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迁的《史记》
中，曾经记录过一个古
滇国：它地处中国西南
一隅，是从战国延续至
汉代的区域性政权。
虽然在《史记》中，有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
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
王王印，复长其民”的
记载，但长久以来史料
缺乏，除了 1956 年出
土的滇王金印之外，考
古实证资料不多，因此

“古滇国”一直很神秘。
2019年，考古人员

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
区河泊所遗址中发现
了一枚“滇国相印”封
泥，表明汉武帝在古滇
国设立了“滇相”，建立
起 一 套 行 政 管 理 体
系。2022年9月底，国
家文物局“考古中国”
发布了河泊所遗址的
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
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
量汉代封泥和简牍，表
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
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近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了河泊所遗址
发掘负责人、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
员蒋志龙，请他讲述了
河泊所遗址最新考古
成果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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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半个世纪之后再发掘
河泊所遗址有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从发现到最新

一次发掘，隔着整整半个世纪。

蒋志龙告诉记者，1958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

发现了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

彼时，在滇池盆地并没有发现更

多类似证据，在墓葬中也没有发

现此类同心圆盘，因此考古学家

认为，这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

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了将近

半个世纪。

一直到2008年，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进行

了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调查，

期限为2年，后又延期1年。此次

调查在滇池的东南、南岸和西岸

发现了70多个滇文化和汉文化遗

址。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

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

始了石寨山大遗址的考古工作。

“我们之前墓地的考古工作

进行得比较多，但是石寨山大遗

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就是找聚落，

找古代村落，是通过大范围的调

查、大规模的勘探，结合局部考

古发掘来进行工作的。”蒋志龙

介绍，河泊所的重要成果基本上

就是在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开始

后发现的，“在河泊所的第一个

大突破是在2016年至2017年发

现的，在西王庙这个地方发现了

汉代的村落以及滇国时期的村

落，还有商周时期的村落，时间

跨度很大。”

2018年，在对河泊所村东编

号为台地3的发掘中，发现了大

量的瓮棺和柱坑类遗迹以及其

他遗迹现象。2019年初，在台地

3西边一处汉代废弃河道的灰坑

中，考古人员对清理的土样进行

水洗，发现了包括“滇国相印”在

内的几枚封泥，“滇国相印”封泥

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

的真实存在，而且弥补了汉中央

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

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

记载的缺失。

贰
大量封泥接连出土
填补史书巨大空白
对于“滇国相印”的发现，蒋

志龙印象深刻：“当时队员告诉

我说，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

泥，我直觉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

白的巨大发现。”

封泥，是一种官印按于泥上

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检的凭

证，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当时

的公文都是写在木简或者竹简

上，其中有一些公文属于“涉密

文件”，写好之后装在一个盒子

里，用线套好，用一团泥在关键

部位敷好，送信者在封泥上盖上

自己的印。此类邮件在阅读完

之后一般都会被烧掉，在焚烧的

过程中，木简被烧掉了，封泥反

而被烧硬，保存了下来。

“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提到

过滇相的问题，但是从汉代建制

来说，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

理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蒋志龙看来，小小的一枚“滇

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亚

于“滇王金印”，它是汉中央政府

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有效行

政、国家治权的象征，是中华民

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

见证。

“滇国相印”已经是很重大的

发现了，蒋志龙没有想到，在2021

年至2022年的考古发掘中，此类

封泥竟然发现了500多枚。

“在针对河泊所遗址的最新

发掘中，我们发现了500多枚封

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外，还

有益州郡所辖县的长官封泥。

比如说‘滇池长印’。在汉代，大

县置令，小县置长，说明当时滇

池是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小县，同

时也可以说明滇池在汉代就有

专人来进行管理。在公元前109

年以后，就像是中原地区一样，

纳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管理

之下了。”蒋志龙说。

蒋志龙介绍，目前已经发现

了益州郡所辖24个县中18个县

的官印封泥，“还有6个县的封泥

不排除在未来会被发现。除了

官印之外，还伴出了一些私印的

封泥，我们猜测这些私印就是官

员的名字。这些内容当年在《史

记》《汉书》《后汉书》甚至是《华

阳国志》中都未见记载，可以说

这些发现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

白，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

更加全面。”

叁
滇池之下还有遗迹

西汉时期滇池比现在小
除了封泥之外，考古工作者

还发现了大量的汉简。蒋志龙

告诉记者，这些汉简大部分是官

方文书，有很多细节，对于研究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巨

大的价值：“这些文书有法律方

面的，比如说涉及官府判案；也

有政务方面的，提及当地某个月

的税收，就是当时官府的工作汇

报，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实际上，在河泊所的发掘过

程中，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考

古工作者们也遇到了一些困

难。比如说由于河泊所遗址的

点位都距离滇池比较近，因此地

下水水位很高，考古工作者们必

须要先在发掘地点周边挖掘降

水槽，将地下水的水位降低之后

才能进行发掘。

不仅如此，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工作者们还在滇池之内进

行了勘察，发现在滇池水面之下

还有一些遗迹和遗物：“现在滇

池的水面海拔是1887米，但是在

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滇池

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些遗迹和遗

物。经过考察和研究，发现在西

汉时期滇池盆地的陆地面积比

现在要大，水面则比现在要低3

米左右。”

对于河泊所遗址未来的研

究和保护，蒋志龙认为需要做的

工作还有很多：“首要任务肯定

是要把出土的简牍保护好、研究

好。另外，根据这批材料，我们

还可以研究汉代云南与蜀地、与

中央的关系。如果说20世纪50

年代滇王金印的发现，是我们了

解古滇国是否存在的一个契机，

那么这次的发掘则是打开了一

扇窗，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提供了

更多材料。”

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受访者供图

云南河泊所遗址发掘负责人蒋志龙：

滇池水面之下还有遗迹

发掘出的简牍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俯瞰。

发掘现场。

滇国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