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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研究
 

徐小玲　延军平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西安 , 710062)

提　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 ,对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作了初

步的探讨和研究。 研究表明: 统万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重大的生态环境意义、重要的考古文

物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 ,它的现代意义与价值重大 ,具有很高的开发与利

用价值。 统万城给我们的启示是: 人类只有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并遵循自然规律 ,建立协调的人地关

系 ,才能避免生态灾难 ,持续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开发统万

城旅游资源时 ,要加强古都风貌保护和环境保护 ,开发与保护同时进行。

关键词　　生态环境　人文意蕴　旅游价值　统万城

经过多年的治沙和近几年来的考古挖掘 ,一座被毁灭的城市、沙漠古都——统万城终于浮

出毛乌素沙海 ,也逐渐成为陕西省榆林地区近年来旅游的一个亮点。 统万城历史文化内涵丰

富 ,珍贵文物众多 ,建筑形式独特 ,是研究华夏民族的文化历史、建筑艺术和历史环境变迁的一

处考古旅游胜地和重要场所①。侯仁之教授指出: “一千五百多年前由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

共同修筑的统万城 ,是民族文化的丰碑 ,也是当地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见证 ,值得认真地开展

深入研究。”统万城遗址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人文意蕴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挖掘与

研究 ,但是目前对统万城的研究还比较少。 作为深处沙漠中的一座匈奴古城遗址 ,统万城在现

代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本文旨在对统万城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作初步探讨 ,以便为统万城的旅

游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

一　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

有关研究② 表明: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大夏国的都城 ,它繁荣辉煌了 500多年 ,有

行政建置历时八九百年之久 ;该城始建于公元 413年 ,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北宋几个

朝代 ,到北宋淳化五年即公元 994年被废③ ,历时 581年 ;统万城被废后成为西夏国和夏州城

的勃兴之地 ,到明朝才成为长城外的废城 ;它的行政建置前后分别称为统万城、统万镇、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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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察罕脑儿城。虽然大夏国在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了 20余年 (公元 407— 431年 )① ,而其都城

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却有近 600年的历史②。统万城在建成之后的 5个多世纪里一直是鄂尔多

斯高原南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也是扼守“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重镇之一③。

统万城饱经近 1600年的风雨沧桑 ,虽然已是一座遍地沙石、瓦砾的废墟 ,但是仍然安稳地

千年如故地屹立着 ,乳白色的身姿坚固而厚实 ,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民族和城市的兴衰。 它是我

国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匈奴民族留下的一座早期帝王都城遗址 ,是该民族留给后世的一个特殊

见证 ,也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融汇集的经典范例④。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地

区往往是游牧民族学习农耕文明中凿井、筑城等技术的关键地区 ,也是其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地

区⑤。统万城南望关中平原 ,北控草原大漠 ,正好位于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 ,农耕文明与游牧

文明在这里碰撞出繁华京都。据有关研究⑥ ,利用航空遥感影像初步恢复的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特点 ,既体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都城营造制度 ,又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

的一些传统习俗 ,同时也反映出中原地区天人感应、法天象地的思想。

作为一座历史残骸 ,统万城向人们展示着在这片曾经水草丰美的沙地上匈奴民族演绎的

一段野蛮与文明的历史。关于显赫一方、喧嚣一时的大夏国和其都城统万城 ,现在只剩下这座

遗址 ,以及镌刻在史册中的一些片段和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故事。那些片段和传说故事给

古城增添了异样的文化色彩和神秘的历史氛围。历史上统万城地区曾经民族纷争不断 ,连年战

乱 ,留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和诗句。 “茫茫沙漠广 ,渐远赫连城”⑦ ,虽有艺术上的夸张 ,却也真

实地反映了这座古老城市的衰落⑧。

古代建筑通常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相融合的 ,其建筑风格也往往体现当时的历史文化。统

万城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时代感以及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⑨。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 ,其

沉淀的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是窥探中华沧桑历史和文化精华的一个窗口。统万城作为历史的

产物 ,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生态状况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

状况 ,具有历史价值 ,同时遗址本身包含着特有的丰富的文化信息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10。统

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重要的实物标本 ,是中国匈奴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统万城近

1600年悠久的历史 ,体现了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合的草原文化 ,

同时它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统万城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和匈奴民族留给我们的宝贵的

历史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虽然残缺不全 ,却是历史文化的“真品”11。它的历史沿革、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历史风貌、历史文化知识、文化底蕴、史载轶闻、民间传说故事等都体现了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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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文物价值

统万城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遗留下来的早期匈奴古都 ,具有相当大的文物保护价值。城内遗

留下来的文物相当丰富 ,瓦砾成堆 ,陶瓷残片俯拾皆是。 上至汉晋、下迄唐宋五代时期的文物 ,

如石雕、石刻及印信等均有发现 ,历年出土汉至宋代的文物有“驸马都尉”和“西部尉印”铜印

章、铜佛、铜镜、铁器、箭镞、钱币、兽角、石碑、瓷器、瓷狮、陶器、陶罐、陶碗、花方砖、各种砖块、

大瓦、瓦当、壁画残片等①。以统万城遗址为中心 ,向东近 15km,向南近 20km的范围内 (北面和

西面沙漠覆盖 ,其古迹分布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 ,都分布着比较密集的古墓群②。目前在城址附

近已经发掘出唐代墓葬③。而元朝甚至明初的文物、古墓以及北面和西面的古迹有待今后进一

步的考古发掘。

据考古调查④和有关研究⑤表明:统万城海拔 1152- 1162米 ,规模十分宏伟 ,城墙数里 ,敌

楼耸立 ;今城垣仍存 ,分内外两城 ,东面土城为外郭城即皇城 ,西面土城为内城即宫城 ,皆以灰

青色白土筑成 ,颇坚实 ;外城残长 506米 ,南垣及西北角保存较好 ,内城完整 ,南北宽 527米 ,东

西长 609米 ,残高 10米左右 ;四角建墩楼 ,最高达 30米 ;东、南垣各筑马面 11座 ,西垣 8座 ,北

垣 6座 ;各垣各开一门 ,均施瓮城。经过多年的考古挖掘和文献考证与研究 ,现在已经发现该遗

址主要存在墩台、城墙、敌楼、马面、钟鼓楼遗迹、宫殿遗址、瓮城遗迹、永安台、服凉门、平朔门、

朝宋门、招魏门、凤阳门、护城壕等遗迹⑥。 现存的遗址只是当年统万城残存的极少部分 ,要全

面认识当年的统万城 ,还有待深入的考古研究。

统万城是我国现存较完整的古城遗址之一 ,其文物价值重大 ,是研究大夏和西夏的历史、

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城市、建筑、生态环境变迁、民俗和匈奴民族的重要文物资料和第

一手实物资料。匈奴民族是一个在中国北方驰骋了 10个世纪又消失了 15个世纪的民族 ,由于

历史上基本无匈奴民族的详细文献资料 ,统万城的挖掘将有助于揭开匈奴族神秘的面纱⑦ ,将

有力地促进匈奴民族的研究 ,具有重大的考古意义。

由于统万城具有重大的考古文物价值 ,近 20年来该遗址得到了陕西省和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 ,被列为陕西省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更好的保护该遗址 , 2002年 10月陕西省启

动了统万城遗址加固工程 ,对遗址进行了化学加固保护 ,配合加固工程开展了考古发掘清理工

作⑧。统万城是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必须加强对它的保护研究和管理 ,文物勘察研究工

作必须先行 ,才能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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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筑艺术价值

统万城是匈奴民族遗留下来的一座城墙轮廓、众多建筑保存较完好的都城①。古城的整体

建筑布局为皇城、宫殿格局 ,城墙外围还有 35座敌楼拱卫 ,而且设有储存粮秣、武器等库房 ,城

墙四隅的角楼都高于城垣 ,城垣、隅墩、马面和台基均由白土夯筑而成 ,夯层清晰 ,规整致密。虽

为土城 ,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 ,经过 15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 ,统万城的白色城

垣和角楼残迹依旧轮廓毕现 ,部分建筑墙址犹存 ,护城河也隐约可见②。它那屹立在沙漠中的

皇城雄姿 ,坚如磐石的白色墙体 ,众多的马面 ,高耸的角楼 ,独特的“崇台密室”的结构和雄伟的

宫殿楼观遗址 ,清晰地勾勒出这座以“一统天下 ,君临万邦”之意而命名的大夏国都城的轮廓和

规模③。

统万城在我国建筑和筑城史上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价值④: 1.城垣全部用砂、粘土、

石灰组成的“三合土”筑成 ,这种筑城方法年代最早 ,较明代早一千余年 ,它是我国古代建筑及

筑城史上的一个重要实例 ,也是我国古代土工建筑的一大奇迹 ; 2.具有高大的多层悬挑式角

楼 ,尤其是其西南隅高大的角楼及其墩台 ,不仅其高度空前绝后 ,而且年代最早 ,在中外筑城史

上非常罕见 ,同时也是仅有的一例悬挑式的多层木构角楼 ; 3.利用马面的空间作战备仓库是筑

城史上少有的实例 ,在其建城之前的古代建筑和军事文献中也没有类似的记载 ,是对我国筑城

技术和战争防御工程设计的重大发展 ; 4.具有较早和最完整的马面 ,虽然较曹魏洛阳城的北垣

及金墉城的马面稍晚 ,但却是最致密和最完整的城垣防御体系。该城的地形和城体是一个典型

的军事城堡 ,城体高大宽厚且坚固硬实 ,是难以逾越与攻破的军事屏障⑤。 统万城的规划设计

从战防的实际需要和效用出发 ,用三合土筑城并修筑马面 ,利用马面中的空间作为战备仓

储⑥ ,这些都匠心独具 ,富有创造性 ,对现代的筑城技术和战争防御工程设计有很大的启示作

用。

四　生态环境意义

统万城高耸于沙海之中的白色城垣与角楼残迹 ,折射出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强烈反差 ,

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 ,它的兴废不单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问题 ,而是揭示了北

方生态环境敏感带地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⑦。 统万城地区秦汉时期“沃野千里 ,水草丰美” ,

建城时“背名山而面洪流” , 8世纪“大风积沙” , 9世纪“堆沙高及城碟” , 10世纪已经“深在沙

漠” ,统万城的兴废过程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由山明水秀到秃山恶水漫漫黄沙的演变过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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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研究表明: 统万城只是偏居毛乌素沙地一隅的人文活动的烙印 ,其兴废与整个毛乌素沙

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①。统万城的兴废有环境演化的气候等自然因素 ,也有人为的政治军事

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造成统万城周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统万城的兴

废作为反映环境变迁的一个尺度 ,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能够说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

区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也是具体探讨和区分自然因素与人类因素对环境变迁影响强度的比较

理想的实验场所②。

近年来当地大力治沙 ,许多适宜的沙生灌木、草本植物已经郁郁葱葱 ,老百姓栽植的白杨

树挺拔有力 ,古城周围的流沙有的已经变成了固定或半固定沙丘③。 “统万城绿色都市恢复行

动计划”要在此营建一个国内外绿色志愿者从事绿化治沙实践活动的基地 ,恢复统万城地区原

有的自然景观 ,在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重建绿色都市④ ,这将有助于统万城遗址的保护。相信

经过努力 ,运用最新的绿化治沙技术 ,千年匈奴古城将被绿色环抱 ,统万城地区将重现当年大

夏国都城水草丰美的景象和千年古都绿色都市景观。

统万城的生态环境变迁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会对脆弱生态环境造成很大

的影响与破坏 ,过度耕垦放牧、滥砍滥伐等破坏植被的行为和战乱影响会使周围生态环境不断

恶化 ,最终导致沙漠化。忆古思今 ,统万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们只有按照生

态规律办事 ,建立起和谐的人地关系 ,在环境保护中求发展 ,才能避免生态灾难。

五　科学研究价值

从文化角度来看 ,统万城可以称为凝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集体智慧和民族文化交融的极

具涵盖力和扩张力的经典之作 ,它可以研究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处与融合 ;从历史角度来

看 ,统万城又是研究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特点的重要的文物仓库和实物资料⑤。

统万城是我国历史上匈奴民族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座早期都城遗址 ,后来又是党项、羌等

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西夏王朝的发祥地 ,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史、各民族关系

史、大夏和西夏人的民俗及特点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⑥。统万城独特的建筑形式及各类珍贵

文物 ,使其成为研究公元 5世纪草原民族建筑艺术、探讨从大夏至西夏延续 5个世纪之间的地

区文化和历史的一处考古研究基地和重要场所⑦。

统万城的再发现不仅在中国民族史和考古史等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巨大价值 ,在人地关系

的生态学上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⑧。作为一处掩藏在沙漠中的人类活动遗迹 ,统万城遗

址是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典型例证 ,它在环境变迁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⑨ ,为科学

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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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万城这座古城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城市之中和城市附近还

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 ,承继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特定的传统社会经济基

础 ,对研究中国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科技、军事和考察古代建筑艺术、研究城市

发展规律、生态环境变迁都有重要的价值①。

统万城是我国境内的早期匈奴古都 ,对研究匈奴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非凡的价值。我国

是匈奴民族的发祥地 ,但对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的记载和研究很少。如果以统万城为契机展开匈

奴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将是很好的开端 ;如果我们利用我们固有的历史优势和统万城这一实物

资料 ,可以对该项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 ;如果能“温故而知新” ,对当代的民族学研究也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②。

六　旅游意义与价值

统万城虽然饱经风霜 ,仍卓然挺立、雄浑苍茫 ,残垣断壁间仍然透出雄伟气势 ,昔日繁华依

稀可辨。这座古城遗址是一座历史文化纪念碑 ,可以让游客抚古思今、感慨万千 ,别有一番旅游

情趣。蓝天白云下 ,空旷的荒原上 ,万里黄沙 ,十里白城耀眼夺目。旷野孤城 ,空寂无人 ,天地广

袤 ,惟有历史的长风迎面吹拂 ,让人体味到“茫茫沙漠广 ,渐远赫连城”的悲凉和“寒声猎猎戍旗

风 ,独倚危栏怅惘中。万里山川唐土地 ,千年魂魄晋英雄”这历史的苍凉与悲壮③。统万城遗址

给人以悠远、神秘之感 ,从这里我们可以领略它“一统天下 ,君临万邦”的历史辉煌与“荒沙掩

影 ,砾石绕肠”的现实悲哀④。 残碎的瓦砾瓷片和颓废的城垣以及断壁上许多先人留下的孔洞

引人无数遐思。游览统万城遗址可以满足人们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欲望 ,甚至可以领略“大漠

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雄美壮观的景象。

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 ,统万城体现的是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意蕴。统万城千年古都旅游

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 ,它不仅具有景观之美 ,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人文景观的内在美⑤。它具

有审美、观赏、愉悦、借鉴以及美术史料等价值及教育功能。统万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重要

的考古文物价值、建筑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及重大的生态环境意义都赋予了它重大的旅

游价值和意义。相应地可以开展统万城的历史文化游、考古文物游、古都建筑艺术游、塞上大漠

风情风光游、沙地人文生态游和科研教学游等一系列的旅游活动。 由于统万城深处沙漠 ,交通

不便 ,可以开展骑骆驼探险旅游活动 ,增添游览情趣⑥。

统万城在旅游上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⑦: 1.该遗址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代文明和草

原文化的具有权威的历史标本 ,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城实物。开展遗址旅游可以弘扬草原文化

和民族精神 ,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 ,能对各族人民产生凝聚力和激励作用 ; 2.该古城遗址可以

满足游客觅奇猎古的心理需求。遗址深陷沙漠之中 ,昔日繁华与今天的满目荒凉对比鲜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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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在这里足以观沧海桑田的变化 ,发思古之幽情 ,可以满足游客探险寻奇、回归历史与自然

的需求 ; 3.它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 ,留下许多历史的足迹 ,向我们展示了大夏的兴衰史和一

段匈奴民族史 ,能使游客获得古代文化历史、城市建筑艺术、地理环境变迁等方面的有益知识。

它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基地和文史、建筑、艺术等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开展统万城遗址科

研考古旅游 ,专业工作者可以从中考察研究 ,充实自己的学识 ,而且还可能会有新的科研考古

文物发现。在开发利用统万城时 ,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历史文化遗产作用 ,把历史文化遗产与当

代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七　结论与启示

统万城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具有重要的考古文物价值、建筑艺术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 统万城繁华显赫了五百多年 ,历史文化信息丰富 ,反映了匈奴民族

和古城的兴衰 ,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及其农耕文化的交

融 ;作为陕西省和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统万城内珍贵文物众多 ,是研究匈奴民族等多方

面科学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 ,具有重大的考古意义 ;统万城雄伟而坚固 ,建筑形式独特 ,创造性

地用三合土筑城并修筑马面 ,空前绝后的高大的多层悬挑式角楼 ,匠心独具地利用马面空间作

战备仓库 ,在建筑筑城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统万城是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典型例证 ,它的兴衰

反映了当地人地关系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揭示了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 ,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城址周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统万城是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尤其是

匈奴民族 )、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城市、建筑艺术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等方面的

基地 ,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统万城是一座历史文化纪念碑 ,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 ,它可以

让人们体味它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悲凉 ,可以满足游客觅奇猎古、回归历史、回归自然的心理

需求 ,同时也是古代文化历史、建筑艺术、环境变迁、民族史等方面的科研教学考古的旅游胜

地。总之 ,统万城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利用价值。通过科学地规

划与开发 ,可以把它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旅游、科研、教学、沙产业综合开发等多种功能的示

范区①。

统万城的兴衰历史和生态环境变迁给我们重大的启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人类只有在生

产实践中不断发挥积极的作用 ,才能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

律和社会规律 ,加强环境保护 ,建立起协调的人地关系 ,社会经济才能持续地发展进步。统万城

是历史上失落的古都 ,要加强古都风貌保护。开发统万城旅游资源时 ,要把发展旅游业与保护

古都的固有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坚持“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的原则 ,强化“旅游保护” ,淡化

“旅游开发” ,强化“旅游文化” ,淡化“旅游经济” ② ,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实现统万城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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