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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的独特地理位置
是形成三星堆-金沙文化特质的原因之一

10月30日，2024中华文化天府论坛
在成都开幕。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三星堆-金沙
遗址的价值》为题进行了分享。霍巍认
为，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在川西高原独
具优势。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的发源
地均为青藏高原，而成都平原跟它们有
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

两条著名的文化传播带，即一条是由著
名的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提
出的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
段，另一条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羌彝
民族走廊，将中国东北、西北、西南连为
一体，围绕着中原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
强有力的外网。此外，成都还可以通过
西南的通道，成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出
海口。

在霍巍看来，成都平原既然拥有如
此显著的地理优势，三星堆、金沙遗址的
出现自是不足为奇的。同时，正是因为
其地理位置的特点，三星堆-金沙所代表
的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质：“一方面，与
中原文明有着紧密联系，一方面又有着
长江上游文明的重要特质。”

区别于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文明
宝墩-三星堆-金沙形成文化统一体

长江下游存在着著名的良渚遗址，长
江中游亦有著名的石家河遗址。这些遗
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中，都曾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学术
界不得不关注的，那就是这两个文明最后
都走向了衰落，并没有直接进入夏商周时
代。”与之截然不同的就是从宝墩文化到
三星堆文化，再到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
二桥文化，在长江上游形成了不间断、连
续性的文化统一体。

“三星堆与宝墩之间有很多文化因
素的连接，地层之间更有直接的叠压关
系。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我认为宝墩、
三星堆和金沙，从距今4000多年到3700
年再到3200年，到了西周和春秋，在长
江上游地区形成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
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一个不间断、连续发
展的体系。这点跟长江中游和下游是明
显有所区别的。”霍巍说。

而这种连续性，从祭祀背景等方面

可以体现出来。遗址遗迹显示，三星堆
与金沙的祭祀场景均会运用到大量的牙
和角，虽然在部分细节上有不同之处，但
是都具有焚烧、埋藏、沉入水中这三种上
古时期最基本的宗教祭祀对于器物的埋
葬方式。“这与殷商时代这个大的历史背
景是密切相关联的。”霍巍说。

对于这种紧密的关系，三星堆与金
沙出土的玉璋和金器提供了更多的考古
证据。代表着最高王权的金杖上刻有
鸟、鱼、箭的纹饰。虽然目前这一组符号
所揭示的意象，学界尚不能达成统一，但
是与这一组符号几乎相同的纹饰，又出

现在了金沙出土的金冠上，一定说明了
其意义深远，也说明了两个遗址之间的
关系非常密切。

改写世界上古青铜文明知识图谱
为世界文明比较互鉴提供最佳样本

“三星堆和金沙共同构建了中国青
铜时代乃至世界青铜时代的完整面貌。”
霍巍说。从青铜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
拥有唯一以青铜鼎代表社会政治权力、
表达礼仪制度和社会等级规范，同时又
融通了时代的艺术、宗教等社会资源分
配的青铜礼器制度，用以体现王朝统治
的正统性。而相比中原文明的“列鼎”制
度，三星堆出土的带有祭祀背景的面具、
神树等青铜器，则带有明显的自身文化
特色。

而三星堆的青铜器，则在遵从礼制
的基础上，又突破了传统中国青铜时代
的礼器制度，有所选择和创新，展现出人
神沟通、天地相通的神灵祭祀背景，揭示
出中国上古青铜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三星堆和金沙的贡献，在于改写了中国
乃至世界的上古青铜文明知识图谱。”霍
巍说，恰是因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
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才能反映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

“三星堆-金沙的特征和区域文明演
进的不同路径，对我们观察和认识长江
文明的特质，尤其是观察长江上游地区
文明如何进入到文明社会、如何像涓涓
细流一般汇入中华文明的滔滔江河，提
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霍巍补充介绍
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和金沙所
具有的祭祀背景和神权文化，弥补了商
周文化中所缺少的“神殿神坛仪式活动
的题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比较互鉴
提供了最佳样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近日，省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
合印发了《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0月30日，省政
府新闻办和省政府信息公开办联合举行省
政府政策吹风会，邀请省林草局、省林科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情况，解读《实施方
案》的主要内容和政策措施。

解读：“天府森林四库”怎么建设？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全国森
林资源大省，现有林地面积3.81亿亩，居
全国第一位，其中森林面积2.6亿亩，建
设“森林四库”优势突出、潜力巨大。

会上，省林草局总工程师张革成介
绍，《实施方案》提出着力建设长江黄河
上游“绿色天然水塔”、构建多元化森林
食物供给体系、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增强森林固碳增汇功能等四项
建设内容。《实施方案》明确，力争到
2030年，全省森林蓄水能力达到1000
亿立方米，进一步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
态屏障；“林粮”经营面积达到1亿亩，进
一步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油瓶子”

“果盘子”；林业综合产值达到1万亿元，
带动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超过6000元；碳
储量达到10亿吨，森林固碳增汇能力全
面提升，进一步促进森林碳汇功能价值
变现。

粮库：新增林粮经营面积115万亩

2023年12月，省政府印发了《建设
“天府森林粮库”实施方案》，着力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切实维护粮食安
全。“我们首次以竞争性立项方式遴选出
20个‘天府森林粮库’建设项目，指导各
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扎实推进‘天府
森林粮库’建设。”省林草局改革与产业
发展处副处长李大明介绍，截至目前，四
川新增林粮经营面积115万亩，总面积突
破8015万亩，产值达1600亿元，较“天府
森林粮库”建设启动前分别增长约9.6%、
28.8%、25.8%。

钱库：力争林业产业综合产值达万亿元

四川如何高水平打造“森林钱库”，
高效推进生态价值转化？目前已经形成

了哪些地方经验？李大明介绍了四川推
进“天府森林钱库”建设的四个方面——
促进森林物质产品更能“卖钱”、促进森
林文化资源更能“变钱”、促进森林保护
修复更能“换钱”、促进森林生态价值更
能“藏钱”。李大明表示，2023年全省林
草综合产值超过5200亿元，同比增加
10.4%。力争到2030年，四川建成万亿
元级“天府森林钱库”，全省林业产业综
合产值达到1万亿元，农民从林业上获得
人均年收入超过6000元，森林生态服务
价值达到2.4万亿元。

碳库：碳汇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在“天府森林碳库”建设方面，省林草
局生态保护修复处三级调研员陈思慧介
绍，在开展林草碳汇开发项目试点两年
来，四川开展不同层级、不同资源类型的
省级林草碳汇工作试点。“25个试点地区
（单位）实施固碳增汇示范工程165万亩，
打造大熊猫国家公园非煤矿山生态修复、
马尾松退化林修复等12个固碳增汇示范
样板基地，开发碳汇项目30个，试点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陈思慧介绍，同时要推动
“天府森林碳库”碳汇交易项目开发，打造
一批高质量林草碳汇项目。

水库：进一步提升全省水源涵养能力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重要的
水源涵养地，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
部分。陈思慧介绍，推进“天府森林水
库”建设，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林草固土保
水的优势作用，进一步提升全省水源涵
养能力。如何高质量建设“天府森林水
库”？她介绍，首先在目前全省基本实现
应绿尽绿的基础上，科学挖掘大江大河
源头、干流及主要支流等区域造林绿化
空间，有序开展造林种草。其次是聚焦
重点区域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功能退
化的状况，大力组织实施退化林、退化草
原和退化湿地等生态修复工程。最后要
围绕全省石漠化、沙化等水土保持困难
地区，大力组织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
防沙治沙工程，切实有效改善区域整体
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区域固土保水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苟春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

三星堆-金沙为世界文明比较互鉴提供最佳样本

开 栏 语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雪山发源，奔腾而下，流经万里，汇入东海。滚滚长江，绵延万里，造就
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长江孕育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江左文化等各具特
色的区域文明，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即日起，封面新闻联动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沿线各大主流媒体，推出“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系列专
题报道。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组成“长江文化观察团”，从长江源出发，一路前行。在
上下古今间，去记录长江文化千年流传的朝朝暮暮；在放眼未来中，去寻找那股携手共赢的汇聚洪流。

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森林资源丰富的四川怎么做？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对文明起源
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看
来，成都平原的独特地理位置，让三
星堆-金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
既与中原文明紧密相连，又有着长
江上游文明的重要特质。三星堆-
金沙对我们观察和认识长江文明，
尤其是观察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如何
进入到文明社会、汇入中华文明，提
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 刘可欣 摄

三星堆青铜罍。刘可欣 摄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
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