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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宝墩
古蜀先民与水博弈筑城而居

宝墩遗址展馆位于新津区宝墩村
的平畴沃野之上，一进展厅，灯光营造
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引导观众进入鲜
为人知的成都平原远古时期。

4500年前，一群古蜀人就在这片
土地上筑城而居，耕种、生活，他们留下
的坚固城墙，在几千年的岁月中风化为
一条条土墩，就是这些屹立于田间地头
的土墩，指引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了这段
曾经被当作古老传说的久远历史。

1995年，伴随着成都平原发现的
首座新石器时代古城——宝墩古城的
确认，成都平原终于寻找到了4500年
前那一缕文明的曙光。随后，考古工作
者相继发现了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
都江堰芒城等7座古城，提出了“宝墩
文化”——成都平原首个新石器时代文
化的命名，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至
此，人们对成都平原人类活动的认识向
前推进了800年，成都平原也因此被认
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第一展厅《发现宝墩》详细地讲述
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代考古人
在宝墩遗址的工作历程以及宝墩文化
的确认历程。

进入第二展厅，首先出现在大家
眼前的是一根出土于宝墩遗址的巨大
乌木，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向人们诉说
着早期成都平原水流纵横的自然环
境，乌木背后墙上的彩色图画，则将宝
墩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生长的生态环境
更加具象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移步向前，一张巨大的投影屏幕
上出现了动画影像，这是宝墩古城遗
址大视野图，通过动画，观众可以清楚
地了解宝墩古城的发展演变历程，当
时宝墩古城高耸的双重城墙并非同一
时间修建，是人口扩张和与水博弈的
结果。继续向前，城墙修筑场景前的
玻璃屏幕上，古蜀先民正在堆土筑城，

通过动画，观众可以直观地了解宝墩
古城的修筑过程：挖城壕与筑城墙同
时进行，城墙被拍打夯实逐层抬高。

考古工作者这20多年来的艰辛考
古成果，成功转化为一个个让观众一
目了然的动画图像。“这是一次崭新的
尝试，我们在撰写专业考古报告的同
时，将考古发掘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展览语言，把发掘与研究的第一手
资料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给公
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
古工作站站长、“天府之根”宝墩遗址
与宝墩文化展策展人唐淼介绍。

“宝墩古城的发展与修筑历程，展
示了成都平原最早古城的发展轨迹。
古蜀人走下高原，最初进入成都平原
时，选择在高地向低洼区域的过渡地
带建造古城，反映出先民既要用水，又
要避水的选址理念。”唐淼说。

何以为食
种植稻米饲养家猪

居住在这座276万平方米的大城
里，古蜀先民何以为食何以为居？最
早的村落是什么形态？在展厅中央，
有一座大型的聚落格局沙盘，沙盘上
展示了通过考古人员最近5年的发掘
工作复原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
及不同类型的远古房屋。展板上的介

绍，则透露了这些房屋并非空想，而是
考古工作者们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
掘，在宝墩遗址发现了建造房屋的基
槽，并且在基槽里柱洞中发现了碳化
竹片，证明四川盆地常见的竹骨泥墙
房屋，在宝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房屋基址发现的红烧土，还证明
这些房屋的泥墙经过了烧制。”唐淼说。

那么古蜀先民又何以为食呢？“通
过植物考古发现，宝墩古蜀人吃的是
稻米，而且这稻米是他们自己种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2020年在宝
墩遗址发现了疑似水稻田遗存，在这
片遗迹，不仅发现了成熟水稻的植硅
体，还发现了不同成长期的水稻植硅
体，这充分说明了宝墩人已经开始种
植水稻。”唐淼说。

展厅中，通过放大镜，观众可以看
到4500年前的“稻米”和“粟米”，这些
植物种子早已经碳化了，但是通过植
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我们仍然能够
找到并辨认出它们。

通过植物考古还发现，在宝墩时
期，除了稻谷，葡萄也是那时人们喜爱
的美食。通过动物考古则发现，当时
的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猪，在展厅中，
观众可以看到宝墩时期的家猪骨骼。
各种渔猎使用的磨制新石器，也让人
们大开眼界，可以穿越4500年，想象先
民的生活。

陶器，是宝墩时期人们最主要的
生活用具，在宝墩遗址发掘的陶片，拼
对出了古蜀时期的陶锅和陶灶，其设
计非常精巧。陶器虽是实用器物，宝
墩人却用自己的巧手将其美化，在展
厅里，可以看到宝墩陶器上的各种花
纹，最为常见的是绳纹，而最为特别的
则是水波纹和稻穗纹。

手握权杖
神秘首领究竟是谁？

几千年来，在蜀地流传着蜀王的
传说。2013年，在温江红桥村发现了
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宝墩文化时期的
墓葬，墓葬中安睡着一位30多岁的男
子，身高1.60米左右，他的左手边放着
一根长约1.04米的象牙权杖，而他的
身后，则放着象牙牌饰。根据这些陪
葬品，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位
部落首领，但他究竟是谁？还是一个
迄今未解的谜。

宝墩文化去哪儿了？三星堆遗址
发现的神秘金杖，和宝墩时期的神秘
象牙杖是如此形似，其间有没有渊源
关系？金沙遗址发现了一只4000多年
前来自良渚的玉琮，这只玉琮会不会
早在宝墩时期就已经来到了蜀地，跟
随先民辗转迁移？在展厅的墙壁上，
留下了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这些疑问，
等待着未来的考古发现来解答。

“‘天府之根’意在引领我们探寻
古蜀文明的起源，它从何而起，又去向
何方？”唐淼表示，宝墩古城依水而建，
又因水而废。古蜀先民在成都这片广
袤的平原上扎根，繁衍，在面对自然的
挑战时迸发出超人的智慧。虽然古文
献上对于古蜀的记载甚少，艰辛的田
野考古却让古蜀文化展现出灿烂耀眼
的光芒。全面呈现20余年宝墩考古成
果的“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
展，将带着人们找回那段曾经一度被
遗忘的人类童年岁月。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神兽”曾经
存在吗？古人对动物的认知和当代人
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上海
科技馆联合故宫博物院打造的“清宫
兽谱”展上找到答案。

清宫《兽谱》是清乾隆时期一部图
文并茂的兽类动物图志，融合中国传

统绘画写实风格和西洋绘画光影技
巧，共计绘画动物180幅。

不过，由于当时并没有系统展开
动物科学研究工作，《兽谱》中的一些
动物绘画与真实兽类的生物学形态特
征有所不同。

在此背景下，京沪两家博物馆联

袂打造“清宫兽谱”展，引入最新的展
陈技术，尝试将中华传统文化、美学艺
术和当代科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对
《兽谱》进行全新的诠释，也引导观众
探索动物的奥秘。据悉，该展览将从1
月13日持续至5月。

9岁的观众妮妮最喜欢展览中可

以触摸互动的多媒体大屏和动物标
本，“科学与艺术跨界融合，展览生动
有趣，激发了孩子的好奇心，增加了孩
子探索学习的动力。科普、文博场馆
的丰富活动让这个寒假更加多彩。”妮
妮的母亲李女士说。

据新华社

象牙杖、碳化水稻、陶锅陶灶……

成都宝墩遗址展馆揭开神秘面纱

展览现场。

1月21日，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宝墩遗址展馆揭开神秘面纱，“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向公
众开放，在地底湮埋了4500年的陶石器、象牙杖、碳化水稻……将为大家讲述古蜀文明的幼年时期——宝
墩文化时期，古蜀先民深入成都平原，与水博弈的历史。

“神兽”真的存在吗？到“清宫兽谱”展找答案

1月21日，“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