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盐源盆地发现了大量新石
器与青铜时代遗存，出土的石器、铜器、
铁器、金器、陶器等已达万余件。这一切
似乎都在暗示着，这片土地或许将成为
四川又一处“青铜王国”。

6月18日至19日，“探秘定笮古文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届盐源青铜
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将
在凉山州盐源县举行。在近日举行的“首届
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
研讨会”圆桌论坛上，来自考古界、学术界、
文学界的名家大咖针对盐源这片土地上的
人文历史，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实际上，在老龙头墓地被发掘后，我们
就认为盐源青铜文化可能和笮人有关系。
因为很多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在西南地区
有一支族群非常强大，叫做‘笮人’或‘笮都
夷’。”在圆桌论坛发言环节，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段渝从“西南夷笮人的历史文化”方
向，分析了盐源青铜文化是由谁创造的。

穿越回“笮人”的世界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盐源发现了
一种青铜文化。研究发现，盐源青铜文
化的年代可以初步认定在战国至西汉
时期，这正是西南地区最热闹的时期。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彼时活
动在这个大舞台上的民族有夜郎、滇、
邛、笮、昆明等民族和很多不知名的小
部落。西汉时期，中央王朝曾在盐源设
置了县一级的行政机构，名叫“定笮”，

这个名字与当时生活在盐源地区的族
群息息相关。

笮都，中国古代西南民族，是西南
夷的一支。笮都的分布范围较广，在历
史上曾发生过从北向南的迁徙。段渝
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先秦至汉
代，笮人先后分布在岷江上游汉代的汶
山郡、青衣江上游和大渡河上中游汉代
的沈黎郡、金沙江下游汉代的越巂郡等
地区。根据考古发现，笮都夷的最后落
脚地应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两江交汇的
三角形地带。”

段渝说，按照《史记》《汉书》等记载，
汉代有定笮、笮秦、大笮、姑复四县为笮
人分布区，定笮就在今盐源盆地。“笮人
活跃在盐源的年代，刚好和凉山彝族自
治州博物馆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发现
的青铜文化、墓葬年代基本吻合。从这
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盐源青铜文化的
创造者就是笮人。”他说。

盐源在古代是交通枢纽

说到盐源的考古发现，不能不提到老
龙头墓地。这是一处位于盐源盆地东北部
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青铜时代墓葬群，更
是盐源盆地最具代表性的墓葬群。老龙头
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分为武器、乐器、
装饰品、宗教用品、生产工具和马具几类，
不仅种类纷繁，造型更是奇特。在段渝看
来，盐源青铜器所呈现出的特征，印证了
这片土地曾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

“在盐源的青铜文化里，有大量来自
草原的东西，能够看到北方草原文化的
元素，包括青铜剑、双饼形剑、带柄铜镜
等器物。当然，还有不少巴蜀文化的东
西。”段渝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在汉
代，成都有一个名叫夷里桥（又称之为笮
桥）的地方，是笮人居住的地方。说明在
汉代，成都居住了很多笮人，且专门有笮
人居住的区域，所以在盐源发现有巴蜀

文化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当然，盐源的
青铜文化中，也有不少滇文化、云南青铜
器文化元素的影响。”

盐源青铜器所具有的这些特征，说明
在历史变迁中，盐源承载着连通东南西
北、作为南北民俗迁徙通道的作用。“总之，
盐源是一个南北的交通枢纽。在南方丝
绸之路上，盐源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南
方丝绸之路西线支线上的枢纽。”段渝说。

社会达到比较复杂高级的阶段

说到盐源的青铜文化，自然绕不开其
所反映的社会状况。据了解，老龙头墓地
中的墓葬可划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不
同类型的墓葬，墓葬形制不同，随葬器物多
寡不均，似乎已显示出某种社会的分层。

“从老龙头墓地不同的墓葬来看，当时
盐源应该达到了一种比较复杂和高级的等
级，不仅有等级，更有复杂的祭祀制度，宗
教、巫教传统也很突出。”段渝总结说，彼时的
盐源应是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虽然没有达
到国家的阶段，但已快要进入国家的阶段。

此外，从墓地来看，当时的人们以种
农作物为主，也有游牧存在。段渝说：

“应该说是一种二元结构、复合的经济，
但农业成分更重一些。”

段渝还提到了笮马，“这说明当时盐
源有畜牧业。笮马在汉代很有名，成都
商人来到这里，获取笮马回去卖，以此殷
富，可见这是西南地区很重要的物产。
《史记》说西南夷出名马，这个马就是笮
马。这可能也跟他们的生态关系、地形
地貌，以及整个气候有很大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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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就是笮人”

揭 青铜王国秘
聚焦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圆桌论
坛上，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李水城从交通、资源、文化交流和盐业几
个方面对盐源文化的兴起进行了论述。

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东西方
文化交流、盐业考古、环境考古领域的顶
级专家，在李水城看来，盐源偏于四川一
隅，古人如何打通通往盐源的交通线路，
以及这里如何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
枢纽，值得深入思考。

盐源地处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要位置

在圆桌论坛上，李水城介绍，1987
年，四川著名学者、考古学家童恩正发表
了一篇重要文章《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
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这篇文章
中，童恩正以广阔的视野，将中国跨度从
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地带古代文化
做了精辟总结。童恩正认为，这条边地半
月形地带，是构成从东北到西南不同民族
和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这条文化传
播带上有很多共同因素，包括地形、地貌、
海拔、年均温、降雨量、光照等。可以说，
这条通道的形成既是农业文化和畜牧业
文化的分水岭，也是华夷对峙的分界线。

“我之所以列举这篇文章，目的就是想
说明，盐源正好处在这条边地半月形文化
传播带中间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上。童恩

正在写这篇文章时，盐源青铜器还没有被
发掘，因此他也没意识到盐源在这条通道
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回过头来看，盐
源应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李水城说。

盐源青铜文化兴起
与丰富的盐业资源有关

李水城从事盐业考古多年，在他看
来，盐源青铜文化的发达与当地的盐业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盐源的名字与盐有关，地下蕴藏有
丰富的盐床和盐泉。据历史文献记载，
汉代当地就设有盐官。盐源境内现有两
个盐矿区。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盐源进行调查，在黑盐井所在区域
的扯日沟三处地点发现与制盐有关的遗
迹和遗物，年代最早有可能到汉唐时

期。可见，盐源的盐业开发和利用的时
间很长。直到今天，盐在盐源的工业生
产中还占有重要的位置。盐在古代国家
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时
甚至占到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正
是因为有盐，才能积累大量财富，进而促
进盐源青铜文化的发展。

上世纪末，李水城在四川进行考古
工作时，看见了盐源青铜器。他说：“当
时看到这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后，非常
兴奋。为何盐源会发现这么多青铜器？
我当时恰好在做盐业考古调查，马上就
从盐源的盐联想到与这批铜器的联系。
总之，要综合考察盐源所处的历史地位，
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最近，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透
露，新发现的皈家堡遗址年代可早到新

石器时代。盐源的历史能否进一步向前
推进，这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课题。”

盐源青铜器
与北方游牧文化有联系

李水城谈到，北京大学科研团队曾
对盐源出土的青铜器做过检测，结果显
示，这些青铜器有两类不同因素：一类来
自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的青铜器有相
同之处；另一类制作工艺属于“西南夷”。

从文化层面看，盐源出土的青铜器里
有很多特殊的器物。李水城说：“盐源青
铜器中有大量的杆头饰，特点是中间有
个柱子，上面有双马、双鸟、立人，两侧为
对称的圆环树枝纹，其造型与后来成都
平原流行的‘摇钱树’非常相似。这两种
东西是否有联系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
探索。但从空间关系看，似乎有联系。”

李水城说，另有部分器物受中国西
北甚至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沿着青藏
高原东路（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入
盐源，“最近盐源新出土的器物中，有类
似于带勾矛的东西。类似青铜器在欧亚
草原、阿尔泰到中国西北地区都有发现，
值得关注。”

李水城说，此外，还发现有大量马形
象的小青铜扣饰，是缝在衣服上的装饰，

“在贝加尔湖西南侧的图瓦共和国，发现
了两个大型王陵，出土了类似大小的野
猪扣饰。这个细节也让我联想到盐源和
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其影响甚至可追
溯到遥远的北亚和欧亚草原，这是非常
重要的信息，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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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青铜文化为何兴起？或与丰富的盐业资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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