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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首创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
——三星堆文化与历史

□孙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晚，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
教授，做客由封面新闻举办的“名人
大讲堂”，带来一场题为《三星堆文化
与历史》的精彩演讲，与大家分享三
星堆的研究成果。

他长期关注古蜀文明的考古成
果，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
究，每逢三星堆考古发掘有重大成果
对外发布，他都第一时间赶往三星
堆。在他看来，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
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乃
至世界考古。

孙华教授“名人大讲堂”开讲。陈羽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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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
与古蜀历史

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四
川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年代范
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100
年间的青铜文化，这样文化的典型遗址
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它以强烈的
宗教祭祀色彩的铜木像设、铜尊组合体
为中心祭祀用器，以大量玉圭璋和象牙
的使用为特色。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
的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青铜
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发现、确认和研
究，改写了四川先秦时期的古蜀文明和
古蜀历史。

四川盆地的古代文化呈现出这样
一个特征：它在穿越秦岭巴山或长江三
峡的古道畅通时期，与黄河中游或长江
中游的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在这
两条古道因某种原因被阻断的时期，它
就在先前积累的基础上自身独立发
展。这种文化的交互作用开始于三星
堆文化时期，所以四川具有自身特色的
文化传统以三星堆为源头，一直延续到
秦灭巴蜀以后的一段时间，直到秦汉之
际才逐渐又融合到秦汉文化之中，四川
盆地的先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多元
一体的很好的见证。

我们说了三星堆，再说说古蜀的历
史和古蜀文明。

什么是古蜀历史？就是以四川古
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蜀人和
蜀国形成、发展和融合的进程，及其不
同时期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
状况。根据相关历史信息，先秦时期的
蜀是一个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古代王国
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数个时代，
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为了区
别后来四川以“蜀”为国名的地方政权，
应该采用有些学者的意见，将先秦以前
的蜀称之为“古蜀”。

那么什么是古蜀文明呢？古蜀文
明当然和古蜀历史有关，但是文明毕竟
不同于历史。古蜀的文明如果定义的
话，是以四川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先
秦时期蜀人和蜀国的中心制度、科技和
艺术成就的一个统称，包括了古蜀时期
的产业水准、政治制度、艺术创作，以及
文字和文书的发明和使用情况。

2
三星堆埋藏坑

或缘于一场重大政治变故

关于三星堆文化和古蜀历史及文
明，它们最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来自于
三星堆遗址，尤其是该遗址的一组埋藏
坑。三星堆埋藏坑是在三星堆遗址发
现的一组掩埋大量珍贵文物的土坑群
的统称，1986年发现1、2号坑以来，发
掘者认为它们是出于祭祀目的挖坑掩
埋祭祀用品遗存，所以也有“三星堆祭
祀坑”这样的一种解释。我认为，祭祀
还不是这些埋藏坑唯一的或最为合理
的解释，在还没有最后确定这些埋藏坑
的用途和性质的情况下，将三星堆这组
土坑称之为“埋藏坑”或“器物坑”，都比
称作“祭祀坑”要更为妥当。

关于三星堆埋藏坑，我有一些想法
及推论。

首先，我们说说三星堆埋藏坑本
身，我认为它们都是神庙毁弃后的埋
藏。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埋藏
有丰富高品级器物的埋藏坑，2018年在
原先发现1、2号坑的地点又发现了6个
埋藏坑，从而使埋藏坑的总数达到了8
个。这些埋藏坑，除了较小较浅的5、6
号埋藏坑相对年代略晚外，其余埋藏坑
都是同时有规划的埋藏。这已经被新
发现的地层和文物所证实。

正在发掘的这些埋藏坑，坑里除了
埋藏了大量被毁坏的神像、人像和供奉
用器以外，还有红烧土、木炭渣、碎石板
等建筑垃圾，埋藏的器物多有损坏，说
明这些遗存都是损毁神庙里的东西。

我认为，当初在埋藏坑附近一定存
在着神庙一类地面建筑和祭祀场所，神
庙中供奉着三星堆人的神像，陈列着他
们祭祀神的祭献用品和仪式用具。这
座（或不止一座）神庙的位置，从后来成
都金沙村遗址祭祀区域及建筑遗迹位
于河边的情形分析，很可能就在三星堆
土垄东北临近马牧河一侧，半月形的三
星堆土垄将神庙及室外祭祀场所与其
他区域分隔开来，保证了祭祀区域的封
闭性和神秘性。

三星堆遗址的宗教祭祀区域，本来
位于古城北部的月亮湾一带。大约在
三星堆文化晚期，宗教祭祀场所才转移
到古城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就在三星
堆城的祭祀区发生转移后不久，可能发
生了一场重大政治变故，变故的结果则

导致三星堆新建不久的神庙被焚毁，神
像及其神庙内的陈设被砸坏和烧坏，三
星堆王国的人们在变故平息以后，出于
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物品埋
藏在祭祀区附近。

3
三星堆国家

有可能是两个贵族联合执政

由于三星堆埋藏坑的青铜像设给
人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颖的、直观
的形象，再加上四川地区遗留下来的数
量不多、片言只语、人神杂糅的古史传
说的启发，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历史
信息。我们要从这些信息中获得正确
的历史知识，首先要把这些埋藏坑放在
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时空框架中，考察
它们在三星堆遗址兴衰过程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三个
文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星堆文化兴
起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那时候三星堆
聚落的人们还在和其他宝墩文化的城
邦打仗，成都平原还没有统一；第二个
阶段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候成都
平原已经完成了统一，其他城邦都已消
亡，只有三星堆这一个城市存在，三星
堆的人们在原先聚落的基础上营建了
一个大城，修筑了宫殿和神庙；第三个
阶段是十二桥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三
星堆，神庙被烧毁，神像被掩埋，变成了
一个普通的聚落。三星堆古城的统治
阶级已经迁移，他们迁到哪儿去了？很
可能迁到成都金沙去了。

在三星堆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都
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加入。在三星
堆一期末，也就是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
化的过渡期，就有来自中原地区的人们
来到了三星堆。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
西面的仁胜村发现了一片墓地，这个墓
地里有一些螺旋形的器物，是二里头遗
址的很有特点的器物。我认为，在三星
堆文化兴起、三星堆城兴筑的前夕，有一
支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人们进入到三
星堆遗址，正是这支人群与三星堆本地
文化的结合，改变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进
程，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国家。而在三
星堆文化末期，又有一股来自于四川盆
地东部长江沿岸或长江中游的人群进入
到三星堆，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艺术，
形成了三星堆埋藏坑埋藏物这样的精
华。三星堆国家的覆灭，很可能与当时

内部和外部势力的交互作用有关。
三星堆铜人像分为两类，一类是将

头发梳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的“辫发”
人，其发式好似清代的男人们；另一个
族群是将头发挽在脑后，然后用发笄即
簪子将其别起来的“笄发”人，这是中国
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人们的主流发式。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族群的人像中，各
有两个脸面上贴有金箔，另在包金竹木
杖上所表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也是
两组，这就暗示着三星堆国家有可能是
两个贵族联合执政的权力体系。

在这两个掌握权力的贵族群体中，
根据三星堆2号坑全躯铜人像的发式及
姿势，可以知道，那些从事宗教礼仪的
贵族全都是“笄发”贵族。据此推断，三
星堆的“笄发”贵族很可能掌握着国家
的宗教祭祀权力，而那些“辫发”贵族则
很可能掌握着行政军事等世俗权力。
三星堆是一个由两个贵族族群共同执
政的国家，维持好权力的平衡是国家稳
定的基础。三星堆国家的灭亡，可能就
与这种平衡被打破有关。

4
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

系三星堆首创

三星堆文化有 500 多年的发展历
程，古城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才形成了最
终的形制。早期城址只是马牧河以北，
也就是后来三星堆古城西北部的小城，
也就是月亮湾小城。再往后城市扩展
至马牧河以南，形成了后来三星堆小城
和东部外城。再往后继续往南扩展，并
且在东北部修筑了仓包包小城，才形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古城的模样。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一直是以西北
小城的宫殿区作为统治中心，早期的宗
教祭祀区也在西北小城，到了三星堆文
化的晚期，宗教祭祀区才从西北迁到西
南，形成了世俗区与宗教区隔河相望的
状态。伴随着宗教空间的转移，三星堆
的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流穿城而
过，河的北面是宫殿区，河的南边是祭
祀区。由于都城不仅有神权贵族和世
俗贵族，还有普通的老百姓，因而，三星
堆城还有一道南北向的内城墙将城市
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这种将都城用河流首先分隔为南、
北两个部分，然后用城墙再分为东、西
两个部分，使得整个城市的平面呈现

“田”字形的规划思想是在三星堆晚期
才形成的，并且一旦形成，就凝固在人们
的脑海中，三星堆城废弃后也没有消失，
而是随着三星堆人的迁徙也带到成都金
沙去了。金沙遗址的规划思想显然与三
星堆城一脉相承。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一
直延续到晚期蜀国都城，就是蜀开明氏
的成都，古蜀国最后一个都城，它还是被
古郫江分成南、北两个城区。这种都城
的规划思想可以用“法天象地”或“法象
上天”来命名，这种城市规划思想的发明
首创是三星堆人。

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
蜀后并没有消失，随着巴蜀文化的其他
因素被整合入秦汉文化的体系中。中
国古代采用“法天象地”规划思想而营
建的都城，除了偏处西南一隅的古蜀国
都城外，最典型的就是与成都同制的秦
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以后的西汉长
安城，乃至于隋唐东都洛阳城等，也都
还有法天象地规划思想的孑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