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体的神话

青铜铸造的神人、神树、神坛，都可以看成用造型艺术铸写一种立体的神
话。古蜀人这种做法，不见于中原，也不见于西域，非常独特。

信仰的神界

三星堆人构想出一个信仰的神界，然后用青铜铸造出来，是一个多么巨大
的工程。我们仿佛能感触到古蜀人心动的节律，听到他们灵魂的歌唱。

奇幻的心灵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奇
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古蜀族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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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开始之前的对谈环节，主持
人海光对话王仁湘教授，作为先行内
容，让观众对讲座主题和主讲嘉宾，有
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50年前，王仁湘教授被推荐至四
川大学就读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四川
结下了缘分。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
工作队队长，在四川各地开展考古工
作，包括广元中子铺遗址等。他所著
的《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金沙考
古：探寻古蜀人的信仰世界》《味无味：
餐桌上的历史风景》等书籍，均在四川
出版。

此前，王仁湘教授在接受采访时
讲到，自己曾一度想转行，但因为目标
还是在圈内，所以也未能如当时所
愿。4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他著有

300多篇论文、70多部专著，说是“著
作等身”绝不为过。现场，主持人海光

替年轻学子们请教王仁湘教授，如何
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既能够

坚持写作，又能去全国各地的遗址现
场进行实地考察？

“这几十年来，首先就是坚持做田
野考古工作。我在四川做过考古队长，
也在西藏做过考古队长，参与发掘的遗
址分布于若干个省区，但我还是坚持抓
紧时间做研究。”王仁湘说，“人生在世，
时间是最宝贵的。”他在现场还感谢来
自四川出版界的支持，同时透露，其他
作品正在准备中，未来会与观众见面。

对谈尾声，王仁湘教授简要介绍了
讲座主要内容。《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
话》是王仁湘教授在2022年出版的书
籍，书中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作
为艺术的三星堆出土器物所呈现的内
涵。本期讲座内容与书中内容部分相
关，主要介绍如何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青
铜器、玉器等器物，了解三星堆人的精
神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雷远东

“远古神话传说大多靠口耳相传或
者文字来表达。但三星堆人非常独特，
他们选择用青铜和玉石表达对宇宙自
然的理解，抒发自己高远的情怀和一种
超越的信仰追求。青铜铸造的神人、神
树、神坛，都可以看成用造型艺术铸写
一种立体的神话。古蜀人这种做法，不
见于中原，也不见于西域，非常独特。”

9月23日下午，2024名人大讲堂“古
蜀文明季”第三讲，在四川师范大学狮
子山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仁湘，以《三星堆
人的信仰世界》为题，为现场观众作了
一场精彩的专题报告。

本场讲座中，王仁湘透过众多高清
图像，对三星堆已出土的包括青铜大立
人、青铜神树等在内的大量文物的造
型、图案、风格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解
析。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跟随王仁湘
教授“穿越”漫长的历史岁月，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三星堆人”的精神空间、心
灵世界，尤其是更清晰感知到他们对超
越的神圣世界的非凡探索之路。

古蜀人有神树信仰
青铜神树是神话的具象化表达

“天是那样的高远，人若是要与天
神交流，情理上应该有个通道。古代中
国神话设计的人神交流通道是高高的
大树，树可参天。扶桑、若木和建木，正
是古代神话中的神树，有的神树被认为
是通天之梯。古蜀人也有神树信仰，但
他们的神树信仰，不只是口耳相传，也
不仅仅是出现在有限的画面上，而是用
青铜造出了高大的神树。”

在王仁湘看来，三星堆出土了8株
青铜铸造的神树，推测是常设于宗庙
用于隆重祭仪的通天神器，体现了古
蜀人的宇宙观，也记录着他们的信仰
痕迹。青铜神树上有 9只神鸟，代表
着9个轮休的太阳，这是一棵太阳树，
树上行止的太阳鸟，正契合了《山海
经》中的神话传说。“这真是让人深深
体会到，三星堆人是在用青铜铸写神

话，将神话立体化呈现了出来。他们
给予中国神话传说一种具象化表达。
这种具象化表达，避免了口口相传的
信息传递误差。”

讲到此处，王仁湘感慨地说，站立
在青铜神树前，特别会想到古蜀时代创
作神话艺术的工匠们，为制成这些高大
的艺术作品，倾注了多大的心力。“三星
堆人构想出一个信仰的神界，然后用青
铜铸造出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
当欣赏那些青铜艺术的时候，我们仿佛

能感触到古蜀人心动的节律，听到了他
们灵魂的歌唱。”

研究三星堆文物
一定不要忽略艺术与信仰

从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
“一醒惊天下”，1995年西南地区最大史
前古城宝墩古城惊艳亮相，到2001年
金沙遗址的横空出世，再到2019年三
星堆六个祭祀坑的重启发掘“再续文明
华章”，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古蜀文明

发展演进的脉络日渐清晰，为深刻理解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增添了重
要实证。

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吸引大量优秀
的考古学者潜心研究分析，王仁湘就
是其中一位。他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发
掘工作，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
址。不仅对中国史前考古有较为全面
的研究，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纹饰与
符号等也钻研极深。他主编编撰各类
著作100多本，主要学术著作有《史前中
国的艺术浪潮》《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半窗意象》《凡世与神界》，以及有关古
蜀文明的相关著述《三星堆考古》和《金
沙考古》等。

王仁湘说，蜀人在神灵信仰中形成
独特的意识，有一种献祭仪式，是在祭
仪完毕后将各种祭品毁弃并埋葬地
下。古蜀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
大多不具备实际生活用途，而与宗教祭
祀活动密切相关，祭祀之频繁与祭品之
丰富，体现了宗教祭仪在古蜀国社会活
动中的深远影响。

王仁湘格外重视从艺术的角度展
开研究，“艺术，特别是早期艺术、史前
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古蜀时代
的青铜艺术正是这样一面飘扬的信仰
旗帜。”他认为，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
掘出来的文物，是古蜀时代独特精彩
的艺术珍品，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
生存意象与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
体现出古蜀族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
人的创造力。而且透过这些艺术珍品
能够探知，“古蜀人生活在自己用青铜
艺术打造的神界里，感觉与神同在，与
神同悲欢。”

也正因此，王仁湘提醒大家，在探
究三星堆发现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艺
术的角度和信仰方面，“三星堆的一大
特点就是把一些本来只存在于传说的
东西做成了实物，用艺术的形式来进行
表现。一个艺术、信仰、心灵的世界，往
往是比真实世界更辽阔的虚拟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王仁湘教授妙解古蜀文明：

“古蜀时代的青铜艺术是一面信仰的旗帜”

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第三讲

50年前与四川结缘

王仁湘寄语青年学子：人生在世，时间最宝贵
名人大讲堂.对谈

9月23日，王仁湘教授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开讲《三星堆人的信仰世界》。

主持人海光对话王仁湘教授。

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