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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古发掘的烽燧遗址，位于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 90 公
里处的荒漠中。去年9月到今年6月期
间，考古学者在此展开考古发掘。

“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表明，烽
燧遗址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
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
事设施。当年，应该是一处基层军事
机构‘游弈所’的驻地。”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说。

学者对出土纸文书、木牍初步释
读后发现，孔雀河沿线烽燧遍布着各
级军事设施，驻守在烽燧的士兵需按

“值班表”定时外出巡逻，观察“楼兰
路”上来往商旅情况，并搜集军事情
报，还要在烽燧站岗放哨。

“遗址出土了保存完整、字迹清晰
的木牍，上面记载着烽铺与游弈所间

‘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士兵们很
可能就是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履行职责
的。”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邻近罗布泊一带，自然
环境恶劣。胡兴军说，烽燧西侧发现

的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士兵唯
一的避暑场所。

烽燧附近还发掘出大量马鹿、野
猪、天鹅以及多种鱼类的骨头。“从中原
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充足，因此士兵需要
猎取野味进行补给。”胡兴军推测说。

“河州、雍州、岐州、幽州……”
透过埋藏在干燥沙土中的账单、私人
信札、书籍册页等纸文书，考古学者
发现士兵的家大都相距遥远，真可谓

“浊酒一杯家万里”！
“兵源主要来自今天的华北、西北

地区，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计算，他
们从家乡赶到驻地，就要耗时数月。”
胡兴军说。

烽 燧 遗 址 出 土 的 纸 文 书 还 包 括
《孝经》《韩朋赋》《游仙窟》等。胡兴
军认为，戍边官兵把一些典籍、文学
及文化观念带到了西域，客观上促进
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有关专家表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
研究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制度，也
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

古人如何戍边？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1200多年前，唐朝士兵是如何在“大漠孤烟直”的边塞戍守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谜团。

1200多年前，唐朝士兵是如何在“大漠孤烟直”的边塞戍守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谜团。

从秘鲁名城库斯科出发，沿着逶迤蜿蜒的山路小心驾驶4个
小时，会抵达一个叫作克韦的地方，这里是600年前盛极一时的
印加帝国的统治中心区域。今天的南美印第安人——克丘亚人
仍然使用着古老帝国的语言。深山峡谷中猛浪若奔的阿普里马
克河，在克丘亚语的意思是“山神的神谕”。

河两岸的 4 个克丘亚村落，传承着数百年不变的技艺和传
统。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当地居民会收割安第斯深山中一种
耐寒的野草。女人们将其编成小股草绳，男人们再把这一段段
绳索扭结接续起来，最终编织出6条粗壮坚韧的长绳，每条足有
70米长。在克韦峡谷最狭隘处，有一座悬索桥，横跨阿普里马
克河。循着五六百年来从未中断的惯例，乡民们把野草绳汇集
到桥两岸，开启一年一度神圣的仪式。

仪式完毕，旧的悬索桥会被拆除，那些经受了一年风霜雪
雨的草绳落入河中，随波而去。第二天，不恐高、经验丰富的
男人们便开始重建悬索桥。4 根大绳铺就桥面，另两根权作扶
手。到了第三天，男人们分成两组，从桥两端小心地把无数细
绳索编织串接在桥面、扶手的6根大绳之间。两队人在桥中间会
合，造就出一座全新的凯世瓦恰卡，这在克丘亚语里是“草绳
吊桥”的意思。当绳索吊桥再度连通两岸的4个村子乃至更遥远
的地方时，庆祝的狂欢盛宴开始了。

2013 年，“每年更新凯世瓦恰卡吊桥的知识、技术和仪式”，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关于美洲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原真性的 《圣安东尼奥宣
言》里，明确提到：“我们的遗产中还有那些由容易腐坏的材料
建造的重要部分，需要按照传统工艺定期更换以确保持续使
用”。凯世瓦恰卡吊桥无疑是原真性这段表述最鲜活的范例。

秘鲁诗人贡萨雷斯·普拉达说：“如果你是雪，为何有火光
熊熊？如果你是火，为何有严寒冰冻？如果你是黑暗，为何又
泛着光明？”老子在 《道德经》 中讲：“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体现着人类以柔弱胜刚强智慧的秘鲁草绳吊桥，据说在印加时
代可能超过两百座，它们把安第斯山区的峡谷沟壑串接贯通，
成就了规模庞大的印加帝国路网系统，可惜留存至今的只有这
一座了。

在列入非遗代表作的第二年，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6个南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把“安第
斯山区印加帝国的路网系统”列为世界遗产。这个项目规模浩
大，共计包括137个子项目，其中编号106的子项目正是凯世瓦
恰卡吊桥。

秘鲁：遥远的南美洲国家；大山深处的草绳吊桥：看似再
寻常不过。但是，这座地处南美的寻常之桥，却集世界遗产和
非遗代表作两大荣誉于一身。连同《圣安东尼奥宣言》，它提供
了伊势神宫、《奈良文件》外关于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另一种
表达，饱满鲜活，更有烟火气。

（图片均来自秘鲁国家文化研究院网站）

秘鲁草绳吊桥：

原真性的另一种表现
乔鲁京

国家公园试点：
为“省州县乡村全覆盖”提供经验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即将迎来全面验收，各试
点公园亦加快工作步伐，集中精力进入“冲刺阶段”。

在 10 个试点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三江
源”试点。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青海
省于 5 月印发了 《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工作方
案》，立足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就推进正
式设园各项前期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系统安排，这
也是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的行动纲领。

早在2018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公布
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2020年将正
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随着体制试点工作的推进，三江源区生态环境
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固。主要表现在湿
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 10
年前提高了 11%和 30%以上；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
多，藏羚羊由 20 世纪 80 年代不足 2 万只恢复到超过
7 万只。

目前，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等
10 个国家公园试点基本完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
关专家介绍说，通过试点，基本构建省州县乡村全覆
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解决了“九龙治水”和监管
执法碎片化问题，也创新了运营机制，建立了社区共
管机制。

国家公园试点：
有哪些实质进展？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多年
来的评估结果显示，试点中主要面临的难点包括：如
何建立统一管理体制机制和全社会多元化投入的资金
保障机制；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需完善相应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相关标准规范；优化规划范围和
区划落界等。

在浙江省开化县，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
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成立了总面
积 252 平方千米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这里是被称作

“浙江人民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至今保存着
全球稀有的大面积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
被，仍保持着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钱江
源国家公园的核心价值所在。通过多年努力，公园
实现了“管理一个口、资源一本账、监测一张网、
社区一盘棋”。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位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据
最近监测，新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等珍稀动植
物，留居公园内的候鸟种类从试点之初的 97 种增加
到123种。公园区域内新增林地1.1万余亩、草地0.5
万 余 亩 ， 自 然 植 被 覆 盖 率 由 原 来 的 91% 提 高 至
92.7%。根据试点区集体林比例较高的实际状况，南
山国家公园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自愿原则，
将自留山、责任山和集体山林等集体林地经营权统一

流转为生态公益林，确保集体林权流转后农民利益不
受损、资源有增加、生态受保护。

神农架国家公园包括原有的神农架世界人与生物
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国际重
要湿地等 10 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由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704平方千米增加到1170平方千米。国家公
园已占神农架总面积的35.9%，覆盖5个乡镇25个行
政村。其保护方式也由之前的单一森林生态系统保
护，转变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国家公园试点：
带动自然保护地远景规划

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有着明确的阶段性目标：2020 年构建统一的自然保
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2025 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35 年自然保护地规
模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
保护地体系。

除了 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外，各地也依据自
然保护地体系发展战略，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
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印发了《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若
干措施》；黑龙江省制定了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总体实施方案》；海南省为积
极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已编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规划 （2019－2025年）》 并
公开征求意见。

进入7月，江西、江苏也相继印发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江西提出编
制全省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开展自然保护地勘界立
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
目负面清单。到 2025 年，江西要完成省域内国家公
园设立相关工作。到 2035 年，江西自然保护地将占
全省国土面积12%以上。

2020 年，江苏要完成自然保护地边界现状调
查，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开展条件成熟的自然
保护地勘界定标工作。到 2035 年，力争建成 1-2 个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将成批亮相
段易成

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东北
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
源和南山国家公园；试点总面积约 22 万平
方千米，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2.3%。其
中覆盖面积最大的是“三江源”，约 12.3万
平方千米；面积最小的是“钱江源”，面积
252平方千米；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为主的试点有3个，以保护森林等自然生态
系统为主的试点有7个。

7月下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布：将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验收

工作，同时将向社会推广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探索建立社区共建、创新生态

公益管护模式等方面的亮点和经验。

这意味着，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2020年下半年已进入全面收

尾阶段，距离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的节点越来越近。

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
地公园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地公园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
县县，，由湖泊由湖泊、、河流河流、、孤峰孤峰、、峰峰
林林、、峰丛等构成复合生态系峰丛等构成复合生态系
统统，，也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也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和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多样性和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文化文化。。

20172017 年年 1212 月月，，普者黑喀普者黑喀
斯 特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正 式 成斯 特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正 式 成
立立。。 随着国家公园体系建设随着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的不断完善的不断完善，，这里将呈现全新这里将呈现全新
面貌面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欣欣摄摄

本报电（记者 李 刚） 近日，大亚湾
珊瑚保育区在深圳大亚湾核电基地正式挂
牌并完成首批断枝珊瑚苗圃培育 （左图）。

大亚湾核电基地 11 公里蜿蜒的海岸
线为珍贵的珊瑚提供了安居的港湾，也是
一座“天然”的珊瑚保育基地。目前整个核
电基地陆地及周边海域形成了物种丰富的
生态圈。

资料显示，全球珊瑚礁覆盖面积不足
海底的 2‰，却为 30%的海洋生物提供生
活环境，被称为海底的热带雨林，为海洋
生物繁衍生息提供生态空间。

延伸阅读链 接

“Authenticity”是世界遗产保护的核心原则。中文译词则至
少有3种：原真性、本真性、真实性，分别体现了文博、社会学
民俗学和旅游等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思考。一提到原真性，有学
者最常提到的例子是日本三重县境内的伊势神宫。因为那里有

“式年迁宫”——据说核心建筑每20年要按照传统技艺重新建造
一次。尽管伊势神宫既不是世界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其中也没有建筑被列入日本国宝，但很多人还是津津乐
道，说它保持着 1000多年前的古老面貌，以至成为阐释 《关于
原真性的奈良文件》的经典案例。

那么在现实世界中，有没有比伊势神宫更能体现“原真
性”复杂多样面貌的案例？甚至还得到世界遗产、人类非遗代
表作的双重青睐？

当地居民编织出6条粗壮坚韧的长绳，每条足有70米长。

每年，旧的悬索桥会被拆除。随后，不恐
高、经验丰富的男人们便开始重建悬索桥。

罗布泊一带的烽燧遗址。
（新华社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