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口迁徙看古蜀文明的形成

李水城教授10月18日入川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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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旧石器遗存，具有哪些特
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丈人山》
中，歌咏的是四川哪一处名胜？四川省
绵阳市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如今位于哪
里……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你都胸
有成竹的话，那快来封面新闻客户端赢
取乐山大佛景区的门票吧。

在国庆假期开启前，文物“四普”知
多少知识挑战赛再次升级，第三赛程“四
川四普知多少”正式开启。此次赛程中，
全新的题库、“升级”的奖品，等待着全国
文博爱好者的参与。目前，第二赛程的积
分排行榜已经出炉，根据排行榜的成绩，
一二三等奖得主将获得主办方精心准备
的奖品及证书，优秀奖的得主也将获得获
奖证书。快来看看，在第二赛程中取得高
分的用户中有没有你眼熟的ID呢？

第二赛程成绩公布

不仅在第一赛程“文物知识知多少”
的答题活动中拿下二等奖的好成绩，而
且还在第二赛程“文物普查知多少”中更
进一步，高居积分排行榜榜首，成为一等
奖得主……当ID为“添福程度2202921”
的用户再次出现在获奖名单时，让人不
禁惊叹他在文物“四普”知多少知识挑战
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我学的工科机械方面的专业，从事
的工作也跟文科不太搭边，对于历史文
博领域完全是业余的爱好。”当被问到是
否是文博专业的从业者时，这位用户的
回答出乎意料。他告诉记者，自己姓吕，
很早以前就是封面新闻的“资深用户”，
几乎每天都会使用客户端刷刷新闻、浏

览报道，参加此次知识挑战赛，没想到能
获得那么好的成绩。

“这个知识挑战赛的答题有特点，实
际上是想要网友获取关于文博考古、文
物普查的知识。题目的确比较难，而且
第二赛程的难度明显高于第一赛程，但
答题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多动动脑
筋总不是坏事。”

吕先生坦言，有奖品福利的激励，在
每一次答题都获得满分之后，自己很有成
就感和荣誉感。如今，自己还将持续参加
第三赛程“四川四普知多少”的答题赛。

第三赛程开启中

9月26日开始的第三赛程，目前已走
到了挑战赛中最难的阶段，堪称决战“文
物知识之巅”，主要题目方向为四川的不

可移动文物知识，以及四川正在开展的
“四普”工作。在这一赛程里，网友们可
以深入了解四川典型的不可移动文物，
了解四川的文物“家底”以及四川“四普”
工作的开展情况。

来到挑战赛中难度最高的赛程，也能
收获极为丰富的奖品。第三赛程的大奖，
就是乐山大佛景区门票。根据挑战赛规
则，每轮答题活动共设置5道选择题，每
答对1题获得积分20分，答错不积分，每
轮答题满分为100分。每轮答题答对3道
（及以上）的用户，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
位用户每天可参与3次答题。需要注意
的是，每位用户活动全程只能中奖1次。
中奖用户必须在抽中奖品时填写详细的
信息并提交，否则视为主动放弃奖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指
出：“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
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
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
四川是东南亚的龙头。”在四川大学文科
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
水城看来，这段话对认识巴蜀文明的重
要地位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10月18日14:30，李水城教授将走
进“名人大讲堂”之古蜀文明季，在西华
大学（郫都校区）展开本季的收官之讲。
他将以《人类的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
明的形成》为题，从人类迁徙路线的角度
出发，讲述古蜀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如
何从三星堆文化的特点，看到其中的人
类迁徙和文化交互。

基于多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
学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的史前学家
都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
时期都是常态。人群迁徙所带来的，不
只是文化的交互，还有生产活动的发
展。考古成果显示，距今9000-5000年，
欧洲的人口迁徙带来了农耕文明，将农
业和畜养推向欧洲内陆。

中国的文化发展与人口迁徙也有着
极为重要的关系。距今5000年前，甘肃
东部的仰韶文化开始向中国西部地区迁
徙，对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考
古学者裴文中就以仰韶文化的传播路
线，提出“史前丝绸之路”的观点。20世
纪60年代，考古学者严文明提出“彩陶西
渐”的概念，否定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彩

陶文化西来说”。李水城先生继而研究
指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不断向西
扩散的“彩陶之路”，便是后来丝绸之路
的前身。

上古先民通过怎样的路线迁徙，来
到成都平原？他们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哪
些文化特质？如何发展到三星堆文化、
十二桥文化？又将如何影响中国西南地
区，乃至东南亚？在10月18日的讲座中，
李水城教授将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期讲座还将通过封面新闻APP等
多个平台进行现场直播，不能亲临现场
的观众，也可通过网络直播观看。

名人大讲堂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
办。讲座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大众、深

入人心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普及传承的品牌活动，并努力
探索构建符合当前时代需求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自2022年开始，名人大讲堂首次设
置“主题季”，分门别类地围绕四川历史
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源，邀请国内有
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生动阐释蕴含其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传统
美德、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及当代价值，
鲜活展示中华文化巴蜀因子的独特魅
力。

2024年，名人大讲堂共分“蜀道文化
季”“古蜀文明季”“三国文化季”三大主
题讲座。“古蜀文明季”即将收官，“三国
文化季”也将开启，敬请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10月11日上午，2024天府书展将在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书展主会场展区面积从去年的2.2万平
方米扩大至今年的3.2万平方米。此外，
书展还在四川各市（州）设有分展场以及
海外分展场。同时，以“文轩九月”网上
阅读服务平台为主体设立“天府书展·云
世界”线上主展场，在文轩云店等多平台
设立线上分展场。

线下书展的一大优势就是体验感、
沉浸感强。本届书展亮点多多，提前做
好逛展攻略，别落下精彩之处！

今年书展有四个“首次”

今年书展有四个“首次”：首次举办
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首次开设
优质出版文创产品馆，首次邀请“国际书
店”入驻展示外文图书，首次增设书展夜
市。同时，加大了期刊区、游戏动漫区等
展销空间，丰富逛展新体验。此外，书展
上有多场名家新书发布、多场重要活动
不容错过。《江口沉银考古手记》《剑门古
蜀道行走记》《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
家去探源》等新书发布或分享会、追寻西
南联大的形与神——《聆听》与《回望》新
书分享会、《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图书
分享会、第五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经
验交流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古籍发

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四川省精品文
学工程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精品游戏引
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包括《拉索：
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新书发布在
内的“在世界屋脊捕捉宇宙信使”系列活
动、2024桂冠童书百强书单发布等。

作为国际出版交流的重要窗口，
2024天府书展期间，首次亮相的国际书
店，精选1400余种、近4000册外文原版
图书展出。

别忘与你喜欢的期刊偶遇
期刊作为阅读对象的一种，具有独

特的魅力。本届天府书展设置了期刊展
区。其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五周年期刊典藏展”，展现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以来，推动我国文化、教育、科技
等发展的代表性期刊创刊号，重要历史
时间、重要历史节点出版的主题宣传专
辑特刊，各期刊首发的重要政论文章、重
要文学艺术作品、重要科学发展成果论

文等。此外，“四川精品期刊展”与“全国
优秀期刊展”分别向读者展示《党的生
活》《廉政瞭望》《看熊猫》《四川画报》等
川内优秀期刊，以及《中国国家地理》《博
物》《问天少年》《好奇号》《万物》等国内
热门畅销期刊，现场辅以创新短视频、互
动游戏等有趣的形式，让读者近距离感
受科技助力深度阅读的乐趣。

书展还设有两项常设活动

除了纸质图书，文创展销区、游戏动
漫区等展区，是历来天府书展吸引读者
的重要因素。今年的游戏动漫展区将以

“在一起，创‘游’无界”为主题，通过展览
展示、交流研讨、业务合作、采选交易和
互动体验等形式，宣传推广游戏动漫精
品和产业发展创新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推动优质
阅读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持续提升全民
阅读热情、营造书香社会氛围，本届书展
专门策划推出两项常设活动。一是天府
书展期间，在四川广泛组织开展“书香天
府惠民月”活动，包括面向社会发放总价
值500万元面额不等的满减优惠券，云世
界免费阅读，招募“护书志愿者”等系列
活动。二是在四川广大农村地区，深入
推广“点亮阅读微心愿”乡村阅读提升计
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四普”第二赛程获奖名单出炉

这位高分用户“称霸”两大赛程

2024天府书展今日开幕
书展亮点多多，逛展攻略出炉

10月10日，众多出版社已入场布展。天府书展主办方供图

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第四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