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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广场
出土李君碑裴君碑

2010年11月5日下午1
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
工程施工现场正在有条不紊
地施工。突然，有工人从地
下挖出一大一小两块石碑。

“巍巍大汉，佁（yǐ）皇
承度，昌光耀轸（zhěn），享
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
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
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
可辨。

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
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
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
方形，每块石碑均重达 4 吨
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
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
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
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
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

这两块石碑现藏于成都
博物馆中，是迄今为止四川
地区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

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
石刻。“赞命俊臣，移苻（符）
于 蜀 。 同 心 齐 鲁 ，诱 进 儒
墨 。 远 近 辑 熙 ，荒 学 复 植
……”两座汉碑赞颂了裴、李
二人作为蜀郡太守为振兴蜀
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

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
直接联系。两块碑属于德政
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
区之内。

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
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
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
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
文翁石室所在地。

巴蜀学者罗开玉认为，
《李君碑》碑文中的“殿堂”，
应是当时蜀郡郡府之一部
分。他在《成都天府广场出
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
郡府衙遗珍说》一文中，详细
解读了他对这两块汉碑的认
识。

从石碑性质上看，蜀郡
太守裴君的下属为歌颂裴
君 ，为 其 专 门 修 建 的 生 祠

（“庙”），并在祠中立此颂德
碑。裴某应该是感到下属为
自己建生祠有所不妥，特别
是所立颂德碑被大水冲倒一
事，更从某个角度给出了警
告。于是由他自己出面，将
生祠改为官属学校。

文翁石室
在大火中得以幸存

时光回溯到 1900 多年
前 ，东 汉 安 帝 永 初 年 间

（107—113年），成都发生了
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正是
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永
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
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
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
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头结

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
以幸存。

公元 133 年左右，河南
襄城人李膺在百废待兴、成
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
命为蜀郡太守。他以当年的
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
教育。后来李膺调离蜀郡，
离任 3 个月后，蜀郡本地人
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
便是成博现存的《李君碑》。

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
冲倒，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
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
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
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
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
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
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
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
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
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
出的努力，也见证了文翁兴
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

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这同样
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

发现汉碑之地
或是郡学分校

有学者认为两块汉碑所
在地即是文翁石室原址。罗
开玉认为值得商榷，文翁石

室的所在地，历代文献多有
记载，非常清楚，就在今石室
中学原址。

东汉时期，成都官学绝
非只有一所，有郡学、州学，
还有县学。

文翁创办的官学，即石
室原址学校，西汉时为郡学，
但在东汉时，却已升格为州
学，于是蜀郡府另择地新办
郡学。“州夺郡文学为州学”
后，蜀郡于夷里桥（成都城西
南南河方向）南岸道东边另
建郡属官学（隋唐时期于此
附近设立锦官城）。

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
先生认为，“郡更于夷里桥南
岸道东边起文学”，具体地点

“当在今盐道街附近。其时，
锦江（检江）循今金河东流
也”。可见东汉时的州学、即
文翁石室原址即今石室中学
所在地，现今盐道街一线。

那么，发现汉碑之地的
学校是什么学校呢？罗开玉
认为从其由蜀郡守下令修复
并改为官学的背景看，可能
是当时郡属官学的一个分
校，或郡府直属的、短期培训
低级吏员的学校，再从其由
个人生祠改为官学的历程
看，一较仓促，二有形势所迫
之意，可能只是短期的权宜
之计。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对2020年印
刷辅料货物进行招标，现邀请符合招标货物要
求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

1.项目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2020年印刷

辅料货物采购。
2.招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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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轮转水路清洗剂、泡泡棉、无纺过滤棉。 标
段4：卷筒新闻纸接纸胶带、飞机纸、黑色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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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 标段 6：包装膜、报用新料捆扎带。标段
7：签字笔、剥纸刀、清样打印纸。

(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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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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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招标文件费用：无。
4.3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携带投标人营业执

照正本复印件（盖鲜章）、领取人身份证原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盖鲜章）。

5.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和地点
5.1 递交时间：2020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 点

至2020年7月13日下午16点。不接受非现场
方式提交的文件。

5.2递交地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总经办。

6.联系方式
采购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
联系人：吴老师 028-85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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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2020年6月23日

招标公告

西汉汉景帝末年（约公元
前141年），时任蜀郡太守文
翁深感蜀地偏远仍有蛮夷之
风，便“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
室”，招各县子弟入学，大兴教
化。

文翁是历史上最早创立
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
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
导人，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
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
新篇章。

文翁石室从汉代一路走
来，走过了2161个春秋，依然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

当年文翁创办的石室学
宫地址在哪里？此前，学者比
较认同石室学宫历经两千年
校址未变，就是如今石室中学
所在的成都文庙前街。直到
2010年11月 5日，天府广场
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构成
中挖出两块石碑，有考古学者
认为，石室学宫的旧址是石碑
出土地成都市东御街。

6月16日，封面新闻记者
就此采访了成都市作协常务副
主席、著名作家蒋蓝，综合史料
和出土文物，他更倾向于文翁
石室校址未变的说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文翁石室的牌匾依然高挂在如今的石室中学校门上。

成博馆藏的裴君碑。

著名作家蒋蓝。

文翁创办的

石室学宫
到底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