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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近年来考古文博圈最火热的

话题，“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自然

不能忽略。此处出土的体量巨大、造型

复杂独特的文物，成为许多文博爱好者

对于古蜀文明最深刻的印象。可在三

星堆遗址之外，四川这片土地还有着怎

样悠久丰富的考古遗迹呢？

步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展厅之

内，从被称为打开研究古蜀文明“金钥

匙”的营盘山遗址开始，到成都平原稻

作文明发源地的宝墩遗址，以及堪称世

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最丰富的金沙

遗址，再到出土了精美青铜器窖藏的彭

州竹瓦街遗址，当观众与众多四川境内

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擦肩而过时，便能

从这些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中，了

解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发展序列，且

能看到特立独行的古蜀文明一步步汇

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进程。

“其实‘问蜀’这个展览，我们酝酿

了有近10年的时间。”采访中，彭文首

先说起了展览的缘起，作为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东周时期区域文化系列展”中

的重要展览，该展将目光投向了位于西

南一隅的蜀地，投向了令人遐想万千的

古蜀文明。

“作为一家立足秦文化、以秦始皇

帝陵为主体的博物院，我们一直希望能

够将东周这一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与

秦文化之间关系的脉络梳理清楚，让来

到院内参观的观众，更直观地了解遗址

存在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李学勤先生

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将东周时

代的地域文化划分为了七个文化圈，巴

蜀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当时重要的

区域文化。”2016年，“寻巴——消失的

古代巴国”的成功举办，让彭文意识到

举办一场关于蜀文化展览的契机逐渐

成熟。于是在近几年，彭文频繁入川，

有了“问蜀”展览的问世。

不难发现，此次展览虽聚焦东周时

期的蜀文化，但当观众漫步展厅，早至

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晚到战国晚期

的蜀文化，均在展览中有所呈现。更为

奇妙的是，展览以设问的方式展开叙

事，分为“你是谁——特立独行的古蜀

文明”“你从哪里来——多元文化碰撞

下的蜀文化”“你去了哪里——蜀文化

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三个单元，

与“问蜀”的展览主题遥相呼应。

“现在人们说起蜀地，肯定会想到

三星堆遗址，但提起三星堆，就是满头

问号。于是，我们就想从‘问蜀’出发，

向蜀地发出‘哲学三问’，来构成展览的

叙事脉络。”展览中，从用桂圆桥遗址、

金沙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存，清晰勾勒出

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第一单元“你是

谁”；到展现了商代晚期至东周时期，不

同区域文化在蜀地交互碰撞的第二单

元“你从哪里来”；再到“秦并巴蜀”后至

汉武帝登基的历史时段中，叙述了蜀文

化融入华夏文明过程的第三单元“你去

了哪里”……“展览以设问的方式开启，

一路追问从古蜀文明，再到后期的蜀文

化，蜀文明的发展和归途是怎样的，并

用考古的遗迹、遗存给出问题的答案。

我们从展览梳理的脉络中可以看出，璀

璨的古蜀文明延续到后来，到东周时期

的晚期蜀文化，其作为地域文化融入了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

的跪坐铜人像、造型庄重素雅的饕餮

纹铜罍、阴刻铭文“成都”二字的虎头

纹青铜矛、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

漆床……当目光从透明的玻璃展柜一

一拂过，就能在这场展览中，邂逅来自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造型精美的青铜

器，以及展现了漆之美的漆器等精品

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不仅集四

川、湖北、陕西25家文博单位的300余

件展品，还有不少文物是首次出川展

出。在采访中，彭文多次表达了对于川

内文博单位的感谢：“非常感谢四川的

同行们，给予此次展览的大力支持。”

作为一场讲述蜀文化的展览，自

然要通过文物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

化，展现蜀地独特的文化印记。在展

览策划阶段，彭文带领策展团队多次

入蜀，前往四川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遗

址进行探访。所以漫步展厅中，观众

能够看到船棺葬、石棺葬等蜀地颇有

特点的丧葬习俗。

“船棺葬是以圆木加工成独木舟

形棺为葬具的一种墓葬形式，主要分

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川东

及重庆部分地区，具有浓厚的地方特

色。”彭文说，此次展览中不仅有来自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的文物，还有成都

双元村东周墓群、什邡城关、昭化宝轮

院等地区出土的船棺葬展现。“商业街

船棺葬出土了很多精致漆器，此次展

览也展出了其中一件漆床，它是由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的，作为重点

文物予以展示。还有来自什邡市博物

馆的30余件/套文物，不仅将船棺葬

的特点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将这一

丧葬习俗在什邡地区的发展脉络也陈
述得很清晰。”

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成
果发布以来，古蜀文明独特的魅力至
今令人遐想万千。自古以来，蜀地就
不是闭塞之地，而是通过“难于上青
天”的蜀道，与不同地域文化发生了广
泛交流。彭文强调，此次展览的重点，

并不是讲述古蜀文明有多么特立独

行，而是强调巴蜀地区对秦的统一所

作出的突出贡献，探讨不同地域文化

之间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因此，展

览中有来自湖北、陕西等地的文物，其

与蜀地文物之间相似的文化元素，勾

连着不同地域的文化联系。

譬如，在第二单元展览中写道，竹

瓦街窖藏铜器上的铭文“牧正”“覃”等

族名，在陕西的陇县和宝鸡地区均有

发现，而现场也展出了来自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的“覃父癸”铜爵和“父己”铜

觯。此外，来自四川博物院的饕餮纹

铜罍，与陕西宝鸡茹家庄 国墓地出

土的龙纹小铜罍也有着造型上的相

似。而到了第三单元，在公元前316

年“秦并巴蜀”历史事件发生后，更能

看到蜀地出土的文物中，包含了秦文

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等多

种元素。

“到了‘秦并巴蜀’以后，展览中展

出的来自广元青川郝家坪的秦移民

墓，还有成都成华区东林四组出土的

秦移民墓，这些都是秦人的移民墓，表

明当时就有秦人的东西出现了。我们

在这一区域也展出了博物院馆藏的陶

罐，它们与青川出土的陶罐极其相

似。”同时，无论是青川郝家坪出土的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还是陕西西

安未央区相家巷出土的“蜀左织官”封

泥，这些文物都见证了在历史进程中，

蜀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足迹。

彭文最后表示，通过此次展览，想

要传递给观众的不仅是曾经璀璨辉煌

的古蜀文明，更想强调蜀地为秦实现

统一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秦并巴蜀

后，秦在蜀地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

经略，使蜀地成为秦平天下的大后

方。巴蜀丰富的物资储备，还有军事
上的储备，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强
大的物质保障，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
过程，也是秦地与蜀地的相互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受访者、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网

向璀璨的蜀地文化发出“哲学三问” 300余件文物勾勒蜀文化发展脉络
问蜀 归途

虎头纹铜矛（左）和“九年相邦吕不
韦”铜戈。

彭文接受媒体采访。 观众在参观文物。

在西安邂逅一场文物展览
向神秘的古蜀文明发出“灵魂疑问”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到来，结束了古蜀国雄踞西南的历史。此后，巴蜀地区被纳入秦
国版图，古蜀文化体系也逐渐被西北来的秦文化与东南来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华大文化区之内。那么，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璀璨辉煌的古蜀文明曾走过怎样的足迹，独特悠久的蜀文化又走向了何方？也许，在深秋
时节，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展厅，就能从一场精心策划的展览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近日，由四川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集四川、湖北、陕西25家文博单位的306件（组）展品，共同推出的原
创展览“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陈列厅正式亮相，迎接来自天南海北的文博爱好者。

“任何一个文化的发展，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其发展的脉络。不断发展的蜀文化，如汇入滔滔大河的涓涓
细流，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系统之中。”就在展览开幕后不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话到了该展的策展人、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研究馆员彭文。她介绍了汇集如此多精品文物的展览是如何诞生的，更谈到了在“问蜀”的道路上，展览想要
呈现给观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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