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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三星堆博物馆，与众多
造型独特、神奇瑰丽的文物邂逅，
自然不能忽略其背后暗藏的属于
成都平原的璀璨青铜文化。三星
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
更以各类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闻名
于世。在这些青铜器背后，又有
哪些谜团等着考古人员破解？

4月28日，“天府文化访谈”第
二期开启，聚焦“三星堆—金沙的
青铜器文化”这一主题继续展开
对话。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
中心教授孙华、四川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三星堆遗址
工作站站长冉宏林漫谈以三星堆
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
解析其中蕴藏的历史根脉。

三星堆人借助动物“沟通天地”？
“天府文化访谈”第二期，专家解析三星堆- 金沙青铜器文化中的古蜀密语

矿料来源
长江中游的矿带是研究方向

2024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与玉石器
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
器“生产车间”。消息公布后，人们更加好
奇，三星堆的铸铜作坊何时能够现出“真
身”。冉宏林提到，考古人员已经带着这个
问题开展相应的考古工作。而此前在1963
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一些零星青铜器
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

在铸铜作坊之外，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料
来源，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孙华说，过去考虑
到当时交通能力、运输能力的条件，认为矿源
不会太远，往往想到在三星堆附近的山区去
寻找矿源。但近年通过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
段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认为可能会产生远距离
开展运输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和贸易路线
相关，三星堆的一些铜料也可以来自比较远
的地方。其中，长江中游的矿带是今后一个很
重要的研究方向，这还需开展进一步的论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刘可欣

“沟通天地”
三星堆青铜器频现动物形象

身躯粗壮的猪鼻龙形器，与今天常见的
龙形象大相径庭，更像是糅合了其他动物元
素的形象；造型优雅的青铜凤鸟，美丽得令
人震撼……凝望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
器物，不难发现，龙、蛇、鸟、虎等动物形象被
广泛运用，这让人不禁好奇，为何三星堆会
有如此多的动物形象青铜器出土。

“动物形象的确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特别
多。若按类别来讲，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相对写实的形象，一类则有更多
的想象、艺术夸张的元素蕴藏其中。”四川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表示，不光是青
铜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不少造型
写实的动物形象器物，虽然这在其他文化中
也经常出现，但更重要的是，三星堆遗址出
土的鸟、龙以及神兽形象的器物，应该在三
星堆的宗教祭祀的系统里发挥了重要功能。

黎海超举例说，譬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1号青铜神树上，鸟总是在神树的最顶端。
还有3号小神树上有人首鸟身的形象。“很显
然，鸟在中间可能发挥着类似于‘沟通天地’
等重要功能。”此外，三星堆中的神兽形象在
青铜神坛这一类的祭祀核心器物中经常出
现，出现的位置也比较固定，所以神兽在祭
祀之中应该也发挥了某种作用，但现在很难
明确到底是什么功能。

在黎海超看来，三星堆人借助动物的某
些特殊功能，实现在祭祀系统中“沟通天地”
的特殊目的，这可能是与三星堆独特的宗教
文化相适应的现象。

“五一”前夕，三星堆博物馆人
流如织，青铜人头像的展柜旁满是
拍照的游客，只需一眼，就带给人
们视觉上的无限震撼。28日的

“天府文化访谈”，首先谈到了三星
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特征。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
林说，三星堆遗址集中出土的青铜
器数量非常庞大，据不完全统计，
8个祭祀坑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青
铜器接近3000件。

这批青铜器所呈现出来的造
型、装饰方面的特征，在国内其他
青铜遗址中很少见。尤其是以本
地特征为主体的青铜人物、动物、
植物形象的青铜器，在国内其他区
域很少见。

“三星堆部分青铜器体量庞大，
高3.96米的青铜神树、跨坑拼对后
通高2.53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这些大体量的青铜器物，在国
内同时期也比较少见。”冉宏林说。

体量庞大 8个祭祀坑出土近3000件青铜器

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青铜凤鸟。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天府文化访谈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创新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精准拓客激发消费动能
夯实发展根基

在成都某电子信息企业的办公室
里，企业负责人正与交通银行四川省分
行的客户经理热烈讨论着新的合作方
案。这家企业作为四川六大优势产业中
的一员，正是分行精准拓客的重点对
象。近年来，分行围绕四川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食品轻纺、能源化工等六大优势
产业，以“中型客户”为腰部支撑，精准
发力。

在社保卡业务领域，该行同样展现
出强大的攻坚能力。面对全省仅 7 家辖
行有社保资质的困境，分行党委举全行
之力，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签署战略协议，启动眉山、达州等重点区
域社保卡发行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实
现社保资质的全部清零，为更多群众提
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分行相关负责人
坚定地表示。同时，代发业务通过“专
班 + 一把手工程”，一季度新拓客户同比
增长 54%，让金融服务更加贴近民生。

在消费领域，该行成为释放市场潜
力的“助推器”。零售信贷方面，实施

“房贷为主体，个经贷、消费贷齐发力”
战略，创新推出“天府市民云 + 交行服
务”数字生态。一位市民就是这一创新

服务的受益者，通过该平台快速办理了
消费贷款，用于家庭装修。“这个平台太
方便了，不用跑银行，在手机上就能完成
贷款申请，放款速度还快。”该市民对交
通银行的这一服务赞不绝口。此外，该
行紧抓“首店经济”与“以旧换新”政策
机遇，优化信用卡服务，消费交易份额稳
居当地银行前三，让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强化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释放发展活力

为推动金融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走深走实，强化跨区域协同能力，
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四川
省分行、重庆市分行建立了支持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柔性工作团队。柔性
工作团队是为了川渝两地分行携手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而组
建的跨区域、跨条线、跨专业的柔性组
织，具有响应速度快、工作方式灵活、工
作成效显著的特征。

这种柔性工作团队健全跨区域行际
间长效沟通协调机制，可以最大化地发
挥交银集团资源整合作用，助力成渝地
区重点项目落地，提升工作质效。同时
借助上述协同机制，双方签署战略协议，
累计为川渝共建的多个企业提供超 18
亿元授信支持。密切沟通推进川渝共建

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农牧、制药等产
业化项目的储备联合贷款项目授信额度
超 40 亿元。2024 年，两地分行开展行
级互访 11 次，联合举办“交行 - 汇丰”
成渝金融创新峰会，共同探索跨境金融
与产业链服务新模式。

不仅于此，该行紧抓五大文章暨服
务新质生产力持续加劲。在科技金融领
域，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以创新为驱动，
打造特色产品。针对科技创新企业，推
出“1 + 5”科技金融专业模式，上线“科
创数据贷”等线上化产品。某科技型企
业负责人感慨：“交通银行的这些产品，
就像一场及时雨，解决了我们的资金难
题，让我们能够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
步伐。”截至 2024 年末，该行两增贷款
余额增速 50.46%，为科技创新注入了金
融活水。在普惠金融方面，分行创新“酒
商贷”“饲料贷”等场景化产品，让小微企
业感受到了金融的温暖与力量。

聚焦重大项目服务国家战略
扛起发展担当

为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积极践行金融央
企使命，于2021年9月与四川省政府签
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十四五”期间将提供 8000 亿

元专项信贷支持，重点聚焦区域经济布局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重大基建项目
共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民生保障工程
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六大领域。

近年来，该行持续深化银政合作，先
后与南充、德阳、自贡等 11 个市州及省
级经信、科技、商务等职能部门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2024 年新拓展遂宁、绵阳两
个战略合作城市，构建起覆盖全省 21 个
市州、20 余个省级部门的立体化合作网
络，通过创新“总对总”“分对市”多层级
协同机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和四川“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注入强劲
金融动能。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
项目现场，总能看到交通银行四川省分
行金融服务的身影。2024 年，该行深度
融入双城建设，为成都 13 个重点项目授
信超100亿元，投放超40 亿元；相关项
目负责人表示：“交通银行的资金支持，
让我们的项目建设能够顺利推进，为成
渝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奠定了坚
实基础。”

站在时代新征程的潮头，交通银行
四川省分行锚定服务国家战略的星辰坐
标，执金融之笔勾勒发展宏图。以 "稳
大、强中、扩小" 为骨，架起客户培育的巍
峨大厦；借科技金融与普惠创新为翼，助
力产业腾飞九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浩瀚苍穹下，推动产业链协同如星
河交辉，跨境金融似丝路绵延，数字生态
若繁花竞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冉志敏

在国家战略指引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紧抓机遇，勇立潮头，以创新为
笔、以协同为墨，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书写着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截至 2025 年 3 月末，该行对公实质性贷款余额突破 1500 亿元。截至 2024 年末，该行对四川省发放实质性贷款突破
800 亿元，全行两增贷款余额突破 200 亿元…… 实实在在的数据，彰显着金融主力军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