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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年，在三峡沿岸的山野中，还流传着这些古老的歌谣

。土家的这些山歌就是被巴人传唱了千百年的巴歌。 瞿塘峡

象一道门户，自古作为战事要塞。巴人在此设置关隘与楚军

对峙。峡谷没能挡住楚军。古巴歌却在刀光剑影中被楚人唱

到了他们的平原上。 唐末，一个诗人在这里系舟登岸，他是

一名被朝廷贬职的官员。他把自己的足迹留在峡谷周围的山

水之间，他学会了吟唱巴人传统的古老歌谣，并将当中的内

容仔细记在纸上。多年以后，一种令后来的文人争相效仿的

文体诞生在诗人的行囊中。诗人名叫刘禹锡，那种新兴的文

体叫做"竹枝词".刘禹锡的塑像被后人立在了瞿塘峡边的庙宇

中。 古史记载：楚人宋玉与楚王有这样一段关于竹枝词的对

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

人。"可见当时的巴地歌舞对楚人的影响。 作为一种传统，或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竹枝词在楚地被长久地流传下来。时间

过去了几千年，楚故地宜昌城中的竹枝词歌舞几乎完整地保

留了古代巴人歌舞的原始状态，并被现在的歌舞家重新演绎

。 公元前278年，楚国的诗人屈原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事实上

，这只是两千多年前一个诗人无声的死亡。在两千多年前战

争迭起，楚宫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激越的灵魂消失在漠然

的天地间，就像水滴消失在激流中。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

被后人反复记起，并不断提及，实在是因为他那些充满魔力

的咒语般的诗句和充满神秘感的生命本身。 屈原是最早解读



巴歌的人，抑或他本身就是巴歌的创始者。他那充满巫韵氛

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古代峡江巴人习性和风物的生活写

照。 湖北省姊归屈原庙。这位伟大的诗人被人们供奉在寺庙

中。姊归县乐平里。这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

，香火旺盛。但１９９７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一把洛阳铲打

破了人们延续了千百年的对屈原身世的认知。在屈原故里乐

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楚文化

遗存。考古学家们几乎有些失望。考古学家林春把屈原戏称

为外来户。屈原来自何方？出土在此地的巴文化遗存已使一

切明朗起来。 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巴国诗人，屈原曾在他的诗

句中流露出许多迹象。屈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曾一度受

到楚王器重，但最终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这可能与他的出

身有关。资料表明，屈原的祖上应为巴地庸国的巫官。这就

无怪乎屈原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巫色彩。死去两千多年的

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仍

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

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考古学和

博物馆的意义正是为了人们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这是远古楚地编钟的演奏场面，从这种盛大的演奏场

面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巴国礼乐当年的盛况。 涪陵城边的小

田溪，谁也无法想象它当年的繁荣。出土的巴文化精品使我

们对史籍中的巴王都城的存在深信不疑。从这里出土的器物

以乐器为主。计有钟、钲、淳于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组

１４枚制的编钟。乐器在古时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很显然

，乐器的主人应归巴国君侯。１４枚制的编钟在出土武器中

十分罕见，与楚式编钟相比，它们在形制和纹饰上风格各异



。 在制作工艺上，巴人编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音乐

家证实每件单钟可测出双音，具七声音阶。１４件编钟尺寸

依次递减，从通高２１厘米到８。６厘米，精确度极高。音

乐考古学家已把它作为古典音乐的独立类型来研究。 另一种

造型奇特的巴人乐器，它们在战斗中被巴人武士用于作战。

淳于是巴人最典型的乐器，至今只见于巴蜀地域，巴人在战

斗时，敲击淳于肩部发声，淳于声大如雷，清响良久。作为

巴人特有的青铜器，淳于一直未传到楚地和中原，作为技艺

高超的青铜制品，淳于无疑是巴人崇虎的精神外化。淳于上

的白虎造型有的极具现代艺术风格，繁者造型写实性强，虎

的耳目清晰，张口露齿，能清楚地数出虎牙。编钟与淳于的

形制，都在汉唐之际消失，他们在地底下漫长的沉寂着，到

再次见到阳光时，它们恍若刚刚铸就。 巴人曾在长江和嘉陵

江流域多次建都，大量的青铜制品和陶制品令我们惊叹，这

确实是一个曾经光彩四射的王国，但我们却已找不到一座完

整的巴人遗城。历史上辉煌的巴人城廓，同他们的历史一起

沉入了地下。天性浪漫的古代巴人怎样修筑他们的城池呢？ 

出现在巴人的青铜器上，被考古学家考证为"干栏式"图语，

在今天的渝东南、鄂西、湘西北和黔东南地区，我们看到了

大片大片的干栏式建筑，今天的土家人就居住在这样的"干

栏"式吊脚楼中。 古代巴人居住的地方多依山傍水，地形决定

了他们的建筑样式。盛产林木的地域也为这种建筑物提供了

条件。古代巴国的城市完全可能就是由这样的"干栏式"木楼

构成的庞大建筑群，他们无需修筑坚固的城墙，周边险峻的

峡谷和山地就已使他们城镇固若金汤。 很久以前的巴城中，

人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平凡交往，这不是一些封闭的城市，



一条大江和无数的溪河使城市变得鲜活，商贸活动日趋频繁

，他们用本地的盐换取来自峡谷外的货物，用他们的织布换

取羡慕的目光。 灾难可能在一夜之间降临，汹涌的长江和难

以计数的山体灾祸或许不只一次的摧毁过这些峡江居民的梦

想，泥沙和浊流带走了他们的生活和城市。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些峡江楼阁是否就是远古巴人城楼逼真的再现？这中间隔

着神秘的时间黑洞。 在古巴人活动过的地区，这些被称作"天

街"的建筑格局仍随处可见，它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建，象高

耸入云的祭台，居民们保持着淳厚的巴人遗风和生活习俗。

很久以前，楚宫和秦城都已消失，电影制作者依据现存的古

代宫厥和资料将它们复原，今天存留下来的宋城、明城在建

筑结构上与秦汉文化一脉相承，而楚城是这一切的源头。从

今天土家聚居的"干栏式"建筑中，我们尚能找到联结的语言

链条。从考古发现看，黄河流域古代部族的建筑多用夯土建

成，这可能是远古中原地区建筑的活化石，在我们能了解的

古代建筑中，看到了夯土和复杂的木架梁架结构合一的样式

，而木架梁结构后来无疑成了中国古建筑的主要内容。我们

在当中看到的全是干栏式建筑的影子。 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

神秘的巴蜀图语中，这个符号是否有着某种同样神秘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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