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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评 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徐语扬
摄影陈羽啸 杨博

青铜，淬火而生，炫丽流光，古人
谓之“吉金”。当青铜重器沉睡于地下
千年后再度“惊醒”时，岁月给它们蚀
刻了绿色的锈痕。这份沧桑的背后，
其实是一段失落的文明。

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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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山州盐源县举行。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
川省文物局以及北京大学、四川大学
等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盐源文物
考古、民族历史文化等课题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研讨会现场还
举行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盐源考
古工作站”揭牌仪式。

记者从研讨会上获悉，盐源县老
龙头墓地第四次抢救性发掘成果丰
硕：三轮青铜马车是中国发现最早的
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造型各异、种
类繁多的青铜枝形器，更凸显出盐源
青铜文化独特的信仰崇拜……与会专
家认为，老龙头墓地是迄今发现的西
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代墓
地，为川西南乃至滇西地区青铜时代
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与参
照系。

丰富遗存
盐源在中国青铜文明研究中

具有重要地位

本届研讨会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社会科学院、省文物局、凉山彝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由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
历史研究院、盐源县人民政府承办。

省文物局局长王毅、省社科院院
长向宝云、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在
现场致辞中表示，盐源盆地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存，近年的考古发掘发
现了大量青铜器文物，奠定了盐源在
中国青铜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同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盐源
考古工作站”在研讨会现场揭牌，凉山

州委书记段毅君和省文物局局长王毅
为考古工作站揭牌。

本届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直
播”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主办方邀请到
了国内外学者实时与会场学者进行畅
通高效的互动和交流。在研讨会的主
题发言环节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田剑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周志清进行了主题发
言。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彭
邦本和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星星从
盐源青铜器历史研究与民族学两方面
进行主旨发言。

秘境定笮
民族和文化走廊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凉山彝族自
治州自古就是通往云南和东南亚的重
要通道，千百年来，凉山州的各民族先
民创造并积累了内涵丰富的人类文
明，为当代社会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而地处“半月形文化带”的盐
源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雅砻江下
游西岸，有2000多年建制历史，是历
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
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地理节点以及民
族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历史上，西汉时期中央王朝
就在盐源设置了县一级的行政机构，
当时盐源的名字叫“定笮”。盐源青铜
文明与古文献上记载生活在这片区域
的“笮人”也有着密切关系。以往，人
们对盐源的印象离不开苹果、盐、泸沽
湖。随着近几年盐源地区考古发掘成
果不断涌现，尤其是大量造型独特的
青铜器物被发现，作为历史民族文化
交融之地，青铜文化或将为原本物华
天宝的盐源带来又一丝文明的厚重。

考古发现
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

的青铜时代墓地

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2020年
4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盐源
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老

龙头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经
过勘探，确定老龙头墓地范围为12211
平方米，联合考古队发掘面积约3500
平方米，已清理墓葬1100余座、殉马坑
1个。已出土各类文物5000余件（套），
包括陶器、铜器、金器、铁器、银器、玻璃
器、石器、骨器等，其中铜器和陶器为大
宗。老龙头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形制多
样、随葬品丰富，为研究盐源青铜文化
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新资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在发言
中认为，老龙头考古完整构建起盐源
盆地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
架。老龙头墓地年代上限为商周时
期，下限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是迄今发
现的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
代墓地，为川西南乃至滇西地区青铜
时代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
与参照系。

此外，盐源出土青铜器展示了盐
源青铜文化的独特性。从盐源青铜文
化面貌和分布地望与流行时间推测，
其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笮人系统有着
密切的关联，明确了以老龙头墓地为
代表的盐源青铜文化是西南地区青铜
时代一支独具区域特质的青铜文化。
特别是造型独特、主题多样的青铜树
枝形器和案形器、干字型杖首等是盐
源老龙头墓地最具特质的符号。

在与会专家看来，以老龙头为代
表的盐源地区考古成果丰富了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与共同性，为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基础提供考
古支撑。

随着本届研讨会的举行，盐源青
铜文明将进一步得以揭秘。尤其是多
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的出土，将对川
西南乃至滇西地区的青铜考古带来重
大影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或
将成为四川地区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
之外的又一个青铜文明发现地。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强考
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活化历史
场景、促进盐源地区文旅融合发展，需
要讲好“盐源故事”，向国内外展示传
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
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此次
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可谓正当其时、意
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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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源“青铜盲盒”上新
考古大咖：为中国青铜文明补上关键“拼图”

6月18日，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在凉山州盐源县举行。

◀
M1056出土
铜枝形器（一
人双马）

解码青铜文化背后的

盐源思维
□吴德玉

愿群山变成亲人，愿峻岭变成朋友。
这是一句彝族谚语。
我们是否知道这群山与峻岭，在生

命河流中走过的一路风霜？
考古，将已远去的古代重现于我们

面前；拂去历史尘埃，祖先的文化、艺
术、遗迹，穿越时空与今人相见。

我们的来处不再虚无缥缈。
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用线上
线下加直播的方式，在跨越山海与时空
的元宇宙，探讨盐源青铜文化发展脉络，
拓宽盐源地区文化历史的维度与厚度。

青铜文化的苏醒，为原本物华天宝的
盐源带来又一丝文明的厚重。中华文化的
自信，让这座古老的城散发出温暖的光。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博大
精深。独特与多元的共存，盐源从未缺席。

城市文化、县域文化打造，近年来
成为各地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对于
城市文化为谁做？怎么做？有什么
用？却一直处于上下求索中。

盐源勇于破题。
当专家们在讨论青铜文化时，盐源

在思考什么？
通过与千百年来遗存下来的青铜

文物“对话”，探究解密“古定笮”波诡云
谲的历史演绎和润盐古道沧海桑田的
风雨历程，全面还原“盐文明、笮文明、
青铜文明”线索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真实历史场景，我们触摸历史脉搏、
感知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觉，更加从
容自信，为实现文物与旅游资源深度融
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盐源在西昌盆地、安宁河河谷的一
侧。它地势高平，阳光充足，还有盐卤
等资源，是古代人们生息、从事农业生
活的一个好地方。

这里，有着淳朴的百姓、传统的产业。
苹果、遍山的花椒树，承载着人们

生活的希望。
此刻，我们为青铜文化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