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4 日，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
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霍巍现身阿来书房，作为最新一期“名
人大讲堂”主讲人，为观众带来《考古
四川 中国西南青铜文化》讲座，通过
讲述四川青铜器“集体上新”背后的故
事，为三星堆的“盲盒”再添一把学术
之火。与此同时，收看直播的网友还
看到了最新版的名人大讲堂考古沙
画，一场关于青铜文明的视听盛宴让
人直呼过瘾。

霍巍教授赴约“名人大讲堂”之
前，正在四川电视台做三星堆遗址最
新考古发掘的直播，其中 7 号“祭祀
坑”内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在镜头下被
考古学家整体抬出了坑。这件形似烧
烤架的“神器”引发全网热议。更有意
思的是，“龟背形网格状器”这个名字
恰好是当初霍巍教授起的。

出道即巅峰
三星堆青铜文明

和中原青铜文明渊源颇深

6月 13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
址考古发掘进行阶段性成果发布。无
独有偶，本周末，“首届盐源青铜文化
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将在盐源召开，四川省文物局将发布
近年来盐源老龙头墓葬群考古发掘的
重大发现。而此次霍巍教授的《考古
四川 中国西南青铜文化》讲座就是为
本次学术研讨会提前预热。

霍巍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
考古、西南考古、美术考古等，主要代
表性著作有《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西
南考古与中华文明》《吐蕃时代考古新
发现》等，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200余篇。他对三星堆遗址和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着非常深入
和独到的研究。

在当天这场名为《考古四川 中国
西南青铜文化》的讲座中，霍巍教授首
先从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开始聊
起。他介绍，四川青铜文化有三个阶
段，而三星堆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的
早期阶段，但是属于“出道即巅峰”的
状态。他说:“中国青铜器文明从二里
头遗址之后就进入到了以三星堆遗址
为代表的商代青铜文化阶段，这是古
蜀文明时期，包括现在正在发掘的三
星堆遗址的六个“祭祀坑”都属于这个
阶段，这是达到了四川青铜文化发展
的顶峰。而四川青铜文化晚期的传承
则表现的是另一种特质，这就是多民
族文化的交融。”

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文明
的联系很深，这是目前学界普遍的看
法。霍巍教授在现场展示了一件三星
堆出土的青铜尊照片，他说：“这件青
铜方尊可以说已经代表了非常高的青
铜器铸造水平。这件尊分了三层，这
是中原地区很典型的青铜铸造的方
式，叫混铸法，混铸法也是殷墟青铜器
的做法。”此外，霍巍教授还拿三星堆
遗址上新后的“网红”——铜顶尊跪坐
人像举例说：“这证明了尊是珍贵的器
物，古蜀人把它作为一种礼器使用，而

中原的青铜文化也是把礼器作为典型
代表。”

期待新发现
“龟背形网格状器”内的玉器

是否会有文字?

就在霍巍教授登台“名人大讲堂”
前几个小时，三星堆7号坑新发现国
宝级文物——龟背形网格状器出坑。
其外侧为网格状椭圆形，内有一个椭
圆形完整玉器。霍巍教授说:“这是一
件重器，我们今天终于可以看到它的
全貌了，‘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这个名
字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取的，这个
名字现在看来大家都认同了。它的上
下之间有一个活页，可以打开，里面最
具有神秘感的是一件玉器，这件玉器
的表面肉眼可以看到红色的痕迹，这
是包裹它的丝绸留下来的。”

霍巍教授接着说：“如果把这件器
物打开，那会不会看到我们期待已久
的刻在玉石上面的文字？如果没有文
字会不会有符号？没有符号会不会有
图案？希望它能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因为在7000年前左右，中原的古人就
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事物刻在乌龟的壳
和牛的肩胛骨上，这会不会从中原文
明一直流传到三星堆文明？我们期待
它到实验室后能有新的突破。”

聊到包裹这件玉器的丝绸，霍巍
教授侃侃而谈：“请大家记住丝绸，丝
绸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当时很重要的
贸易物资，有了它之后古蜀国就可以
和邻国交换其他物资，这样贸易路线
就可以畅通，不同文明的人群之间就
可以交往。”

一度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后来走向
了哪里？霍巍教授坦言，金沙文明是
三星堆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延续。随
后，他展示了一张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里的射鱼纹金带照片，“大家仔细看
看这条金带，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出
土的金杖纹饰特别接近。另外，金沙
遗址也出土了和三星堆遗址造型完全
一致的黄金面具，所以金沙跟三星堆
是同一文化体系，这个没有太大的问

题。但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
已经开始减少，而且体积小了很多，这
说明三星堆文明达到高峰以后，延续
到金沙文明时，古蜀人的祭祀系统开
始走向衰落。”

古蜀人的穿越之路
“西南夷”曾留下众多“宝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古蜀文明
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其实就在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
坑”被发现的第二年，在四川盐源县发
现了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墓葬，出
土了大量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
色的文物。这里发现的青铜器很多具
有明显的蜀文化特点，比如一件三角
援铜戈，很明显是以蜀戈中的一种长
三角援无胡戈为“祖形”演变而来。不
仅如此，在盐源还出土了具有巴蜀文
化特色的“巴蜀图语”带钩等诸多重要
文物。

接下来，霍巍教授开始揭秘三星
堆青铜文明与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青
铜文明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首先
从《蜀王本记》《华阳国志》里记载的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代蜀
王讲起，一直讲到2000-2001年在成
都商业街考古发掘出的战国船棺墓
葬。“船棺墓葬是古蜀文明最晚一期
了，然后随着秦国司马错的灭蜀，蜀国
走向了灭亡。新兴起来的蜀国文明并
不是从三星堆这个体系里面发展出来

的，而是可能有另外的来源。”
关于古蜀国的兴衰沉浮以及其

后的走向，霍巍教授说:“公元前316
年，蜀国的确是灭亡了，但是不等于
蜀国的那些子民就不存在了。根据文
献记载，他们到达今天的西昌，一直到
了云南，最后到了越南，他们甚至在那
里还建立了一个小的国家，国王自称
蜀王。”

蜀人南迁的过程中，曾给“西南
夷”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南夷
是汉代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
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霍巍教
授介绍，盐源曾是‘西南夷’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古代的笮都可能很有渊
源。盐源的老龙头墓葬群出土了大量
的青铜器，有些出自古蜀国的形制，比
如戈和杖，“盐源的青铜杖跟三星堆遗
址发现的黄金杖就很像。”

地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盐源青铜文明集众家所长

目前外界公认，距今2000年之久
的盐源青铜器，其规模仅次于三星堆
和金沙出土的青铜器，它们以盐源盆
地为中心，具有非常鲜明的区域特色，
既与中原和周边地区同时期青铜文明
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有许多欧亚
草原青铜文明的因素，其文化面貌呈
现出独特性与多元性共存的特征，是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大家园中一朵绚丽
的奇葩。

霍巍教授说:“盐源青铜文明和三
星堆文明所处时代不一样，它是晚期
四川青铜文明的代表。如果说三星堆
遗址的青铜器主要还是以古蜀文明为
主要特征，那么盐源青铜文明可以说
是融汇八方。盐源青铜器当中很显然
有来自古蜀文明的体系，受晚期的古
蜀文明影响，还受到来自南面古滇文
化的影响。此外，盐源青铜文明具有
很强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这种多元
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所以这对我们
认识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多元特质很
重要，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可能
盐源青铜文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多民
族交流和互融的特点。”

聊到此时，霍巍教授回忆起了已
故著名考古学家、他的恩师童恩正。

“我的老师提出过一个‘半月形文化
传播带’理论：在中国的东北到西南
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
从新石器后期到青铜时代，活跃在这
个地区的众多民族留下若干共同的
物质文化。这个文化带跨越了农耕
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而盐源
正好位于其中，这也是盐源青铜文化
能够凝聚多方文化特点的一个重要
原因。”

最后，霍巍教授感慨道:“四川真
是一个好地方，考古人在四川真的很
幸运，我们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又发现
了盐源老龙头墓葬群，还有一个最新
的发现是稻城的皮洛旧石器时代遗
址。我希望各位以后能更多地关心我
们四川的考古新发现，四川的这些古
代遗存也一定会给大家解读中华文明
图谱提供很多新的思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摄影 陈羽啸

霍巍教授生动解读西南青铜文化。

四川青铜“盲盒”频开的幕后

霍巍教授登“名人大讲堂”
揭秘古蜀人的穿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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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霍巍教授讲座，“名人大讲堂”
坐无虚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