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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古学教授孙华：
三星堆发现文字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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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最近三星堆遗
址在联合金沙遗址申遗，您觉
得这两个遗址联合起来申遗，
优势和意义是怎样的？

孙华：我觉得三星堆遗址
本身就可以申遗，因为它的价
值已经足够。三星堆联合金沙
进行申遗，其优势在于，这两个
遗址是一脉相承的两个不同发
展阶段古代国家的中心都城遗
址，很可能都属于古蜀文化，把
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一个系列
遗产，能够更好地展现四川青
铜文化和古蜀文明的发展历
程。另一方面，三星堆和金沙
联合申遗，还可以优势互补。
三星堆遗址的城址整体和宫殿
区保存更完整一些，但是它晚
期的祭祀区在城的南部，因为
河水泛滥等原因，祭祀区大部
分已经被破坏；金沙遗址北部
的宫殿区已经被城市占压，但
是南部的祭祀区却基本保存完
整，这在空间上能够弥补三星
堆祭祀区不完整的缺陷，在时
间上还能够弥补或者补充三星
堆衰落以后的祭祀环节，使我
们能够认知三星堆到金沙宗教
祭祀场所演变等历史信息。

从城市规划上说，如果只是
三星堆一个城址，我们就看不出
这个城市规划是古蜀人长期沿用
的模式。因为这样的城市规划在
三星堆文化晚期才形成，它究竟
是三星堆城市发展的一个特例，
还是被后来长期沿用的一种都城
模式，需要通过长时段的案例才
能说明。由于三星堆晚期的城市
规划后来被运用到金沙遗址之
中，由此可以知道，三星堆人创造
了这种城市规划，不仅是昙花一
现，而是被后来金沙的人们所继
承、传递了下去。这种城市规划
的模式，在金沙以后的古蜀国仍

然在沿用，战国前后的成都城仍
然是三星堆城市规划模式的延
续。如果成都古蜀国都城遗址还
保存较好的话，从三星堆到金沙，
再到战国时期的成都，就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蜀国都城兴起、发展
到最后纳入秦版图的一个过程。
所以三星堆与金沙的联合申遗，
对我们今天认识三星堆文化的价
值和意义也有帮助。

封面新闻：很多专家在谈
到三星堆时提到，如果在三星
堆发掘出一套成熟的文字，将
会对三星堆之谜的破解有重
大意义。三星堆文化到现在
没有发现文字，它之后的以金
沙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目前
也没有发现文字。那么，随着
三星堆考古的进展，今后有没
有发现文字的可能呢？

孙华：从目前得到的信息
来看，我个人以为，三星堆发现
文字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
呢？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成系统
的成熟文字，其年代不早于商
王武丁这个时代。在商王武丁
以前，可能已经有文字，因为周
人说过，“唯殷先人，有典有册”

（意思是说，商人的祖先拥有典
籍文献），典册需要用文字来记
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商代前
期有文字存在的可能性，只是
因为当时文字还没有普及，那
时的文字材料还没被我们发
现。目前所知的成熟汉文字体
系，在商代是从东向西传播
的。三星堆文化大概相当于夏
代末期到商代末期，它以前的
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与之相当的
郑州时期的商文化，目前都还
没发现确切的文字证据；安阳
时期的商文化尽管有了文字，
但安阳距离三星堆较远，其间
还隔着陕西地区的周文化，三
星堆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从商
人那里学习文字的使用，恐怕
还要打个问号。不过，在三星
堆文化以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
的十二桥文化，出现文字的可
能性就比较大了。金沙遗址相
当于西周早中期前后，在这个
时期，陕西宝鸡渔族墓地的渔
伯自己铸造的青铜器已铸有文
字，而渔族的文化与四川的金
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
还存在“它们是以金沙为中心

的十二桥文化一个分支”的可
能性。因为渔族的族徽是用箭
射鱼，这与金沙和三星堆用箭
射鱼的族徽非常相似；另外在
渔族墓地的渔伯墓葬中，还发
现了与三星堆和金沙相似的小
铜人、鸟头权杖以及很多尖底
的器物。很有可能，金沙时期
的古蜀国与西周王朝有密切的
关系，因而古蜀国的一个族群
被安排在周王畿附近的秦岭谷
口，这个族群与周人接触很多，
很快就掌握了周人的文字。在
成都金沙这个都城的古蜀国贵
族，通过其分支渔族，也掌握了
文字，这是完全可能的。

封面新闻：金沙时期的古蜀
人掌握的文字会是怎样的？

孙华：他们掌握的文字应该
不是一种新的文字，而是中原的
古汉字。因为直到战国时期，蜀
国或者巴蜀，他们的统治阶级使
用的还是古汉字即当时的楚系
文字。由于已经掌握了古汉字，
古蜀人就没必要再发展其他的
一套文字。当然，后来巴蜀文化
中流行的“巴蜀符号”，这是源自
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人原始记
事的符号，它们作为一种传统被
保留并发扬光大。在三星堆埋
藏坑曾经出土过一件刻有祭祀
场面图画的玉璋，上面就有几个
比较奇特的符号，它们既不讲究
对称，也不讲究韵律，不像是图
画的组成部分，有可能是这种原
始记事的表达某种意义的符
号。这些符号数量不多，组合简
单，还算不上是记录语言的一种
文字字符。所以，综合以上判
断，我们认为，金沙时期的古蜀
人非常有可能掌握了文字即古
汉字，但三星堆人掌握文字的可
能性还较小。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2020 年，乡村留守女
孩钟芳蓉以湖南省文科第
四的高考成绩，报考北大
考古文博学院，成为一个
热门新闻。

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任教的孙华教授看来，近
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博事
业的发展，考古的确不像
以前那么冷门，甚至有越
来越热的倾向，“以前考古
很苦，设备差，条件也差，
现在考古的条件已经大大
改善。报考考古专业的学
生增多，有一些高分段的、
甚至省市状元都成了考古
专业的学生，把考古作为
第一选择。以前人们读大
学、学知识主要是为了解
决吃饭问题，所以大学文
科专业志愿首先是经济、
法律、管理等专业。随着
物质经济条件的提升，人
们开始重视和喜欢一些可
以满足精神世界的人文专
业。不光是考古，还有历
史、哲学、艺术这样一些学
科，也受到人们的关注，这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

孙华分析说，就目前
来说，我国还有不少大型
基本建设正在进行，城市
化也还没有停止前进的脚
步，建设工程动土就可能
有地下文物被揭露，这就
需要一线考古人员去处
理，去进行抢救性的发
掘。我们的考古学家和历
史学家在研究一些历史问
题的时候，也需要考古学
家通过主动性的考古发掘
去获取新的考古材料。“由
于大量的工程建设中的抢
救性考古工作，现在不少
一线考古学家都疲于奔
命，很少有时间开展主动
性的考古发掘。从这个角
度来说，确实需要培养更
多的考古专业人才，以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社会对考古人才的需求
一直都会增长。孙华提
到，随着我们的城市化进
程基本完成，大型基本建
设工程基本建成，配合建
设工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
就会逐渐转入到为解决某
些重要历史问题的主动性
考古。将来可能需要培养
更多考古、文博和文物保
护专业人员进入博物馆或
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博物
馆是集研究、保管和展陈
为一体的社会公益机构
和场所，它不仅仅需要博
物馆学专业的人才，还需
要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艺术史家和文物保护专
家。”

对话 三星堆金沙联合申遗是优势互补

三星堆发掘现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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