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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堆遗址 自 ����

年发现以来
，
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调查
、

试掘
、

发掘

的研究
，
基本上弄清了该

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主要内

涵
。

特别是 �� 年代以来

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多次

大规模科学发掘
，

地层分

明
，

包含物丰富
，

为研究

蜀文化的时空关系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地

层依据
。

两个祭祀坑的发

掘
，
出土器物种类和数量

之多
，

在全国同类遗址的

发现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
，

是

商周考古学中一个举世瞩

目的重要收获
。

三星堆遗址的这些收

获
，

为我们研究蜀文化的

起源
，

发展及其演变
，

提

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

资料
。

本文拟根据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
，
通过与蜀文化分布区

域内的同期遗址以及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时

代相近
、

性质相类遗址的比较
，
就三星堆遗

址的性质作一研究
，

作为陈显丹同志 《 论广

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 一文①的补充
，
不足

或谬误之处
，

请各位方家斧正
。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约 �� 公

里
，

最早发现于 ���� 年
，

���� 年
，

前华西

大学博物馆曾作过试掘
，②����年，

省文管

会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③ ，
���� 年

，
四川大

学历史系学生又作了调查④
，

自 ����年始

至今
，
省文管会组织人员陆续对该遗址进行

了多次发掘
。

经半个多世纪的调查
、

发掘
，

基本上弄清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圈
。

该遗

址东面到何家院子
，

西面到实家院子
，
北面

到鸭子河
，
南面到三星堆

，
面积近 �平方公

里
。

鸭子河和马牧河分别从遗址加东北
、

西

南部流过
。

在遗址的东南和西北部还发现两

道残断城坦
。

西城坦残长约 ��� 米
，

东城坦

残长约 ���� 米
。

城垣残宽 �至 �� 余米
，

残

高 �至 �米
，
东西城坦间距约 ����米

。

从

发现的残断城坦和当地自然环境分析
，
三星

孙智彬

星遗堆址性质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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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遗址当为城址
，
该城属东西建城墙

，

南北

利用河流作天然屏障而成
。

城址面积约为�

�
�

�平方公里
。

川西地区商周时期的古遗址至今已有多

处发现
，
如

�
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⑤

，

成都

青羊宫遗址曲
，
成都羊子山遗址⑦

，

汉源背

后山
、

麻家山遗址⑧ ，

雅安沙溪坝遗址⑨ ，

成都十二桥遗址�等
，

其中面积以水观音最

大
，
遗址墓葬和居住共存

，

陶器和铜器同

出
，
但其总体范围也只三万平方米

，

仅相当

于三星堆遗址面积的六百分之一
。

整个长江中游的商周时期的遗址更有丰

富的出土
，

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相同者
，
当

首推湖北黄破盘龙城�
。

整个盘龙城遗址总

面积不过 �平方公里
，
只有三星堆遗址的 �

分之一 � 其城垣南北约 ��� 米
，

东西约 ���

米
，
面积约 �万余平方米

，

也只有三星堆城

址的 ��分之一
。

湖北黄破鲁台山两周遗址�是长江中游

时代早至西周前期
，

规模最大
，
出土遗物十

分丰富的古遗址
，

据王光镐老师论述
，

其性

质为
“

荆
”

的都市
，

但其遗址仅南北长 ����

米
，

东西宽约 ���米
，

面积一百二十五万九

千三百余平方米
，
即使加上与鲁台山隔摄水

相对文化内涵与鲁台山相同的椅子山遗址

�面积三万平方米�
，
两处合计也只有一百三

十余万平方米
，

还不到三星堆遗址的 ���
。

中原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更为丰

富
，
其性质与三星堆相同的有

�

�
、

郑州商城⑧
。
����年对郑州商城进

行钻探考察的结果
，

获知其夯土城垣周长

����米
，

其中东墙长约 ���� 米
，

南墙长约

����米
，
西墙长约 ����米

，�

北墙长约 ����

米
，
面积三百余万平方米

，

是三星堆城址的

�倍
。

郑州商城包括城外郊区的总面积约 ��

平方公里
，
约为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的 �倍

多
。

�
、

安阳殷墟⑧ 。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

都
，

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掘和考

古调查
，
其范围已经比较清楚了

，

估计约在

�� 平方公里以上
，

与郑州早商遗址的规模差

不多
，

也是三星堆遗址面积的 �倍
。

�
、

早周都城岐邑近年来被陆续揭露于

世
，
此地发现的有位于凤雏村西周的早周宫

室
，

还有召陈村西周中期偏后的大型宫室
。

既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
，
又查明了大量西

周中晚期的墓葬⑥
。

遗址总面积达一千五百

万平方米
，

与其相比
，
三星堆遗址面积只有

它总体范围的 �分之一
，

但就西周前其的遗

存而言
，
岐邑的范围还要小于上数

。

�
、

西周早期的燕国中心 已在北京西南

郊的琉璃河地区探明⑥
。

经考古工作者反复

查勘
，

可知其总体范围约为三百五十万平方

米
，

仅比三星堆遗址面积略大
。

上述比较可知
�
三星堆遗址规模之大

，

就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而言
，
在整个蜀文化

分布区域内乃至长江中游的同期遗址中都是

独一无二的
，
即使与同期中原地区的著名商

城一一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
，
以及早周都邑

岐邑相比
，

其总体范围虽然较上述为小
，

但

其城垣面积却相差不多
，

说
�

明了这是一处何

等重要的商周遗存
，

其城址已非一般城址可

比拟
，
反映出该遗址应是当时人们聚居的政

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
。

三星堆遗址不仅规模大
，
出土遗物丰

富
，
而且还发现有房屋基址

、

墓葬
、

祭祀坑

等多种遗迹
，
通过将它们与上述遗址同类遗

迹的比较对于我们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性质也

有较大的帮助
。

三星堆遗址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房基十八

座必
，

打破
、

登压关系比较复杂
，
后代扰乱

也较严重
，

但从柱洞和沟槽的排列
，

仍可看

出一些房荃的布局和大体结构
。

它们均为地

面木构建筑
，

平面绝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

形
，

仅两座为圆形
，
面积一般在 ��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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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之间
，
个别达 ��平方米⑧

。

与川西和

长江中游以及中原地区同类遗址相比
，

其面

积虽与它们的宫殿
�

类墓址的面积相去甚远
，

但却与中小型建筑不论是平面布局还是建筑

方法以及面积的大小都基本相同
。

从而可

知
，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不是该遗址

的宫殿基址
，
而应该是一般奴隶主贵族或是

贫民的房子
，
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基址应大于

上数
，
其大小应与城址的规模相适应

。

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中的特别值得注意

的还有 ����年 �月至 ，月发现的两个祭祀

坑
，
出土了近千件青铜

、

玉
、

石礼器等
，

这

类性质的遗迹
，

其出土器物种类
、

数量之

多
，
在全国皆属首次发现

。

通过对这两个祭

祀坑性质与出土器物的分析以及与其它地区

同类遗迹的比较研究
，

我们对在此进行祭祀

的主人身分和对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都将有

一个清楚的认识
。

关于三星堆遗址 �号祭祀坑的性质
，
已

有专门文章进行研究。
，

本文不再赞述
。

就

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
，

其它地区与之性质相

似的遗迹
，
以殷虚乙组基址中部的乙七汤八

妙基址和股墟王陇东区发现的一片大规模祭

祀坑吵以及在江苏丘湾发现的一处人祭遗存

晒最为典型
，
上述三处祭祀遗存的性质

，
已

有专门文章加以论述公
，

但是
，
不论是用于

祭祀的殷墟乙七
、
乙八宗庙遗址

，
还是晚商

帝王祭祀其祖先的殷虚王陵东区的重要祭坛

以及用于社祭的江苏铜山丘湾的人祭遗存
，

其祭品的种类与数量
，
与三星堆遗址 �

、
�

号祭祀坑相比
，
都相去甚远

。

虽然上述三处

祭祀遗存的性质与三星堆祭祀遗存的性质之

间存在不同之处
，
这样简单的类比

，

难免有

失偏颇
，

但即使是这样有失偏颇的比较
，
我

们都不难得出如下一个结论
�
三星堆祭祀遗

存的主人身分
，

在他的统治区域内与商帝国

在他的统治区域内的身分是相当的
，
他应该

是古蜀王朝的统治者之一
。

三星堆遗址 �
、
�号祭祀坑紧相毗邻

，

二者的年代也大体上次第相应
。

发现的十八

座房基也基本上集中一处
，
虽然与发现的四

座墓葬同在一地
，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迭压打

破关系
，
可知是时代差异所致

。

由于 目前工

作的局限
，
虽然对于城址的布局还不十分清

楚
，
但祭祀场所与居住基址分�于不同的位

�
，

体现出整个城址在区划上具有明显的整

体性
。

综上所述
，

无论从三星堆遗址的规模还

是从祭祀坑的性质和出土遗物所反映的主人

身分等级来看
，
三星堆遗性的性质

，
正如陈

显丹同志在 《 论广汉三星堆遗性的性质》 一

文中所述
，

是三千多年前蜀国的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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