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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山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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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山不是山，是岗，神秘的山岗，位于同样神秘的北纬 30 度附近。
这种岗在澧阳平原上随处可见。澧阳平原地处武陵山脉到洞庭湖过渡地
带，西、南、北三面环山，东向洞庭湖敞开，面积近500平方公里。

千百年来，城头山一直保持着安宁与沉静。2014年7月13日，当我们
站在杂草丛生的遗址上，面对一片棱角分明的田地，眼前似乎出现一幅

“四季图”：春天到来，这里该是长出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夏天到来，又换
上绿油油的秧苗；入秋了，可见稻粟千重浪；冬天里，北风劲吹，雪花尽
舞……

历史的篇章总是在不经意中翻看。1979年 7月，澧县文化馆考古专干
曹传松和王本浩来到这里，用村民家借来的锄头挖了一小块泥土。他们万
万没想到，就是这么轻轻一挖，即叩响了已经沉睡 6000 多年“人间第一
城”的门扉。

十年磨一剑，花开待有时。经过充分准备，1991年到2001年，以湖南
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研究员为总领队的考古队，先后对城头山进行13
次考古发掘。待人们把1.6万余件出土文物和近9000平方米的边边角角都清
理出来，令人震惊的结论终于得出了！

城头山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在它未确证之前，已知最早的城是河南
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1996年冬和1997年冬，考古队将城头山城
墙从内至外解剖贯通，提取文化地层中的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第
一期城墙年代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已过6000年。

6000多年前，绵延逶迤的武陵山余脉，还是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平
原上灌木丛生，植被茂盛，河网交错，沟壑纵横。栖息的水鸟，悠闲的牛
羊，奔跑的虎狼，与忙碌的人群、低矮的草房、冒烟的陶窑构成了一幅恬
美的画卷。

城头山竟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田！1997年冬，城头山东城墙发掘时，发现
平行排列着三丘古稻田，灌溉设施已初步配套。用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的方法，测
定农田中的泥土下层距今6000到6600年，上层距今6300至6200年。

远古时代，水系发达的洞庭湖平原生长着成片成片的野生稻，当最早从山上走
向平原的先民发现这种可以食用的作物时，以狩猎为主的原始生存方式切底改变。
为了满足更多的需要，就有了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转化，而这一过程，也许经历了千
年。

依托规模化的稻作，城头山区域人口快速增长，并形成城市。从遗存的建筑柱
洞可以看出，当时这里已经存在较大的院落，有的建筑还有多个套间、多组房子和
灶台。所有建筑都有一定的排序，并通过相应的道路、广场和公共建筑将城市分出
若干功能空间。

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建筑表明，当时的社会以大型家族为生活和生产单位，并
由扩大的家庭组成世袭社群。社群聚集为城市，城市有城墙，长1100多米，宽约30
米，高 10米以上，外围长 1600米、宽 40余米的护城河，等等，即使放到现在，也
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最令城头山先民自鸣得意的该是发掘出的陶窑和陶器。陶窑中有结构清晰的火
膛、窑室、烟道等，有的窑甚至有多根烟道，十分精妙。出土的生活陶器也很多，
用途极广，饮酒喝茶烧开水，储茶藏酒装食物，不一而足。很难想象，这是6000年
前人类的杰作。

不过，最为震撼的是，城头山还发现并挖掘了两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众多
祭祀坑。城内还有5000多年前的“宫殿”，结构为四周环绕回廊样式，与古代希腊
建筑有相通之处，“宫殿”旁边还有一座“神庙”，东西为9.7米，南北8.7米。

漫步城头山，我们眼前，不由地浮现6000多年前惊人的一幕：古城内一座用黄
色纯净土筑造的祭坛上，巫师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四周跪满人群，大家手中拿着

牛骨猪腿，时而举过头顶，时而放在胸前。突然间，烈火冲天，烟尘四起，万众
长啸，人神共舞……

站在祭坛东侧的斜坡上，脚边是一个较厚的黑灰层。黑灰中的兽骨清晰
可见。闭上双眼，思绪穿越时空，6000多年前，洪水泛滥，猛兽袭击，死

亡威胁，常常令人束手无策，于是，他们祈求神灵，歌之吟之，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把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尘封于此。

城因人而成，人因城而聚。城市是人的家园，人是城市的灵
魂。参观城头山遗址，会令人油然而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之感慨。
走出城头山遗址，6000 多年前的太阳依旧灼人。抬

起头来，深吸一口气，心儿突然发颤起来，蹦跳起
来，热烈地要向前奔。不远处，护城河波光粼

粼，河东有个小岛，白鹭在上空从容地飞
翔，翅膀如扇子般翩翩起舞……

2014 年 7 月 13 日，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刘勇指着
一张规划图，兴奋地对我们说：“加快城头山遗址保护
利用开发的春天已经到来！”

刘勇今年 46 岁，曾任澧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2011 年兼任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管理处主任、城头
山遗址博物馆馆长和湖南城头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据他介绍，35年前，考古工作者就是在我们面
前的这片土地上发现了 6000 多年前的“中国最早城
市”。今天，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建设者们正在着手在
这座古城遗址周围建设一座新城，他相信这必将给世
人带来许多新奇与惊喜。

城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城头山村，距
县城 10公里，总面积 18.7公顷，曾被评为中国考古十
大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个考古大发现之一。 2010
年，遗址中“中国最早的城市”遗迹被制作成大型模
型，送往上海世博会展出，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刘勇说，城头山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概括为两
句话，就是“城池之母、稻作之源”。“它是中国迄今
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
址，遗址区内有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遗址的直
观性和真实性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为研究中
国古代文明，特别是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提供了良好
的实物佐证。

刘勇认为，城头山遗址作为不可复制的旅游资
源，且位于张家界武陵源与长江三峡两大景区连线的
中间，东接岳阳楼，西连张家界，南托“长株潭”，北
抵长江三峡，相关保护利用工程完成后，可与上述景
区形成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优势互补。

“我们不但要保护好，利用好，还要开发好。”刘
勇说，常德要打造成“文化名城、知名的旅游目的
地”，必须有叫的响、顶尖级、独一无二的品牌来作为
支撑，这个品牌就是城头山。“它是世界级、独一无二
品牌，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

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支持。
按照城头山遗址保护利用开发目标定位，第一期将建
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世界级遗址文化旅游目的
地；第二期以遗址公园为核心，打造一个6500亩的5A
级文化旅游景区。形象定位为“中华城祖，世界稻
源”。

根据《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建设
将分为“开启古文化之旅”、“历经考古之路”、“观读
遗址之实”三部分，其中“观读遗址之实”分为“稻

作主题”、“筑城主题”、“制陶主题”和“居住主题”
四个主题。

第一期规划面积 583.5 亩，概算投资 6.5 亿元，以
各级政府投入为主。刘勇说，截至目前，已投资4.4亿
元，计划今年基本建成。主要是遗址核心区的本体保
护和展示，包括环护城河景观带、生态广场、遗址博
物馆、遗址公园度假村、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
设。

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第二期。据刘勇介绍，这将采
取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遗址公园为核心，打造一个
6500亩的5A级旅游景区。按照规划，概括为“一轴五
区”。预计投入资金超过15亿元，相当于在遗址附近建
设一座“新城”。

“一轴”即中华城史景观轴，主要用地面浮雕、地表
透视玻璃、浮雕墙、浮雕柱等多种手段，倒叙展示明清南
京城、宋元大都、隋唐长安城、魏晋洛阳城、秦汉长安城、
春秋临淄城、周朝周王城到史前城头山城。

城头山的保护与开发将坚持保护优先，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统一。刘
勇说，在保持遗址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的基础
上，开发尽可能地运用现代声、光、电科技，增强城头
山遗址的观赏性、体验性和不可复制性。

澧县地处湖北荆州市、宜昌市，湖南常德
市、岳阳市和张家界五个大中等城市的中心，也
是未来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的五个中心城
市之一，为北方人通过公路到张家界，南方人通
过公路去三峡、神农架必经之路，每年有超过
百万人穿行其间。

澧县地属常德市，未来有了城头山遗址这
个世界级品牌带动，便能在全市范围内形成
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优势互补，吸引远近游
客来这里“桃花源赏花，柳叶湖品水，城头
山读史”，而读史最能体现文化价值，也没
有季节之分。

6000多年前，有人发现城头山前有洞
庭湖为照，后有武陵山为靠，南有澧水相
依，北有长江环绕，是一块风水宝地，
于是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中国最早的城。
往事越千年，随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
拔地而起，人们期待着，中国最早的
城与最新的城，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叙
历史，携手走向未来……

“中国最早城市”寻秘

刘 明 刘焕溪

1979年7月
在全省文物普查中，澧县文化馆曹传松等人发现城头山遗址。
1991年10月
由省考古所何介钧主持，对城址进行第一次实测，解剖了西南城墙，

将筑城时间定为屈家岭文化中期。
1992年12月
被评为中国199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5年3月25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澧县时，欣然题写“城头

山古文化遗址”。
1996年11月
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12月
再次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1年3月29日
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其考古发掘成果被记

载到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写进了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
2005年10月28日
国家发改委、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为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大遗址保护专项单位。
2005年11月6日
《城头山遗址》特种邮票首发式和全国邮展在澧县进行。
2006年5月8日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团中央命名为第四批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2010年5月1日
城头山遗址作为中国最早的城，主要遗迹点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
2013年12月19日
城头山遗址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博物馆效果图

游客服务中心效果图

遗址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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