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古 民
族众多、

曾建立古滇国
的西南边疆，在
西汉设置益州
郡、实行郡县制
后，是如何融入
中华文明“一
体”格局的？近
期 入 选“2024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
云南河泊所遗
址，为解答这个
问题提供了重
要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
址发掘揭开了
益州郡郡治的
面貌，出土了大
量两汉时期的
简牍、封泥和建
筑遗迹等。考古
学界认为，这些
重大发现见证
了西南边疆与
中原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对
研究秦汉之际
西南边疆治理
及国家化进程
具有突出价值。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

人文版 51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系
列
报
道

文
明
探
源

1

两
座
城
池
比
邻
而
居
上
演
﹃
双
城
记
﹄

2

大
量
简
牍
封
泥
见
证
汉
代
边
疆
治
理

蒋志龙介绍，河泊
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密集
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
工业区，出土了“滇国相
印”封泥和大量古滇文
化遗存，被认定为古滇
国都邑。河泊所遗址东
部发现了大型建筑遗
迹、宽达 12 米的道路、
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
迹，特别是去年发现了
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
墙，以及“益州”铭文瓦
当，证明这里就是 2000
多年前的益州郡郡治。

考古学界认为，河
泊所遗址的“双城记”，
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
时，没有对古滇国取而代
之，而是在它旁边建了一
座“新城”。这一做法既
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又
展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
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是
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容性的
生动体现。

河泊所遗址另一项令人
瞩目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汉
代简牍和封泥，堪称汉代边疆

治理的文献档案库。
“目前已发现简牍5万多

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
保守估计不少于10万字。”蒋
志龙说，这些简牍出土于多个
点位，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
推测为文书资料销毁场所。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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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发掘
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
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
绍，“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河泊
所遗址是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
郡治。两座城池比邻而居，上
演了一段‘双城记’。”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
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
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
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
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
约3平方公里。

记者近日探访河泊所遗
址，考古人员正在几个探方内
开展发掘和清理工作。这是一
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冲积
平原，古时候台地与河道交错
分布，确实是人类栖息和筑城
的理想之地。

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便
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考古
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
时，发现一枚金质“滇王之印”。

这个重要发现，揭开了尘
封 2000 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
纱，石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
滇国王族墓地。

《史记》中简要记载了古滇
国的情况，称“西南夷君长以什
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
什数，滇最大……”；后来汉武
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
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
长其民”。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
涛说：“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
但出土了数万件青铜器，留下
了丰富的‘无字天书’。”曾经创
造辉煌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
发展如何？古滇国的都邑到底
在哪？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
古学界。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有
助于揭开这些谜团。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
行清理发掘工作。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清理木简。

从空中俯瞰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官印封泥。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
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