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谢颖 版式张今驰 校对张任姣互动

人类迁徙路线和古蜀文明形成有
何关系？三星堆文物的背后，讲述着哪
些神秘故事？

10月 18 日下午，名人大讲堂“古
蜀文明季”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迎
来收官之讲。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
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水
城从人类迁徙路线的角度出发，讲述
古蜀文明形成过程，为观众带来一场
精彩的讲座。

李水城认为，迁徙是人类社会各个
时期的常态。对中国而言，迁徙主要体
现在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向西北地区发展
的过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也证明
了周围地区跟成都平原地区有文化的接
触和交流。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意犹未尽，来
自西华大学的几位传习志愿者现场向李
水城教授请教。

第一位传习志愿者是美术与设计
学院的郭晨羽，她向李水城教授提问：
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展
现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
动，这对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研
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虽然我之前讲到文化发展进程时，
是中原地区通过西北，然后进入到川西
北，但这个发展进程并没有停留在这个
地区，而且有相当一批人沿着青藏高原
的东路继续向西南地区扩散，一直进入
到长江流域。”李水城介绍。

黄河和长江是中国的两大河流，也
是中国南北的两个重要中心，从北方的
旱作农业到南方的稻作农业，这是两个
不同地理文化区的东西。两个文化沟通
了以后，对于加速史前时期的社会复杂
化进程和文明化进程，具有极大的推动

作用。
后来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包括

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阶段，它实际上都
是南北东西的一个文化交互的结果。“中
原地区就像一个文明的花蕊，周围是不
同的花瓣，围绕着这个花蕊，最终形成了
中华文明这样一个独特核心区和具有代
表性的东方文明的民族代表。”李水城教
授以花朵举例做了总结。

来自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杨丽钰
关心的，则是三星堆分布区域主要在哪
里？其延续时间有多长？

李水城根据现有的研究测算作答：
“三星堆文化最早的年代，应该距今
37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夏代的晚
期到商代的早期这个阶段。它的发展

一直到金沙阶段，相当于进入西周纪年
范围，距今3000年前后，这是三星堆文
化大致的发展跨度。”关于三星堆文化
分布的核心区域，他说，“应该在成都平
原这个区域。而今天学术界有一些不
同的看法。”

“教授您好，请问在古蜀文明发展过
程当中，三星堆与其他文化有一些交流，
但它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一些特色，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自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的梁智强问道。

李水城说起了蜀地出土的汉代说
唱俑。“非常有趣，非常有文化气息，在
其他地区见不到这样生动可爱的艺术
造型。”而关于三星堆丰富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他提出了个人看法，生活在天

府之国的人所占有的这个地区，给他们
提供了这些养分。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术与设计学院的
杜川提出的。“请问从人类迁徙和文化交
互的角度来看，三星堆文化在当时的世
界文化中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李水城高度赞扬三星堆的青铜铸造
技术，“至少在青铜时代，三星堆是独树
一帜的，在整个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
的。”而西亚、希腊、埃及等地的文化也各
有其特色，“这些特色是一个地域文明所
特有的。所以它是独树一帜的，是其他
地区所见不到的。这也是我们希望下一
步继续深入探索的一个内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 陈羽啸

10月18日，李水城教授现场解答青年传习志愿者杨丽钰的提问。

李水城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天府之国滋养了三星堆想象力、创造力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古蜀文明到底
从何而来，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作为

“名人大讲堂”之古蜀文明季的收官之讲，
10月18日，李水城教授以《人类迁徙与文
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为题，从古蜀文
明的出现谈起，通过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

的代表性器物，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考
古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对比分析，详细解
读古蜀文明是如何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向观众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讲
座不仅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捧，也吸引了众
多网友在线观看。《古蜀文明如何形成？

李水城教授解析发展脉络 | 名人大讲堂》
通过封面新闻APP、封面新闻微博、封面
新闻视频号，以及川观新闻APP、金沙遗
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平台播出，全
网总计149.34万人次观看。

据悉，名人大讲堂自2018年11月

举办首期讲座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1
场，先后邀请李敬泽、阿来、郦波、祝勇、
莫砺锋、周裕锴等全国多学科专家，围绕
20位四川历史名人及巴蜀特色文化开
讲，全网累计逾9560万人次观看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昔日学生坐高铁赶赴讲座现场

“他完全是一个世界考古学家的视野”

现场特写

超149万人次聆听李水城教授细说古蜀文明的形成
直播互动

李水城教授将赴川开展“古蜀文明
季”收官之讲的消息，不仅令西华大学
师生饱含期待，也吸引了一位特殊观
众——李教授十多年前的一位学生。
10月18日当天，这位学生乘坐高铁专
程赶到成都，与老师讲堂相会。

当天的名人大讲堂现场座无虚席，
气氛热烈，讲座结束后，部分观众向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了自己的
感触。

专程奔赴
昔日师生再续前缘

十余年前，李水城就曾在成都平原
展开调查勘探，而当年陪同他参与这项
调查的学生之一，便是如今的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书记罗汝鹏。
罗汝鹏告诉记者，之前从别人转发

的名人大讲堂预告新闻里得知了本次
讲座的消息，他便持续关注。近期他恰
好在四川，决定现场聆听李教授的讲
座，于是乘坐高铁于18日上午9点到达
成都。

再次走进老师的课堂，罗汝鹏仍旧
受益匪浅。“李老师今天的讲座有点出乎
我的意料，他完全就是一个世界考古学
家的视野，以三星堆为切入点，分享对整
个古蜀文明源流的认知。”罗汝鹏特别提
到，李水城教授不仅关注到了具体的世
界，还提供了方法论，对人们后续深入研
究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帮助。

谈及当年的师生缘，罗汝鹏直言：

“感情很深。”从本科到博士，罗汝鹏
都上过李老师的课程，并且由于考古
专业的特殊性，他们也经常会在一起
做科研。“前段时间李老师来浙江的时
候我们没有碰上，这一次我刚好在四
川，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赶来。”他
说。

受益匪浅
现场观众齐点赞

“巴蜀地区众多的古城遗址，它究竟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种文化是怎么来
的？跟中原、西北，甚至我们坊间的各类
传闻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李教授都给
我们作了一个非常权威、非常详细的讲
解。”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潘殊闲曾参加过往期名人大讲堂的对谈
环节，他认为，李水城教授的讲座呈现出
一种“学者”风格，并且从其学术研究的
角度出发，达到了中西贯通、古今贯通的
效果。

西华大学党务工作者周强表示，作
为四川人，听了李教授的讲座后，更加
拓宽了对古蜀文明的认识。“我们常说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李教授谈到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而
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一员，这次讲座有很
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

“李教授把人类历史的脉络讲得非
常清楚。”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金子睿说，听完受益匪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