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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以三
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上游地区
和西南地区先秦时期文明成就的杰出
代表。

10月 29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
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中共德
阳市委主办的“中华文化天府论坛——
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
广汉市举行。研讨会的召开，旨在更深
入研究三星堆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为推动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
实的学术支撑。

此次学术研讨会堪称三星堆文化研
究的学术盛会，来自国内考古学界、历史
学界尤其是三星堆和青铜文明研究的数
十位顶尖学者聚集广汉，就“三星堆文化
与青铜文明”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揭开古
蜀文明的面纱。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
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青铜器群是古
蜀文明的生动注脚，同时也是整体性研
究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重要物质
基础。

近年来，三星堆考古捷报频传，每
一次阶段性进展，都能吸引世人目光，
成为当仁不让的考古界“顶流”。三星
堆考古新发现的众多前所未见的器
物，为探源古蜀文明提供了绝佳的研
究素材。

四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产璀璨，三星
堆正是古蜀文化的最大名片。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中华文化天
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
术研讨会”将挖掘三星堆文化内涵，深
入认识巴蜀文明、中华文明的学术研
讨，通过本次研讨会带动三星堆文化与

青铜文明研究走向更加深入、更加广阔
的层次和境界。

三星堆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
明，在主旨演讲环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
物馆馆长雷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
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段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
湘，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上
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
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四川大学
杰出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等
专家围绕三星堆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
等方面进行探讨，从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不同层面展开广泛讨论，发表主旨
演讲，助力构建三星堆文化和青铜文明
研究的理论体系。

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至今日
依然蕴藏着众多未解之谜。研讨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深刻地
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和文化
特质，为努力构建中华文明的完整图景
贡献力量。

揭开古蜀文明的面纱
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在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10月29日，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
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
学术研讨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
馆长雷雨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三星堆
祭祀区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
认识。

雷雨透露，截至9月，三星堆遗址新
发现的 6 座“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
15109件，近完整器4060件。考古发掘
成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内多件出
土器物或可跨坑拼合，或可证实多座祭
祀坑形成于同一时期。并且，更多与金
沙遗址繁盛时期风格相似器物的发现，
表明了二者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说明
三星堆遗址主体繁盛时期或比从前认为
的更长。

4座“祭祀坑”或同时期形成

6月，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
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
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
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在“分离”3000年
后终于合体。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
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认为这件充满想
象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

“巅峰之作”。
这也是自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发

掘后，时隔36年的首次器物拼合。不仅
如此，最近，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还发现
一些能跨坑成功拼接的器物。雷雨在现
场展示了几张照片：在新发现的7号坑和
8号坑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青铜神
树残件；3号坑发现的一件青铜残件，或
许能与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拼合；在8
号坑内，一件刀形饰物，与1986年发掘的
1号坑神树构件非常相似。

“我们在2、3、7、8号坑都发现了类
似神树的残件，很可能是2号坑神树上
的。”雷雨说，根据目前的研究，结合跨坑
器物拼合成功的情况，2、3、7、8号坑很
可能形成于同一时期。

雷雨说，跨坑拼对器物的出现，说明

所涉及的坑为同期形成，这背后反映了
古蜀人的何种礼制或者思想？这些都需
要未来的研究来解答。

与金沙的关系更密切

会上，雷雨展示了最新研究发现：三
星堆遗址祭祀区此次发掘出土的玉凹刃
凿，一些色泽艳丽的暖色调玉器，以及
身尾分制的石虎、中分发式的石跪人、精
美的金带饰、辫发的青铜全身人像等器
物，都表明了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更为
密切。

雷雨说，过去学界普遍认为，三星堆
遗址和金沙遗址这两个古蜀国的都城在
年代前后上属于无缝衔接的关系。但根
据碳14测年结果，4号坑的年代下限已

进入西周，出土的一些器物带有比较明
显的金沙风格。

新的发现则进一步证实了三星堆
与金沙遗址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这需
要更多的证据支撑，未来解决这一问题
对古蜀历史的研究而言，价值非凡。”雷
雨说。

青铜铸造技术与商代中原同出一脉

三星堆青铜器以其前所未见的造
型，让3000多年后的人们大开眼界。同
样，也带来了更多关于三星堆的疑问。
在当时有限的生产条件下，这些“奇奇怪
怪”的青铜器究竟如何铸造？科技考古
为人们带来答案。

雷雨说，目前，考古团队已通过CT
扫描，直观地体现了三星堆青铜器独特、
灵活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对三星堆
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考古人员对6件青铜树枝残件样品
进行CT扫描，发现一件样品使用的是金
属芯骨，另有4件样品也存在使用芯骨
的现象。“芯骨技术可有效提高内芯的强
度，从而保证型芯组合和浇注的成功
率。芯骨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中系首次发
现，也是目前商代青铜器铸造过程中使
用芯骨技术最为明确的证据。”雷雨说。

此外，团队还利用陶器脂质残留物
的理念和方法，对三星堆铜器样品泥芯
的残留物进行测试与分析，展开对三星
堆青铜器制作工艺的补充研究。分析结
果显示，三星堆泥芯样品均经历了
300℃以上温度的焙烧过程，泥芯中脂
质提取浓度极低。

同时，结合对三星堆青铜神树铸造
痕迹和X-CT分析结果，基本排除制
模使用蜂蜡的可能。结合青铜人像、
神树等器物上的合范痕迹，以及残留
泥芯、泥范情况，均体现出器物使用块
范法铸造成型的特征，进一步印证了
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与商代中原地区
同出一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
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作
主旨演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三星堆6座新“祭祀坑”已出土近完整器4000余件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为6月1
日拍摄的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新发
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中为6月15日拍
摄的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
鸟脚人像残部；右为6月15日拍摄的拼
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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