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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星堆、老官山相媲美的彭州金
银器窖藏，是四川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
藏，极具历史与艺术研究价值。

6月7日，“名人大讲堂”如约而至，著
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齐东方走进阿来书房，分享了彭州博
物馆里的这批“国家宝藏”。讲座结束之
后，齐东方教授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研究三部主任谢涛、彭州博物馆馆
员王朗参加圆桌会，这些彭州窖藏的发
掘者、保管者、研究者以“锵锵三人行”的
方式，畅谈这批宋代金银器的考古发掘
与文物保护。

四川为何出土大量宋代窖藏？

1993 年，彭州市西大街的一处基
建工地上，出土了351件宋代金银器窖
藏文物，震惊天下。为何四川能够发现
这么多金银器窖藏呢？谢涛透露，撰写
彭州金银器窖藏考古报告的时候，他们
将近年四川地区出土的窖藏做了初步
统计，能够明确的宋代窖藏在四川地区
至少有50处，这些窖藏出土了大量的
金银器、钱币、瓷器、青铜器。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分
三路伐宋，其中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占汉
中，同年进入四川，仅用了一个多月便攻

入成都城，“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
八”。大难临头，百姓纷纷将家中值钱的
家当掩埋起来，这是宋代窖藏出现的主
要原因。

彭州窖藏与丝绸之路有何关联？

讲座中，齐东方教授介绍了彭州出
土的精美窖藏文物，其中包括90多件茶
托，还有种类繁多的酒器，这是否意味着
彭州窖藏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

齐东方坦言，唐宋时期，四川的蒙顶
山茶叶全国闻名，“扬子江心水，蒙山顶
上茶”，在饮茶之风盛行的宋代，四川是
茶叶的主产地，也是集散地，产量占全国

一半以上。不仅是茶叶，四川也是全国
最重要的丝绸产地，蜀锦早在汉代就十
分强盛，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复原之
后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织锦。

谢涛补充道，汉代的织锦技术已经
炉火纯青，到了宋代，物产丰富，蜀锦尤
为知名，酿酒业、印刷业、采盐业等商品
经济十分繁荣，社会发展与丝绸之路的
繁荣有很大的关系。

在齐东方看来，丝绸之路很像一个
形容词，形容文化的互动交流。这批窖
藏文物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得益于四
川当时拥有一批优秀的工匠。

彭州窖藏如何不再低调？

彭州窖藏出土的金银器之中，一级
文物高达115件，彭州博物馆因此成为全
国一级文物最多的县级博物馆。如何最
大限度地发挥这批文物的价值，让更多
人知晓这些文物，引发与会专家的热烈
讨论。

王朗分享，彭州博物馆近年来逐步
参与了一些外展，将精美的文物送去三
苏祠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参加宋代文物
专题展，吸引更多人了解彭州窖藏金银
器的魅力。此外，博物馆也在开展数字
化的工作，用3D建模等技术逐步完成文
物数字化采集，未来有望在数字博物馆、
线上展览中与观众见面。

在谢涛看来，文博数字化是未来的
趋势，让文物活起来，不仅需要技术的加
持，更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深挖文物背后
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来龙去脉，用配
套的文化讲座、文创产品吸引更多人关
注这些文物。

这一提议赢得齐东方老师点赞，回
望从事了40年的考古工作，他对此深有
体会，器物不会自己开口说话，考古人就
需要充当翻译，将历史的信息转化成通
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观众，同时，还需要担
当“中介”，搭建起沟通大众与文物之间
的“介绍人”，而这样的翻译与介绍建立
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挖到一件
器物，要告诉观众这个器物上的纹样代
表着什么，为什么流行，背后有何历史价
值，就像《国家宝藏》节目，讲好文物故
事，自然备受欢迎”。

6月7日，全新升级版“名人大讲堂”
准时开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齐东方带领观众走进“彭州金银器窖
藏”，并借由这些出土文物，展示了宋代
人的生活和审美意趣。讲座结束后，四
位传习志愿者代表意犹未尽的观众继
续向齐东方教授请教。

来自西华师范大学的学生王卓向
齐东方教授请教，宋代金银器的风
格，是否有被其之后的朝代继承和发
扬。齐东方教授引用思想家严复的
话答道：“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
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
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齐
东方教授说，宋代的发明创造无论好
坏，对后代的影响都是最大的。例如
我们现在常说的福禄寿喜，都是宋代
以后才有的。特别是金银器方面。
唐代的金银器主要供贵族阶级使用，
并未普及到社会大众。而在宋代，富
庶人家也可以使用金银器。“宋代有这
样的记载，当时人们叫外卖，餐馆是用
银餐具给你送来用餐的。这个一是说
明了金银器的普及程度，二是说明器
物本身的造型和上面的纹样会影响到
我们的观念，这种影响是与唐代不一
样的。”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朱翼帆向
齐东方教授提问：“刚刚齐教授在讲座
中提到了我们的蜀葵、芙蓉花，所以想
请教一下是否还有其他的金银器，体现
了四川元素或者是四川的风土人情？”
齐东方教授笑着说道，这个问题比较
难，因为这个问题靠彭州窖藏是解答不
了的。目前，彭州金银器窖藏的所有者
是谁，尚不能确定。以后如果有机会讲
到整个四川的金银器窖藏，那时候资料
会更加丰富详实。届时，再回答这个问
题会更加合适。

第三位传习志愿者是来自成都某
公司的职员李惠军。他对四川在南宋
时期的抗元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听完
齐东方教授的讲座后，便向齐东方教
授请教这段历史在考古上有何表现。
齐东方教授解释说，我们研究历史，一
般都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这是狭
义的历史学。而狭义的考古学就是通
过实物来研究历史，这恰恰是文献里
面没有记载的，或者是记载得不够生
动的部分。讲座讲到的彭州金银器窖
藏，就足以说明当时四川大的历史背
景：“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当时四川
人的生活，能够想象出当时的战乱。
所以我觉得研究四川抗元的那一段历
史，反倒是这一批资料应该得到更多
的重视，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
摸得着的。”

传习志愿者胡喆向齐教授请教，在
考古热潮不减的当下，如何能够嫁接起
学术和大众认知的桥梁，让观众体会到
考古学的魅力。面对这位传习志愿者
的好奇，齐东方教授耐心地解释道：“传
播的过程中确实有困难。因为每一个
专业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要把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抽象的问题具体
化。就像今天讲到《水浒传》中武松喝
了十八碗酒，这是我们努力算出来的，
社会也要求我们做。”

对于如何能够将考古的艰深，化解
为更容易让人接受的知识，齐东方教授
说：“我还要继续努力，努力就是多看
书，多跟你这样的人接触，就会给我很
多智慧。”

超170万网友围观
宋代蜀人的生活美学

6月7日，伴随着阿来书房正中间的
显示屏播放的一张张造型精美、做工别
致的金银器文物图，关于“彭州金银器窖
藏”的故事，正由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教
授缓缓道来。

当下，“考古”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传
统文化更是备受年轻观众的追捧。正因
如此，网络上有一批“云观众”，虽然未能
亲身到达讲座现场，却对“名人大讲堂”
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关注。在讲座结束后
不久，据数据统计，直播《名人大讲堂｜
考古四川 彭州金银器窖藏的秘密》在封
面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达到了 135.4
万。此外，该直播还在封面新闻微博、封
面新闻视频微博、新浪看点号、今日头
条、手机百度等平台收获了35.5万的观
看量，加上封面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共
计170.9万。

同时，该直播还在川观新闻、四川观
察、四川发布的客户端上进行了播出，收
获了近4万人次的网友在线观看讲座。
据数据统计，全网共计超174.5万网友观
看了此次直播。

时光倒回到2021年12月27日，“名
人大讲堂”在当年的最后一场讲座，吸引
了众多网友的目光。截至当晚的数据，

“名人大讲堂”2021年 9场讲座的全网
总观看量突破1430.3万次，又迎来了一
次破千万的小高潮。而在2022年，新一
季的“名人大讲堂”也以破百万的直播
观看量顺利启航。在首季“考古季”中，
还将带来全新的专家阵容、全新的讲座
主题，从不同维度对古代四川进行立体
还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考古文博专家共话彭州金银器窖藏

齐东方：讲好文物故事，考古人要当翻译和中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曾洁 摄影 陈羽啸

彭州窖藏的发掘者、保管者、研究者展开圆桌对谈。

齐东方教授对话传习自愿者

彭州金银器窖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传习志愿者与齐东方教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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