然与

建筑在空间上的协调，体现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共生，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和顺应。

土司城的布局和功能分区借鉴了中原三重布局

和中轴线观念。土司城的布局与功能划分深受中原

建筑观念的影响，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全盘

吸纳。土司城在布局上三重结构布局明显，土司城周

围的天然壕沟为第一道城墙，核心区人工垒成的城墙

为第二道城墙，衙署区的围墙为第三道城墙，这种三

重结构体系，明显受到中原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宫

城”格局的影响。从整体结构形态看，土司城具有明

显的规整方正布局理念，中轴线从局部发展到整体，

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的城市形态。这也是明代中

后期西南地区土司学习、吸收汉文化的结果。

土司城的建筑和雕刻吸收了汉文化的诸多元

素。从建筑风格上看，石牌坊、石墓葬等本身就是中

原的建筑形式，是中原建筑在唐崖土司城的运用。从

装饰图案看，石牌坊有“土王出巡”“麒麟奔天”“哪吒

闹海”“舜耕南山”“渔樵耕读”“云龙吞雾”等题材，土

司王坟有圆形龙纹、圆形花草纹、狮子戏球、麒麟等图

案，这些元素充分借用了汉文化的元素。从雕刻技法

看，牌坊、石人石马、土司王坟、“金凤献瑞”石鸟等雕

刻作品，在浮雕、透雕、镂空雕等技法上都有娴熟的运

用，明显受到中原雕刻技艺的影响。当然，土司城的

布局和建筑也融入了诸多本土文化的因子，如干栏建

筑的广泛运用，石水缸的使用，装饰符号中“土王出

巡”和众多本土花草图案等，这些彰显了外来文化与

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

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何以形成
唐崖土司城址之所以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

特征，与其长期保持和中央王朝的联系有关。唐崖土

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进贡与回

赐。唐崖土司长期向中央王朝进贡马和其他物品，仅

《明实录》记载的唐崖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就达9次。

进贡和回赐，密切了唐崖土司治理区域与中原的联系

和交流。二是参与中央王朝的征调。唐崖土司所属

部族服从朝廷的调遣，参与平定各种叛乱，有记载的

征调就达14次。频繁的征调，既强化了唐崖土司所属

部族对中央权威和“大一统”的认同，也为其提供了与

外界交往的机会。

唐崖土司城址体现的多元文化与其“开化”传统

亦有关系。唐崖土司城址处于楚蜀交会地带，自古就

是江汉平原进入大西南的通道和东西人口迁徙流动

的走廊，人群流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咸丰县虽

然地处山区，但开化很早，民风淳朴。民国《咸丰县

志》称：“县境自周秦以来，日渐开化，且民俗纯良，较

之他属，尚无犷悍喜乱之习”。由于开化甚早，容易接

纳外来风气。“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

蕃衍，为邑望族者也。”外地人口大规模流入，不仅改

变了人口结构，也带来了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思想观

念，促进了本土居民与外来人群的交流互鉴。唐崖土

司还主动学习和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例如邀请荆州

文人张云松到土司城内办书院、教授城中子弟。“开

化”包容的气度，主动引进、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为

多民族文化交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总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唐崖土司城址蕴含了

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是古代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并作为物化的成果见证了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中央政权秉承的“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理

念在鄂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 据《学习时报》

唐崖土司城址
鄂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在鄂西南大山中隐藏着一处耀眼的

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它位于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

崖河畔。考古发掘证实，土司城天然壕沟

内面积74万平方米，城内主体面积35万

平方米，是鄂西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土

司城遗址。城内功能齐全完备，有引排水

系统、水井、码头、碗厂、衙署、牌坊、庙宇

等，俗称“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被考古

学家张忠培喻为“小故宫”。作为人类共

同的文化遗产和土司文化标识，唐崖土司

城址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仍然

在讲述着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中原与

边疆友好往来的佳话。 黄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