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聆听远古巴文化的跫音

名人大讲堂明天在达州开讲“寻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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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人繁衍生息的沃土，达州有媲
美三星堆遗址的罗家坝巴文化遗址，见证
了远古巴人文明的辉煌历史。随着考古
发掘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尘封在老巴
人身上的迷雾逐渐消散，神秘的面纱正在
层层揭开。

如何实现巴文化的“活态化传承”？
如何积极推动巴文化“走出去”？12月20
日下午3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馆员陈卫东将在达州渠县登上“名人大讲
堂”，带来一场名为“寻城记——城坝遗址
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文化演讲。本场名
人大讲堂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
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中共
达州市委宣传部承办，中共渠县县委、渠
县人民政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
办。本场演讲将通过封面新闻APP进行网
络同步直播，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可以收
看线上直播。

狭义巴文化
可追溯至夏商至西汉中期

达州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是巴
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和巴文明起源中心之

一。近年来，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达州渠
县土溪镇城坝村开展了系列考古工作，填补
了战国中晚期巴国大中型墓葬的空白。

关于巴的早期记载可以在奇书《山海
经·海内经》中找到。“西南有巴国。大暤
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
始为巴人。”此外，在《左传》《华阳国志》
《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专家们也找到了
相关线索，勾勒出巴国的活动范围——早
期主要活动在汉水流域，战国以来退守川
东和重庆。

在陈卫东看来，狭义的巴文化是指夏
商至西汉中期，活动于鄂西、重庆、川东地
区的人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广义的巴
文化则是指有人类以来至现在，活动在鄂
西、重庆、川东地区等区域的人群所创造
的不同时期的物质文化。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一批内迁学者基于流传于世的部
分青铜器，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对
巴文化的探索起了开创之功；1954年，四
川省博物馆先后对广元昭化宝轮院和巴
县冬笋坝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
70座；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对宜昌路家
河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揭示出早期巴文
化的物质形态。陈卫东将在“寻城记”的
演讲中，对相关考古议题展开深入、细致
的论述。

走过5年
“名人大讲堂”全新升级

“名人大讲堂”定位为普及性、大众、
浸入式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普及传承活动品牌，探索构建符合
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承体
系。2018年冬，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
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以《万古江河鸟飞
回——杜甫与中国人生》为题，开启了“名
人大讲堂”名家讲名人的序幕。每一位名
家，每一次讲座，都能在线上线下引发热
议，超过百万人观看视频直播。如今，这
一超过千万粉丝的品牌IP已经陪伴我们
走过了5年。

2022年，“名人大讲堂”全新升级，
首次设置“主题季”，分门别类围绕四川
历史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源，邀请国
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生动阐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及当代价值，鲜活展示
中华文化巴蜀因子的独特魅力。目前已
举办了考古季、司马相如季，先后邀请了
著名学者齐东方、霍巍、雷雨、王巍、徐希
平、阿来等人登台开讲，网络观看人次超
千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2月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
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一
项之前从未对外公布的考古成果揭开神秘
面纱。全国首次发现的清代铸币遗址——
宝川局遗址开启了相关文物的实验室研
究。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
中发现的，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古发掘，清
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
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
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

“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始建于乾隆年间
鸦片战争后裁撤

据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
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成都
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
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
配合基建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
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唐彬称，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
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
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
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
炉40座，供地方兵饷、修城之用。

雍正十年初，宝川局最初建于成都府
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
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
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
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
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
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
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
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
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
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发现钱币及钱树
还出土了大量瓷器

据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
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

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
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
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
砖残留部分硫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
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
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
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
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40厘米。遗址
内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
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
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
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
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
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
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
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
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遗址规模宏大
完整呈现铸币流程

在介绍宝川局遗址发掘情况时，冶
金考古实验室副研究员杨颖东戴上手
套，抱起一个从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进
行了容积测量容量测定，又对出土的钱
币进行了成分检测。“经过检测，这些钱

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
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

杨颖东说，“通过容量测定，我们可
以推测，像这种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
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
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
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
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杨颖
东拿起一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
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这些就
是废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
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杨颖东表示，宝川局冶铸遗迹非常
完整地体现了清代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
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
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唐彬则认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
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
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
代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
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材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新馆
“焦氏峨眉龙”现身
12月16日，自贡恐龙博物馆“恐龙探

秘馆”完成展厅布展工作，即将试运行。
届时，游客可身临其境感受跨越亿万年
历史的神秘印记，“沉浸式”体验科普研
学的独特魅力。新馆建在新发现的恐龙
化石遗址之上，该发掘后保留的遗址面
积约70平方米，遗址内保留着一具完整
的大型蜥脚类恐龙——焦氏峨眉龙，体
长达23米，这是侏罗纪中期自贡地区特
有的一类大型长颈蜥脚类恐龙，也是目
前自贡大山铺发现的个体最大的恐龙。

从外观上看，探秘馆被一颗恐龙蛋
包裹着，在“蛋壳”的缝隙间，是“光”照进
来的地方，游客可以搭乘这艘蓝色的“时
光机”抵达亿万年前的世界。此次征途
以恐龙起源、繁盛、衰亡为轴线，可以了
解到恐龙的“家庭”、恐龙的“矛”“盾”、恐
龙的“智商”、恐龙中的“伪装者”等内容。

新馆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其成为
一个探秘馆、体验馆，让“恐龙”能动能说
话，带给观众更多沉浸感和体验感，体验
孵恐龙蛋的过程——从一颗恐龙蛋到破
壳而出，再到长成小龙远远跑开，亲身感
受一次“龙妈”的快乐，真正做到既好看
又好玩，让科学更加有趣。

如果把地球环境和生物演化看成一
本书，那么不同地层的岩层就是地球历
史不同章节的书页。恐龙探秘馆中保留
了一条三面长约47.8米、高约12米，反映
恐龙埋藏环境及包含多个典型地质现象
的地质剖面。内含丰富的地层剖面，不
仅能够反映恐龙生存时代的古地理、古
环境，还能了解到众多沉积构造特征和
地质现象。这样的剖面在国内是仅有
的，是不可多得的科普研学教材。

此外，许多独具特色的亮点展品也
将在恐龙探秘馆中展出，包括大量恐龙
和古鸟类标本，包括达19米的马门溪龙
颈椎标本、鹦鹉嘴龙标本等。“恐龙身上有
没有羽毛？恐龙世界中谁的脖子最长？
全国最小的恐龙足迹长什么样？恐龙会
不会生育‘双胞胎’？”这些有趣疑问，都可
以在恐龙探秘馆的奇妙世界中探寻答
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恪生

成都发现全国首个清代铸钱遗址
铸造钱币的大坩埚可盛铜液近百斤，出钱上万枚

宝川局遗址出土的坩埚。

出土的坩埚里还存有未融化的废弃铜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