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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半
个多世纪的考古历程让我们对三星堆
遗址有了深刻认识，但一、二号祭祀坑
的发现还是颠覆了原有认知。为解开
谜团，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工作，
先后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大型宫殿式建
筑基址等重要遗迹，三星堆都邑性质的
特征呈现出来，以发达青铜文明为显著
特征的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遗址上千
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达到顶峰，其文化
来源仍可从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
中找到痕迹。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
化遗存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
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与约当商
时期的三星堆古城文化面貌有较大差
异，但两者在技术、文化的传承仍清晰
可见。”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站长、研究
员陈德安介绍说。

“三星堆遗址不同阶段文化发展序
列的建立意义重大，尤其是三星堆遗址
一期文化面貌的识别，为我们研究三星
堆青铜文明发展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线
索。不过，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发
现较少，对其文化发展水平了解很少，直
到1995年新津宝墩古城被确认，才让人
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紧接着，我们又发
现了温江鱼凫村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
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和
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加上后来在眉山
市东坡区登云古城的确认，成都平原迄
今已发现了9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的
规模从10万至276万平方米不等，时间
跨度从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左右，
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就属这一时
期，为便于研究，我们将这一文化命名为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无疑是三星堆青
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江章华说。

“我们在温江区鱼凫村古城的发掘
中找到了宝墩文化向三星堆遗址二期文
化（三星堆文化）演进的线索。鱼凫古城
位于成都平原腹心位置，总面积约40万
平方米，呈不规则形状，遗址一、二期遗

存为典型的宝墩文化时期，第三期遗存
延续了宝墩文化器物特征，同时又出现
了与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相似的小平底
罐、高柄豆等器物，可视为宝墩文化向三
星堆文化演变过渡期，随着今后工作的
开展，对这一演变过程的认识将不断深
入。”鱼凫古城遗址发掘领队、上海大学
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教授说。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介
绍，经过多年努力，三星堆古城的面貌
更加清晰，城址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
由大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等部
分组成，规模超过了宝墩古城，是长江
流域迄今发现的约当商时期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王城”之一，其繁荣阶段
约在商代中晚期，以青关山宫殿（或神
庙）建筑群、三星堆8个祭祀坑等发现
为重要代表。在文化内涵上，三星堆古
城明显承袭了宝墩文化，城墙堆筑技
术、大型房屋建造技术、木骨泥墙式房
屋建造技术等均传承沿袭。三星堆高
等级建筑及重要遗迹朝向与宝墩古城
和郫县古城的“大房子”朝向相似，对金
沙遗址乃至秦汉以后的成都均产生影
响。此外，以平底器、圈足器为组合的特
点在三星堆得以传承。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也即宝墩文
化遗存在三星堆分布很广，这表明三星
堆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成都平原北部
的中心聚落，但三星堆古城时期人们活
动十分频繁，许多地点的早期文化堆积
保存状况都不太好。不过，我们在三星
堆古城西城墙外仁胜村地点发现一处相
当于宝墩文化晚期的成组坑状遗存，出
土一批玉石器，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或
有特殊含义的遗存。距今4000年前后
正处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演进的重
要阶段，三星堆有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加
速嬗变，这为后来三星堆古城的兴起创
造了条件。因此，有必要在仁胜村等地
点开展考古工作，这将有助于揭示三星
堆古城的崛起之谜。”陈德安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2020年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
惊艳现世，其中5号坑出土黄金面
具和大量象牙器碎片，象牙碎片上
刻划有精美纹饰，引起学术界高度
关注。这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象
牙器吗？其实，比三星堆祭祀坑更
早的宝墩文化时期城址——大邑县
高山古城已经有了象牙器。

高山古城
偶然中发现的史前城址

高山古城发现与盐店古城的考
古有关。2003年春，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陈剑正组织斜江河流
域盐店古城考古发掘，一位村民说

高山乡也有这样的“土埂子”。陈剑
摊开地图一看，高山乡“古城村”“古
城埂”等地名赫然标明。

“不出所料，随后展开的考古调
查发现，高山乡古城村土埂子高出
地表1.5至2米，现存宽度20至30
米，两条土埂相交位置是古城的转
角处，经勘探确认的城址平面略呈
梯形，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出土遗
物年代约当宝墩文化一期。”陈剑介
绍。

发现象牙手镯
宝墩文化已有象牙器使用传统

“高山古城考古重要收获之一
是在城内发掘了上百座墓葬，葬式

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等，这为研究
宝墩文化人群构成和丧葬习俗提供
了重要资料。幸运的是，一座儿童
墓（M13）中出土两只象牙手镯，手
镯长8厘米、宽6厘米、高4.5厘米，
内径5.5厘米。宝墩文化城址中罕
见发现象牙饰品，两只象牙手镯见
证着这名年仅5岁的儿童生前受到
的宠爱。”高山古城发掘执行领队刘
祥宇说。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周志清介绍，高山古城发现的象牙
手镯是成都平原迄今发现的最早象
牙器。近年来，在成都多处宝墩文
化晚期遗址发现象牙制品，有杖形
器、发簪、穿孔牌饰、管形饰、圆锥形
器等。其中，温江红桥村遗址M54
人骨侧发现杖形器长约1.04米，该
墓同时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的象牙
牌饰，集中分布在头部和脊柱两侧，
可能为冠或发饰，显示逝者生前特
殊身份，而象牙杖形器或许具有某
种特殊涵义。此外，考古工作者还
在青白江区五里村、三星村等宝墩
文化晚期遗址发现象牙制品。可以
说，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使用
象牙制品的传统一脉相承。

三星堆出土象牙器
纹饰繁复制作精美

三星堆象牙器在5号祭祀坑出
土最多，具体负责发掘的四川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说，5
号坑出土象牙器的残、碎片已有上
千片，碎片上有的雕刻繁复纹饰，可
窥原器形制作十分精美。“我们已将
5号坑整体套箱搬运到修复室进行
清理揭取，预计会有新的发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介绍，从
清理的三星堆象牙器残片来看，象
牙雕刻纹饰与青铜器纹饰相似，如
扭头跪坐铜人像上的羽翅纹、青铜
神兽上的三叉形纹，其他还有鸟
纹、兽面纹、云雷纹等，其精细程度
超出想象，细微处线条宽度仅30微
米。目前，国内发现的商代象牙器
中以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象牙杯
最为精美，三星堆象牙器与妇好墓
象牙器代表了商时期高超的象牙制
作技艺。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祭祀遗
存出土有大量象牙，其中三星堆祭
祀坑出土象牙达到惊人的 800余
根，这在世界同类型遗址中是仅见
的。经对其种属鉴定，均为典型亚
洲象，我们推测其产地应为古代蜀
国的管辖区，这与常璩《华阳国志蜀
志》记载的蜀地有‘犀、象’相吻合。
不过，三星堆、金沙祭祀遗存出土大
量象牙显然不是贮藏品，而应有特
殊的宗教涵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工作正在进行中。”冉宏林介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考古发掘区探方（西-东）。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高山古城M13出土象牙手镯。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5号祭祀坑出土的象
牙残片。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
问答

三星堆古城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出
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文物令人震惊。这
批“稀世之宝”太过耀眼，其文化属性和年代等
引人关注。经过考古人员30多年的辛勤耕
耘，三星堆祭祀遗存、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遗址
考古学文化序列等研究成果终于将三星堆的
历史经纬展现出来。那么，与祭祀坑密切相关
的三星堆古城是如何传承宝墩文化的呢？

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制品

成都平原最早的
象牙器在哪里？

如何传承宝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