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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

三星堆考古
是新时代考古学的样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前不
久 入 川 登 台“名人大讲
堂”，讲述了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亲历记。本次学术研
讨会上，他通过视频致辞，
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向大会
顺利召开表示了祝贺，也
分享了三星堆新一轮考古

发现的成就与意义。
王巍介绍，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工作全方位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风貌——2000多平方米
的大棚之下修建了4个恒温恒湿的方舱，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个单位承担发掘任务，联
合39个科研机构展开多学科结合研究。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发掘采用了三维扫描、高光谱扫描、
X光检测等多种辅助科技手段，确保发掘信息等
完整提取和相关研究有序开展。

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的直播，掀起
了全民关注考古的热潮。在王巍看来，三星堆一
系列的考古发掘和宣传，极大地引起了国人尤其
是广大青少年对考古、中华文明的兴趣，也经过国
际传播让世界通过三星堆了解古蜀文明，了解中
华文明。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无论是工作理念、
工作方法、采用的科学技术、出土的珍贵文物以及
获取的历史信息，都是践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有益尝试，是全方
位展现新时代考古学的一个样板。

王巍期待这次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对于
涉及三星堆文化、青铜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
开交流和讨论，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所
表现的古蜀文明、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实习生 何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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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

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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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青
铜器群是对中国青铜时
代文化与社会作整体性
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
长宫长为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三星
堆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如今，三星堆不仅是巴蜀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是中
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更是人类文明的杰出代表。
研究三星堆文化，探讨古蜀文明，承载着中华文明
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样也承载着世界文明
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次中华文化天府论坛
的举行，大家云集，充分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时代
召唤。

宫长为提到了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
勤先生的经典论说。李学勤先生一直倡导建立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一学科，使之与古代埃及
的埃及学、古代两河流域的亚述学、古代希腊罗马
的古典研究等学科等量齐观。“我们要以三星堆文
化研究为中心，深入发掘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及精
神价值，立足于巴蜀文明，展现中华文明的胸怀。
同时，密切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密切人文科学
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引向深
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最后，宫
长为对研究和保护三星堆文化提出了“四个一”的
建议：组建一个机构、拟定一个规划、打造一个平
台、出版一个刊物。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宫长为

党的二十大作出“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

战略部署，对文化建设以及文物保护

传承提出一系列新要求、新任务，强

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

王毅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携手四

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

院校，共同做好三星堆考古与研究、

诠释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研究

成果。未来还将加大三星堆申遗力

度，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打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

源发展重要标识工程，国家坚定文化

自信重要文化支撑工程，持续擦亮三

星堆这张国际传播的金色名片，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真正让四川

文旅名扬天下，享誉全球。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实习生 何雨婷

截至 2022 年 9 月，三星堆 6 座新坑共出土编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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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证实多个祭祀坑形成于同一时期。并且，更多的与金沙遗址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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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三
星堆遗址主体繁盛时期或比从前认为的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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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四

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在致辞中介绍，

三星堆祭祀区系统考古发掘重启取

得了丰硕成果，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

土了15000余件文物，许多为首次发

现的国宝重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轰

动。这是探索践行建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结果，是

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取得的结果，是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

共同研究的结果。

在王毅看来，举办这次研讨会，

有利于在三星堆系统考古发掘基础

上持续深入开展研究诠释，为中华文

明探源研究助力赋能，对于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具

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

深入交流探讨，积极建言献策，为三

星堆文化研究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助力赋能

持续擦亮三星堆国际传播金色名片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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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蜀中论道
考古中国，从蜀地出

发。今年 5 月，封面新闻
派出 9 路采访团队，回溯
历史，追寻中国考古百年
历程，所闻所见所思所悟，
凝结成“考古中国从蜀地
出发”系列报道。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文明脉动的
韵律，在考古中被一一谱写。三星堆一系列的考古
发现是中国百年考古史中的重大发现之一，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现是10年
来的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学术层面。这些重大发现、出土的
众多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古蜀文化及内涵的了解，让人们更深切地体
会到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璀璨
的一颗星。10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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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