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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出水文物7.6万余件、发现
成都平原最早旧石器时代遗址……在第
八届西南考古协作会暨西南旧石器考古
新发现学术研讨会举行之际，11月19日，
记者从眉山市考古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近年来，眉山市发掘出土文物数量达到
10万余件，从汉代“排水工程”到宋代“人工
水渠”，从青铜器到陶瓷器，从竹木漆器到
金银玉器，类型齐全，年代跨度大，地域
覆盖广，真实佐证了眉山深厚绚烂的历
史。其中，坛罐山遗址为成都平原目前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最年轻的城市拥有最古老的历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志岩说。

坛罐山遗址出土石制品500余件
埋藏地层距今超20万年

坛罐山遗址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多悦
镇，东南距离市区约11千米，地处成都
平原南部、岷江支流东醴泉河南岸。
2019年12月，为配合坛罐山陶瓷艺术国
际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相关部门在开展
文物调查时采集到一件石核砍砸器，发
现新石器时代灰坑、汉代及明清墓葬、窑
址等多处遗迹。2020年3月至11月，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坛罐山遗
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眉山市东坡区文广旅局局长、区文
物局局长孙倩介绍，坛罐山遗址在2020
年至2022年经历了3次考古发掘，出土
石核、石片等石制品500余件。“坛罐山
遗址出土石制品大多以砾石为原料，根
据光释光测年，初步推测遗址有石制品
埋藏的地层最老年龄不低于20万年。
因此，坛罐山遗址成为成都平原目前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
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将逐
渐揭开成都平原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
古文化的面纱，进一步为四川盆地的旧
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供线索、导向和思
路，也为下一步构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
盆地旧石器年代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孙倩说。

记者了解到，为保护展示坛罐山遗
址，眉山市编制了《坛罐山遗址保护展示

配套设施设计方案》，于今年7月启动遗
址保护展示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后续将
围绕遗址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向大众开
放展示。

“江口沉银”出水文物7.6万余件
史前遗址考古正在进行

近三百年来，彭山江口镇一直流传

着一首“寻银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
万五。谁能识得破，买下成都府。”随着
近年来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发掘工作的展
开，这首流传了几百年的神秘歌谣，一点
点被印证。

眉山市文广旅局局长、市文物局局
长王枫介绍，2017年至2023年初，江口
沉银遗址前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共出
水文物7.6万余件，发现大量银锭、金银
器、兵器等文物，其中第三期出土的“蜀
世子宝”金印属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
实物。江口沉银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明代
中晚期经济社会现状、物质文化形态，乃
至明末清初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具有重
要价值与意义。

“眉山市积极推动‘考古中国—川渝
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考古工作在眉山的
开展。截至目前，眉山新发现史前遗址
4处，包括坛罐山遗址、莲花坝遗址、登
云古城遗址、武阳旧石器遗址。”王枫说，
其中莲花坝遗址测年距今6200年至

5900年，是全省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明
确地层关系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而
登云城遗址基本明确主体为宝墩文化遗
存，测年显示距今不早于4800年，该城
址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宝墩文化的分布
范围及年代上限。目前登云城遗址主动
性发掘工作已开启。

发掘出土文物数量达到10万余件
积极探索“考古前置”

近年来，眉山市考古发掘出土文物
数量达到10万余件，文物年代涵盖了旧
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战国晚期、西汉、
东汉、三国至两晋、唐、宋、明、清，真实佐
证了眉山深厚绚烂的历史。眉山市考古
工作综合排名列全省第二。

之所以能取得丰硕成果，原因之一
在于眉山市积极探索“考古前置”，推动
文勘先于规划建设实施，助力文物保护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眉山在城市建设
前，会进行文物调查勘探，根据勘探结果
及时调整建设规划，既保护了文物安全，
也保障了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截至目
前，眉山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文勘和考
古发掘项目共计23个，文物勘探面积超
90万平方米，抢救性考古发掘面积1.2万
平方米。”唐飞说，“实践证明，推动考古
前置政策落实已成为促进文物保护与经
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唐飞介绍，当前，眉山正在进行文庙
遗址考古发掘和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
其中，文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
对探寻眉山城市文脉、梳理眉山城市肌
理、厘清眉山城市的厚重历史具有重要
意义。眉州城遗址考古工作则以眉州城
的整体复原研究为目标，是宋代以来府
州级城市遗址考古的重要项目。“就像西
安、开封等城市，眉州城也是古今重叠型
城址，是宋代府州城的典型代表，是孕育
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极为重要的
历史文化价值。”

目前，两项考古工作已发掘出土重
要文物并获得相关发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

眉山市文物局供图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近年来，“治愈”这个词颇具热度，因为快
节奏的工作、生活，让很多人需要被治
愈。而苏东坡的人生哲学，则给了很多人
治愈的力量。11月23日下午2点半，“东
坡大家讲”系列讲座将在眉山职业技术
学院继续开讲，本期邀请到中山大学哲学
系教授李宗桂，讲述苏东坡的人生哲学。

苏东坡是中国典型的士大夫代表。
他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精
神的真诚践行者，忧患意识、淑世精神的
彰显者，仁民爱物、爱亲重友品行的倡导
者，挺立自我、不从流俗的大丈夫精神的
坚持者，超越物我、融贯儒佛道正面价值
的综合创新者，乐山乐水、钟爱大好河山
的家国情怀的构建者。

何为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李宗桂教
授认为，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是向前、向
上、向善的哲学，是安时处顺、天人合一
的哲学，是儒佛道兼综而以儒为主的综
合性哲学，是践行仁民爱物、天下一家理
念的仁道主义哲学。

李宗桂教授本身就是眉山人，对苏
东坡这位“老乡”的了解和喜爱，从小就
有之。谈及从“老乡”苏东坡身上所学到
的哲学，他认为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是“此心安处是吾

乡”的家国情怀，不畏权势、不媚世俗的
士人风骨。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对每一个面对
困境和“卡点”的人来说，无疑都有启
发。李宗桂教授坦言，苏东坡人生哲学

的当代价值，在于因势利导，善用条件，
力争上游而止于至善。当下有年轻人选
择“摆烂”“躺平”等，在李宗桂教授看来，
是少部分人对自我设计错误后果的一种
推卸，其中也有无辜者的痛苦呻吟。他
认为，苏东坡安时处顺的思想、顺势而为
的思想，“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
无晴”的超脱，都可以为有这种想法的人
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
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
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新儒
学、岭南文化。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
文近200篇，主编学术丛书3套。

11月23日下午，李宗桂教授将在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中心2楼学
术报告厅，带来这场名为“苏东坡的人生
哲学”的讲座。封面新闻APP将对本场
讲座全程直播，不能亲临的朋友可以关
注封面新闻APP线上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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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罐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东坡大家讲”李宗桂教授讲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