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恪生）3 月下旬，自贡“春雷行动
2021”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典型案例。未经许可生产冷吃兔，贡井区
一家涉嫌无证生产加工食品的窝点被查。1月，执法人员对该窝
点进行执法检查，发现有若干已封装的冷吃兔，1台墨轮印字封
口机、500余张食品标签，且不能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经查，当
事人取得与合法厂家代加工协议后，加工量无法满足平台订单，
故自行炒制并加贴其他合法厂家的标签信息进行网络销售。执
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行为，拆除生产设备，依法销毁非法
加工的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并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自贡发布“春雷行动2021”第二批典型案例：

未经许可生产冷吃兔被罚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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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文物，是无声的
历史。汪启明说，在考古学
上，出土文物一定要和传世
文献相结合，才能互为印
证，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
光靠出土文物本身是得不
到答案的。“目前，各地的博
物馆都在找当地的出土器
物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这固
然是一种解释的办法。但
是用这个出土文物去解释
另一个出土文物，怎么判断
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同出
一源呢？所以无论如何也
还是需要文献的解释。”

汪启明说，我国的古书
亡佚太多。很多我们没有
办法解释的现象，只是限于
当下的文献背景。对古蜀
国记载的文献，最为重要的

有两本，一是《华阳国志》，
一是《蜀王本纪》。后者为
历代蜀王传记，原书早已亡
佚，文字散见于《史记》《文
选》等书，由明代郑朴搜集
整理成文。因此《华阳国
志》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重
要。“三星堆现在之所以留
下了这么多“谜团”，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像《华阳国志》
这样的文献太少了。”汪启
明感慨。

三星堆有没有文字？
汪启明提到他倾向于古蜀
有 文 字 ，“ 高 超 的 工 艺 水
平，具备文明所必须的城
市、冶金、宗教等条件。我
也非常期待三星堆能出土
文字，那将是非常巨大的一
个大事件了。”

乡土教育和全民阅读
从《华阳国志》开始

35岁的胡仟是教师，她
向汪启明教授发问：“《华阳
国志》彰显了常璩深厚的家
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如何
与乡土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让学生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家
国一体的中华传统？”

汪启明回答：“可以编
撰关于常璩的乡土教材，
也可以在崇州的每个小学
开设关于常璩和《华阳国
志》的课，每个学期讲个两
三堂。这些都很简单，重
要的还是要课外阅读，就
是要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进
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
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
军营的‘七进’工作。”

汪启明教授指出，教育
工作的根本是教师和教材，
首先作为教师要了解《华阳
国志》，而编教材需要行政
上的政策。当地教育局还
可以举行征文比赛，这样大
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动漫、游戏、短视频
都能为文旅推广出力

第二位提问的是街子
文旅管家杨俊肖，她认为

《华阳国志》记载的历史离
今天已经十分遥远，“我们
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该如
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将这些历史人文风貌
进行生动再现？”

汪启明教授不仅学术
上严谨，同时思维活跃度
也和年轻人同步，对于这
个问题他几乎是信手拈
来：“现在的传播手段很先
进，你可以用公众号每天
发几条关于常璩的推文，
还有动漫和游戏也可以涉
及《华阳国志》的题材，这
些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街子镇政府工作人员
谭钰秋是一名“95 后”，她

向汪教授提问：“目前年轻
人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爱好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
问如何让年轻人更加了解
常璩和《华阳国志》？”汪启
明说：“你不是喜欢看短视
频嘛，我们就把《华阳国
志》拍成 300 集的短片。
你们不是不想看长篇大论
嘛，我们就把《华阳国志》
的文章分割成很多篇千字
短文，这样上厕所和坐地
铁都能看。总之，现在的
年轻人想看什么，我们就
提供什么，根据不同的受
众和文化群体，从趣味性
上吸引他们的关注度。”

卖常璩的文创产品
比卖香肠腊肉更“香”

汪启明教授表示，推
广常璩和《华阳国志》还应
该从社区入手。“崇州的街
子古镇是旅游地，可以找
人写剧本，甚至拍成像《花
木兰》那样的电影，因为

《木兰辞》和《华阳国志》是
同个时代的。今天我们走
在古镇的街头，看到的都
是腊肉香肠，没有关于常
璩和《华阳国志》的纪念
品，这还是有些遗憾的。
崇州的文旅要上档次，就
要提升文化含金量，文化
也可以做成产业。”

街子镇社区工作人员
李木禾问汪教授：“在社区
工作中，可以从名人身上
挖掘哪些闪光点来服务基
层建设？”汪教授为他答疑
解惑：“你们除了油菜花
节 ，也 应 该 有 常 璩 文 化
节。崇州每年油菜花开的
时候我都会来，人多得连
车都停不下，这就是宣传
常璩最好的机会啊！搞点
猜谜、对联之类的东西，扩
大《华阳国志》在游客心中
的文化影响力。甚至当地
还可以成立相关的常璩文
化协调小组和推进团队。”

三星堆为什么留下了这么多“谜团”？

汪启明：像《华阳国志》这样的文献太少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实习生 王金亚

近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再次掀起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也唤醒了更多人对三星堆的好奇探究之心。3
月29日下午，汪启明教授在做客“名人大讲堂”时说，作为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华阳国志》记录的时
段是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跨度很长，涉及到了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其或可为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

3月29日下午，“名人大
讲堂”首次移师崇州，这里是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故乡。在
街子古镇的华阳国志馆，西
南交大特聘教授、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
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汪启明谈古论今，讲述常璩
的传奇人生，解读其巨作《华
阳国志》。讲座完毕，现场观
众余兴未尽，于是四位传习
志愿者向汪启明教授继续求
教。在这个互动环节，汪教
授给崇州当地的文旅产业贡
献了不少“金点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帆摄影 陈羽啸

传习志愿者现场提问。

汪启明对话传习志愿者：

崇州除了油菜花节
还应有常璩文化节

2021年首场“名人大讲堂”在常璩故里崇州开讲。

崇州“华阳国志馆”。

在讲座中，汪启明特别强调，读《华阳
国志》“一定要读懂，然后再去发表观点。”
他举了一则关于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
例子。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
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
具，很多人也将其与蜀王蚕丛联系起来。
其源于对《华阳国志》中这样一段文字的
解释：“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
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
目人家也。”

汪启明说，这段文字明确提到了蚕丛
“目纵”，而三星堆的这件面具眼睛处也有
明显的突起，两者似乎非常相近，于是出土
青铜面具被命名为“纵目面具”。那么问题
来了，查阅自古以来所有文献，“纵”字似乎
都没有“突起”的意思。汪启明提到，《集
韵》中云“东西曰衡，南北曰纵。”也有文献
把“纵”字理解为“竖”，总之都没有“突起”
之意。

汪启明认为，这或许是当年的考古学
界对于《华阳国志》中“其目纵”的误读。
他解释道，就算“纵”字能理解为“突起”，
那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也不是“目纵”而是

“瞳纵”。“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三星堆
面具上突起的部分很显然是其中的‘瞳’。

《华阳国志》所云“其目纵”并非是说眼睛
突起的意思。”根据汪启明的猜测，“其目
纵”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蚕丛的眼睛也
许长得并不是标准的横着，所以才说“目
纵”。

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
才能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

常璩生平介绍。

青铜“纵目”面具
跟文献中“目纵”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