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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传承
巴文化在多平台开花

巴文化如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坚定“一元”，其发掘保护和传承利
用，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陈卫东谈
到，达州有两个遗址非常重要，一个是
罗家坝遗址，一个是城坝遗址。要谈传
承，首先得先保护好这两个遗址，第二是
建好这两个遗址公园，“罗家坝遗址公园
已经开建。城坝遗址的工作站今年也要
修好，从明年开始，会成为一个新的参观
点之一。”第三就是要宣传好，“我们要利
用好这样一个好的资源，但很多人还不
了解达州还有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这

样在巴文化中非常有代表性的遗迹。而
整个达州市还有很多非遗性项目，这些
项目可能与古代巴人等有直接的关系，
要利用好非遗这个更大的平台做好巴文
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

达州博物馆馆长王平介绍，目前达
州博物馆有七个专题陈列，其中“古代
达州”重点全面展示了近二十年重要的
发掘成果，比如在新石器晚期出土的石
器、陶器等，这些石器陶器充分揭示了
古代巴文明的神秘面纱。此外，馆内还
有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出土的一些战
国铜器，特别是青铜兵器等具有晚期巴
文化特征的器物。观众来博物馆参观，
都能很好地体验、了解、传承巴文化。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赠怡介绍，四川文理学院在尽力打造
多个平台来传承和发展巴文化。他提
到，2018年四川文理学院和达州市巴
文化研究院一起申报了“四川巴文化普
及基地”，“去年我们得到了达州社科联
的支持，成立了‘巴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中心’和‘川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发展研究中心’，为巴文化的研究转换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结合文旅品牌
找到吸引公众的方式

近年来，考古大发现与文旅发展有
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是否对每个考
古人、文旅人的工作带来了更高要求？

陈卫东谈到，考古发现确实是最吸
引眼球的，而且公众也很喜欢一些新的
考古发现。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很大
的轰动，促进了三星堆博物馆的大力发
展，门票基本预约不到，同时带动了金
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等的良性发
展。川东地区博物馆还没有那么大的
人流量，整个考古发现还没有取得那么
大的考古成果。“我不认为考古发现非
得要代替某些文旅项目，因为考古发现
最多就是一年，时效性非常短，我们还
是要提升自身的文旅品牌，挖掘自身文
化的特点，不断打造适合现代人出行方
式的热点。”

达州博物馆馆长王平介绍，达州博
物馆正在进行巴文化考古资源方面的
数字化建设，博物馆也在进行深化巴文
化考古探源和转化利用的研究，“博物
馆会协助城坝遗址、罗家坝遗址考古公
园的建设力度，整合考古资源，进行活
态化利用。”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赠怡谈到，巴文化是综合性的东西，
按照学科的方式来对巴文化进行梳理，
也是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进行学科方面的建设，包括历史文学艺
术非遗等方面，经过系统梳理后，对传
承巴文化就有了更好的抓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摄影杨帆

如何更好传承巴文化？
陈卫东解答传习志愿者
名人大讲堂是普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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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在

“寻城记——城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的文化演讲现场，4位青年传习志愿者与陈
卫东进行了交流。

来自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的青
年教师李晓龙提问，达州研究巴文化是不是
一定要有特色，与重庆的巴渝文化是不是必
须要有显著的区别？怎样才能突显达州巴
文化的特色？

陈卫东回答说，从文化区域上来说会呈
现不同的现象。比如目前从战国时期，在达
州地区的青铜文明其实是远远高于长江流
域的巴蜀文明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
象，也值得我们研究。传承发展是毫无疑
问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宣传，但我们的基础
材料还是非常薄弱，还没有进行深入挖掘，
这些都还需要努力。

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工作人员袁智勇
则对城坝遗址的历史渊源更感兴趣，请教了
陈卫东关于秦汉时期中央与巴蜀地区的关
联。陈卫东说，首先从物质文化来看，秦灭
巴蜀以后至汉，整个川东地区已经融入到了
汉文化之中，对巴蜀地区进行了统一管理。
也得益于此，我们现在能够在城坝遗址看到
比较完整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东汉
之后，中央政府与巴蜀地方的联系更加密
切，也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大规模发展。

来自渠县城坝遗址保护和利用中心的
工作人员黄俊芳与陈卫东探讨了城坝遗址的
保护和利用，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冲
突的时候，应该更侧重于哪一方面？陈卫东
认为，城坝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是很重大的事，
保护文物是很重要的一环，肯定不能因为短
期的经济效益去损坏文物古迹。出了这么多
精品的遗址，我们应该在保护下有序打造。

达州市的青年媒体工作者伍月提出了如
何通过现代手段、进一步提升巴文化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的问题。陈卫东说，这么多年我
们已经做了大量与数字相关的东西，但基于
现有技术，很多东西还不能完整呈现。这也促
使考古工作人员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问题，如
何向公众有效展示，这或许是最重要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12月 20日，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卫东在达
州渠县登上名人大讲堂，带来名
为“寻城记——城坝遗址的考古
发现与研究”的文化演讲。演讲
后，陈卫东与达州博物馆馆长王
平、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
院长王赠怡一起，就城坝遗址、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的传承发
展与利用展开对谈。

2022名人大讲堂·“巴人故里”

重塑遗址 巴文化走向活态传承
名人大讲堂走进达州，多位专家对谈巴文化的传承发展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卫东（右二）与达州博物馆馆长王平（右一）、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院长王赠怡（右
三）对谈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