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9日下午，研讨会闭幕，与会专家学者达成“盐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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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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学者达成“盐源共识”
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盐源共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6月19日下午4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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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在凉山
州盐源县举行。凉山州委常委、盐源
县委书记、州国资委党委书记尹江涛
出席了闭幕式并致辞。与会专家达成
了“盐源共识”并现场发布。至此，为
期两天的研讨会圆满闭幕。

连日来，来自海内外的文物考古、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就古定笮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

以及该区域与欧亚草原、东南亚、南亚
等地的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发展
的历史文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
讨论。

研讨会开幕后，专家们还进行了
分组讨论，重点聚焦“笮”文明、青铜文
明，深度探讨了盐源地区考古发现，分
享了各自的观点。

闭幕式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李映福就“文
物考古”小组的讨论情况作了汇报总
结。在“文物考古”小组，共有10位专
家做了分享发言，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以及云南大学、
四川大学等相关考古文博院系。

闭幕式上，省社科院历史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怀成对“民族、历史”小组
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汇报总结。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盐源考古的
未来大有可为，值得期待。本届研讨
会上，专家们对盐源考古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取得了共识成果，与会专家达
成“盐源共识”，并在书法横幅版“盐源
共识”上签名。

皈家堡新石器时代遗址，揭露出
4600年前就已形成的“川滇通道”；老龙
头墓葬群，用造型各异、神秘诡谲的青铜
器无声地诉说着“青铜王国”的故事；全国
罕见的军事要塞遗址——旱船遗址，记录
了悠久沧桑的岁月……

四川盐源，历史悠久，文化厚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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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召开，人们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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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遗迹是城市的一部分，文化底蕴
是城市的生命力。盐源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自汉武帝建元六年设置定笮县，已有
2100多年建制历史，曾以“润盐古道”而
繁荣，以盐铁之利而兴盛，而今又以山川
之胜、湖海之秀、林木之长、文化之韵而远
近闻名。

如今，盐源得到了历史的馈赠，考古
新发现又为她增添了几分绚丽。在数千
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文明、不同民
族在此交流汇聚，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文
明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如何让这片蕴藏着珍宝的土地，
更好地为当代服务？在18日下午的研
讨会上，针对“盐源考古与四川文旅新
地标”的话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教授、国家文化公园专家
咨询委员会专家李小波说：“文应为旅
正名。”

他提到三个关键词：从文化源头看，
考古发现能够寻找文明的源头，有了文化
的源头，游客则会产生源地崇拜；从文化
高度看，考古发现对于游客来说更具吸引
力，以至“信而仰望”；从文化特色看，只有
具有特点，才能吸引游客关注。从这三点
出发，盐源历史遗址的发现与未来规划，
将为当地文旅“正名”。

历史遗址带着永恒的魅力，跨越时
空而来，成为盐源的自信之根。就像故
宫之于北京，兵马俑之于西安，金沙遗址
之于成都，三星堆之于广汉……城市里
的历史遗址，为城市形象的塑造、历史脉
络的梳理带来了独特的意义，赋予城市鲜
明的特色。

于盐源而言，她不仅有泸沽湖和甜苹
果，青铜文化、笮文化、盐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锦屏、官地库区高峡平湖等景
点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公母山4A级旅游
景区奇峰异石、风景秀丽，泸沽湖优美的
自然风光与独特的母系氏族人文风情举
世闻名。

未来，盐源将全力厚植润盐文化，为
打造“大香格里拉特色文旅经济带核心增
长极”铸魂赋能聚力。把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保护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推出一批
特色文化项目，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构筑群众共有精神家园。

毫无疑问，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过的人，创造出的文明，正以青铜为载体，
穿越而来，与时代交汇，成为这里新的机
遇和传说。

这里是盐源，这里，值得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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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源县盛
大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文物考古、民
族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
古定笮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以
及该区域与欧亚草原、东南亚、南亚等
地的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
历史文脉展开了深入研讨。

会议认为，盐源青铜文明是中国西
南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
的文化面貌。通过对大量巨石墓圹、头
蹄葬、铸匠墓以及造型特殊、主题多样
的“青铜树枝形器”的发掘和研究，我们
认识到盐源盆地的青铜文明为中国西
南地区的青铜文化谱系提供了较准确
的“年代标尺”，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交流与探讨，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中国西南民族走廊各地域文化板
块，各有其特色，各有其独特文化地标
和民族文化交融传承的重要价值。盐
源盆地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地理空间的
关键节点，无论从皈家堡遗址展示的
新石器时代来看，还是老龙头墓葬的
青铜时代来看，它都是一处代表性很
强、地标性很突出的独立文化板块。
在此，会议达成以下共识：

我们认识到，盐源老龙头墓地的
发掘呈现了盐源青铜文明多元一体、
兼容并蓄的特征。它既有来自西北地

区寺洼、西戎文化因素，也受来自欧亚
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滇、滇
西以及东南亚、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子，
有力证实了历史以来盐源作为世界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理节点，
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
各兄弟民族凝心聚力、心向中原和谐
发展的深厚文脉基因的传承发展上，
有着重要价值。

应让盐源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推动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为主旨，推动盐源青铜博

物馆建设进度，力争把盐源打造为独
具魅力的“中国青铜文化之都”，使之
在助推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以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中起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

应立足学术研究，推动和加强青
铜文化、定笮文化、盐文化及其在新时
代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的深入研究。
并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基础，以盐源
为永久会址，每两年召开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

6月19日下午，研讨会闭幕，专家学者们在书法横幅版“盐源共识”上签名。

盐源机遇
——历史遗址给一座城

市带来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