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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十年

许丹 阳

提 要 自 ２０ 世 纪 ８ ０ 年代 以 来 ，

三 星 堆 文化研 究 已 历 四 十 年 。 本文从 器 用 、 居 址 、

墓 葬 、
工 艺 与 信仰 五个方 面概述 了 三 星 堆文化 的基本特征 ， 并从年代 关 系 、 文化 分布 范 围 、

陶 器群演 变序 列 、 文化特征四 个方 面 综 述 了 三 星 堆 文化 的 来 源 和 去 向 。
三 星 堆 文化是在

宝 墩文化 的基础 上
，
广 泛吸收周 边地 区 文化 因 素 ， 并加 以 融合 、 改造 而 形 成 的 复合型 文化 。

它是西 南 地 区 青铜 文 明 发展 的 高聲 ，
也是 中 国 青铜 文 明 的 重要组成部 分 。

关键词 三星堆文化 文化特征 文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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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的六个器物坑 阶段性发掘成果公布 ， 新 出 土

一大批

包括金面具 、金鸟形饰 、青铜大面具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青铜方尊 、 玉琮 、 玉凿 、 丝绸痕迹等

在 内 的重要遗物 ， 大大丰富 了三星堆文化的 内涵 ， 引起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 。
①

① 本文所提及 的三星堆三至八号坑发掘新成果 ， 仅 限于 ２０２ 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至 ２ ３ 日 中 国 中 央 电视 台

新 闻频道现场直播所展示 的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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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文化研究 》 ２ ０ ２ １ 年夏之卷

三星堆文化是 以 四 川 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为典型遗址命名 的考古学文化 。
１ ９ ３ ４ 年 ，

原华西大学 的葛维汉 （
Ｄ ａＶ １ｄＣ ．Ｇｍｈａｍ

） 教授和林名 钧先生等人开启 了 三星堆遗址 的 首

次发掘 。
① 而后郑德坤先生在其专著 《 四 川 古代文化史 》 中设专章论述三星堆遗址 出 土

的遗物
，
并首次提 出 了

“

广汉文化
”

的命名 。
② １ ９ ５ ６ 年秋 ，

为配合宝成铁路和 川 陕公路 的

修扩建 ，
四 川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沿线 的三星堆遗址进行 了 考古调查 ，

？并指 出 它们是 四

川地 区相 当 于殷周 时期 的文化 。
１ ９５ ８ 年 ，

四 川大学历史系 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对三星堆遗

址进行调查 ， 初步 明 确其为 蜀文化遗址 。
④ 为进一 步 了 解遗址 的 内 涵 和堆积情况 ，

１ ９６ ３

年 四川 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 四 川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月 亮湾地点进行 了正式 的

发掘 ， 并将所获遗物命名 为月 亮湾文化 ，但发掘 资料迟迟未公布 ， 学界对其文化 内 涵不甚

清楚 。

随着苏秉琦先生
“

区 系类型 学说
”

的 提 出
，
四 川 省 文物考古研究 院 、 四 川 省 文物管

理委 员会 、 四 川 大学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自 １ ９ ８ ０ 年起在 因砖 厂取土破坏严重 的 三星堆

地点 连续 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 依据新 的 收获
，
发掘者将遗址定名 为

“

三 星 堆遗址
”

，
正

式提 出 了
“

三 星 堆文化
”

的命名 ，

⑤并得到 广泛认 同 。 自 上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 来 ， 随着 四 川

盆地青铜 时代考古发掘工作 的全面展开 ，
已 有不少学者从多个角 度对 三 星堆文化进行

研究
，
取得 了 丰硕 的成果 。 本文 主要从三 星堆文化 的基本特征 、 来 源及 去 向 等几个方

面做一简单梳理 。

－三星堆文化 的基本特征

三星堆文化 的基本特征 主要是依据对三 星堆遗址发掘材料 的认识而 明 晰起来 的 。

８ ０ 年代末期 ，

三星堆遗址发掘者将 １ ９ ８ ０ 至 １ ９ ８ １ 年在三星堆地点 ＨＩ 区 的发掘材料分为

三期 ，
并概括其文化特征 为 ： 主要 生产工具是小 型磨 制 石器 ，

以 斧 、 锛 、 凿 、 纺 轮数量最

多
；
陶器 以 夹砂褐 陶 为 主 ， 器型 主要是高柄豆 、 小平底罐 、 鸟 头 把勺 ， 纹饰绝大多数为 绳

纹
；
建筑遗迹均属地面木构建筑 。 同 时发掘 者指 出 ， 在 １ ９ ８ ２ 年三 星堆 Ｉ 区 又发现 了 晚

于 １ ９ ８ ０ １ ９ ８ １ 年三星堆 ＨＩ 区最 晚期 的堆积 。
⑥ 而后 陈显丹先生 综合 １ ９ ８ ０ １ ９ ８ ６ 年三

星堆遗址发掘材料 ， 对三 星 堆遗 址 的 分期 作 了 专 门 的讨论 ， 明 确 提 出 三 星堆 遗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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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名 钧 ： 《 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 》 ，

《说文月 刊 》第 ３ 卷第 ７ 期 ，

１ ９４ ３ 年 。

② 郑德坤 ： 《 四 川 古代文化史 》 ，
成都 ： 巴 蜀 书 社 ，

２ ０ ０４ 年 。 本书 于 １ ９４ ６ 年 由华西大学首次 出版 。

③ 王家祐 、江甸 潮 ： 《 四 川 新繁 、广汉古遗址调查记 》 ， 《 考 古通讯 》 １ ９ ５ ８ 年第 ８ 期 。 由 于缺 乏对遗

址整体 的把握 ， 当 时该文将遗址 的 南 、北 两部分分别命名 为
“

三 星堆遗址
”

和
“

横梁子遗址
”

。

④ 四 川 大学历史 系 考古学教研组 ： 《 广汉 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 》 ， 《 文物 》 １ ９ ６ １ 年第 １ １ 期 。

⑤ 四 川 省 文物管理委 员 会 、 四 川 省 博 物 馆 、 广 汉 县 文 化 馆 ： 《 广 汉 三 星 堆 遗 址 》 ， 《 考 古 学 报 》

１ ９ ８ ７ 年第 ２ 期 。

⑥ 四 川 省 文物管理委 员 会 、 四 川 省 博 物 馆 、 广 汉 县 文 化 馆 ： 《 广 汉 三 星 堆 遗 址 》 ， 《 考 古 学 报 》

１ ９ ８ ７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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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四 期说 。
① 孙华先生 依 据 三 星堆 陶 器 在发展演 变历程 中 各 期 之 间 变异 程度 的不

同 ， 将第二 、 三期合并为 一 期 ， 从而把 三 星 堆遗 址划 分为 三期 六段 ， 指 出 三 星 堆遗址这

三期 遗存 的文化 内 涵 既有 联 系 、 又有 相 当 大 的 差别 ， 实 际 上应 当 视 为 同
一文 化 系 统下

的 三种不 同 的考古学文化 ， 并首 次将之分别 归 属 为 边堆 山 文 化 、 三 星 堆 文化 和 十 二桥

文化 。
？ 这是 目 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 的 主要 观点 ，

此后学者 的

不 同 观点基本上 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 的命名 问题 ， 如关于遗址第
一

期 遗存所属 考古学

文化有边堆 山 文化 、 宝墩 文化 、 三 星 堆一 期 文 化等 ， 关于遗址第 四 期 有 属 十 二桥文化 、

三 星堆文化 、 三 星堆 四 期文化等意见 。

将三星堆文化从三星堆遗址 中分辨 出来 以 后
， 就可 以 进一 步认识三星堆文化 的发展

进程 了 ，
这方面 的工作 以 孙华先生 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

③ 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和位于重 庆

万州 区 中坝子遗址 的分期 ，
以此为主线 ， 串 联其他遗址 的材料 ， 孙华将三星堆文化总体发

展演变进程划分为 四期 ， 陶器特征表现为 ： 第一期 陶器 以夹砂 陶为主 （ 约 ７ ０％
 ） ， 但泥质 陶

数量还相 当多 ；
陶色 以 褐 色为主 ， 其次为橙黄色 ；

器表虽 以 素面为主 ， 但有纹饰 的 陶器还较

多 （
２ ０％

 ） ； 典型器类有侈 口 深腹盆 、 花边鼓腹瓮 、 浅平盘高柄豆 、 短颈长腹瓶等 。 第二期

泥质 陶 比例下 降 ， 夹砂 陶 比例更大 （ 近 ８ ０ ％
） ；
陶 色仍 以 褐 色为 主 ， 次为橙黄 陶 ； 素 面 陶器

比例有所增加 ， 有纹饰 的 陶器 比例下降 ；
新 出 现喇 叭 口 凸 肩壶 、深腹杯形盘高柄豆 、细长颈

瓶 、 凸 肩小平底壶等 。 第三期夹砂 陶进一步增多 （ 在 ８ ０ ％ 以上 ） ，
泥质 陶进一 步减少 ；

陶 色

仍 以褐 陶为主 ， 并有增多 的趋势 ；
陶器纹饰很少 ，

以 绳纹为 主
；
基本沿袭上期 的 陶器种类 ，

但前两期 的壁外卷 的平底盘似乎 已 经不见
， 大圈 足盘也很少发现 。 第 四期新 出 现 了 尖底

盏等尖底 陶器 ， 筒形器座也极具特色 ； 前
一

期 的袋足 鬵 、带檐鬲形器 、大圈 足盘等 已经几乎

不见 。 现在看来 ，
这个分期结果仍是大体无误 的 。

此外 ， 李伯谦 、
④陈德安 、

⑤王毅 、
⑥张擎 、江章华 、

⑦施劲松 、
⑧万娇⑨等先生也相继对

三星堆文化 的分布范 围 、 分期与年代 、 文化特征 、 来龙去脉等基本 问题作 了研究 。 而 １ ９ ８ ６

年发现 的一 、二号器物坑无疑是三星堆遗址最为重大的发现 ，

⑩引起众多学者从不 同 角 度

①陈 显丹 ： 《 广 汉三 星堆遗址 发掘 概 况 、 初 步 分期 兼论
“

早 蜀 文 化
”

的 特征及 其发 展 》 ， 《 南

方 民族考 古 》第 ２ 辑
，
成都 ： 四 川 科学技术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 年
，
第 ２ １ ３  ２ ３ １ 页 。

② 孙华 ： 《试论广汉三 星堆遗址 的 分期 》 ， 《 南 方 民族考古 》第 ５ 辑 ，
成 都 ： 四 川 科学 技 术 出 版 社 ，

１ ９ ９ ３ 年 。 后 收入 氏 著 《 四 川 盆地 的 青铜 时代 》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０ 年 ， 第 ４ ９ ６ ７ 页 。

③ 孙华 ： 《试论三星堆文化 》 ， 《 四川 盆地 的 青铜 时代 》 ， 第 １ ３ ８ １ ７ ８ 页 。

④ 李伯谦 ： 《对三星堆文化若干 问题 的认识 》 ，
北京大学考古系 编 ： 《 考古学研究 》 （ 三 ）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７ 年
，
第 ８４ 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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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解析 。
① 综合 已 有研究成果 ，

可 以 将三星 堆文化 的 基本特征 概括 为 以 下 五个

方面 。

（

一

） 器用

１ ． 陶器

三星堆文化 陶器分为生产工具 、生活用器两大类 。 生产工具有纺轮 、 网 坠等 ， 数量不

多 。 生活用器 的 陶质 以 夹砂 陶为主 ，
比例超过 ８ ０ ％

，
泥质 陶很少 ， 其 中夹砂褐 陶是最主要

的 陶系 ，
几乎 占 陶器总数 的一半 。 陶器大多为素面 ， 纹饰不发达 ，

所见种类 以 绳纹为主 ， 次

为 弦纹 、 网纹 、划纹 、篦纹等 ， 大多数纹饰都施于器物 的特定部位 。 器类总体以 小平底器和

高柄器为主 ， 包括小平底罐 、细高柄豆 、高柄豆形器 、瘦体壶 、朿颈瓶 、觚形杯 、袋足封 口 益 、

带檐鬲形器 、鸟头把勺 、 圈顶器盖等 。

２ ． 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种类繁多 ，
主要包括常见于 中原地 区 以及长江流域 的铜容器和 罕

见于 中原地区 的铜像设两大部分 。 铜容器有尊 、 疊 、 壶 、瓿 、 盘等类别 ，
以 尊和疊最为常见 。

铜尊不仅有独立 的个体 ，
还见于组合器 中 ， 根据孙华先生 的 复原研究 ，

二号坑 出 土 的
“

铜

神坛
”

实 际上是下面有兽和人两层座子 的 尊形器 ，

② 同 坑还 出 土
一件小 型顶尊跪坐 铜人

像 ， 与三号坑露头 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在造型上相似 ，
反映 了铜尊在三星堆铜容器 中 的 中

心礼器地位 。 相对于 中原系 青铜尊 ，

三星堆青铜尊整体显得瘦高 ， 尊 口 内 缘 比唇部低而形

成盘 口
， 颈部较直并往往施加三道 凸 弦纹 ， 肩 部 多立鸟 、 牛 首 、 羊首等繁缛 的装饰 ， 扉棱多

作卷云或立羽状 ，
圈 足均较高且壁面外鼓弧度较大 。 铜疊均身体瘦 高 ，

腹壁垂直
，
四个兽

首贴在肩 下腹壁上 。

三星堆文化 的铜像设是 中 国迄今发现 的种类最丰富 、体态最高大 、年代最悠久 的青铜

群像 ，
也是三星堆最具特色 、 最有代表性 、最引 人瞩 目 的

一群器物 。 孙华先生将一 、二号坑

出 土 的铜像设分为人物形象 （ 包括人形神像 ） 、 动物形象 （ 包括虚幻动物 ） 、 植物形象和组

合形象 四类 。
？ 人物形铜像在铜像设 中 比例最大 ， 既有全身 的立像和半身像 ，

也有 头像 、

面像 ，
还有大量眼睛和 眼珠 ；

动物形铜像数量也不少 ， 种类有龙 、 蛇 、鸟 、虎 的形象及兽面像

等 ；
植物形铜像见有大型神树 、小型神树和一些花朵 、树 叶等 ；

组合铜像则 以
“

铜 神坛
”

为

代表 。 在新 的发掘资料发表前 ，
这个分类结果还是具有相 当 合理性 的 。 被称为

“

三 星 堆

人
”

的铜人像 ， 头部造型都非常程式化 ，
三段式长脸 ， 阔 眉 巨 眼

， 宽扁 的 嘴 角 上翘 ， 略带神

秘 的微笑 ， 身躯瘦长 ，
双手粗 巨 ， 是三星堆最为核心 的器类 。

３ ． 金器

①代表性著作有 ： 孙华 ：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 的若干 问 题 》 ，
原 刊 《 四 川 文物 》 １ ９ ９ ３ 年第 ４

、
５ 期 ，

后

收入 《 四 川 盆地 的 青 铜 时 代 》 ， 第 １ ８ １  ２ ０ ２ 页
； 孙 华 ： 《 三 星堆 器 物 坑 文 物丛 考 》 ， 《 四 川 盆地 的 青 铜 时

代 》 ， 第 ２ ３ ９ 
２ ６ ２ 页

；
李先登 ： 《 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之再研究 》 ， 《 中 国历史博物馆馆 刊 》 １ ９ ９４ 年第 ２ 期

；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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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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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半坡博物馆 、三 星堆博物馆 编 ： 《 史

前研究 》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６ 年 ， 第 ３ ８ ４ ３ ９ ７ 页
；
孙华 ： 《 三 星堆器物坑 的埋藏 问 题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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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 的金器主要见于一 、 二号器物 坑 ， 共发现 ６５ 件 （ 片 ） ， 包括金杖皮 、 金 面

罩 、金箱饰等 。 金杖皮 由 纯金皮包卷而成 ，
上饰人头 和鱼 、 鸟 图案 。 金面罩与铜头像面部

特征一致 ，
可能本身就是贴附在铜头像上 的 。 金箱饰数量较多 ， 种类丰 富 ，

见有 四叉形器 、

璋形饰 、鱼形饰 、 圆形饰 、带状饰等 ， 多为其他器物 的构件或装饰 。 此外 ， 最近新 闻 报道 中

提到五号坑 出 土有金面具 、鸟形金箱饰 、 圆形金箱饰等金器 ， 其 中金面具为 三星堆首次发

现
， 造型特征与 已 知 的铜面具大体一致 。

４ ． 玉石器

三星堆文化 的玉石器种类有礼器 、工具 、 饰件三大类 。 礼器主要有璋 、 圭 （ 戈 ） 、璧 、 琮

四类 。 玉石圭数量较多 ， 形态多样 ，
既有 中原地 区 常见 的尖锋圭 ，

也有其他地 区少见 的歧

锋圭 、障形圭 。 玉石障造型也很丰富 ，
见有平刃障 、 斜刃 障 、 凹 刃障 。 从器物坑 出 土 的捧障

小铜人像来看 ， 璋在三星堆文化 中相 当重要 。 玉石璧 中 的有领璧较有特色 ， 琮则很少见 。

玉石工具一般为通体磨光 的小型石器 ，
以斧 、锛 、 凿为代表 ，

此外还有斤 、 刀 、 锥 、 矛和纺轮 。

其 中
一些制作精美 的斧 、凿 、斤等玉器 ， 未见 明 显 的使用痕迹 ，

可 能并非实用工具 ，
而是具

有礼仪性质 的礼器 。 玉石饰件主要是玉石珠 。

（
二

） 居址

三星堆文化 的城址 目 前仅发现三 星 堆古城一个 。 三星 堆城址 由 大城 、 月 亮 湾 小 城

（ 西北小城 ） 、 西南小城 、仓包包小城 （ 东北小城 ） 构成 。
① 城址北依 鸭子河 ， 南跨马 牧河 ，

被河流分割为南 、 北两 区 ， 大城东 、 西 、南三面城墙迄今还大都保 留 在地表 。 城墙
“

墙体 由

主城墙 （ 即墙心 主体部分 ） 和 内 侧墙 、外侧墙三部分组成 。 主城墙呈梯 形 ， 采 用平夯法夯

筑 ，
两腰经铲削修整 ， 并用 圆木棒横 向拍打 ， 表面十分平整 、光滑 、 坚硬 … …

内 、外侧城墙多

数呈倾斜状斜行夯层 ， 有 的地方可 以看到分块版筑 的情况 ；
有些夯层 为堆土垒筑 ， 夯筑方

法显得较为随意
”

。
②

三星堆文化 的房址有两类 。

一是三星堆城址西北青关山地点 的大型建筑 。
③ 在现存

面积约 ８ ００ ０ 平方米 的第二级 台地上发现 ３ 座基址 。 其 中 Ｆ １ 为长方形 的红烧土基址 ，
西

北 东南 向 ， 残长 ６４ ．６
、残宽 １ ５ ．７ 米 ， 杜金鹏先生将之复原 为

一座上下两层 的楼 阁 式建

筑物 。
④ 二是普通居住房屋 ， 有方形 、 长方形和 圆 形三种形式 。

⑤ 长方形 的多 为带基槽 的

木骨泥墙房址 ， 通常是先在地面开挖墙体基槽 ， 其 内 树立木柱 ， 间 以 小木棍或竹棍作 为墙

骨 ， 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 。 圆形房址一般不挖沟槽 ， 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 立木搭建 ，

应是一种干栏式建筑 。

（
三

） 墓葬

目 前所知 的三星堆文化墓葬很少 。
１ ９ ８ ０ １ ９ ８ １ 年在三星堆城址 内 发掘 ４ 座墓 葬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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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 科 学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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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德安 ： 《 三星堆遗址 的 发现 与研究 》 ， 《 中华文化论坛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２ 期 。

③ 四 川 省 文物考古研究 院 ： 《 四川 广汉市 三 星堆遗址 青关 山
一号建筑基址 的 发 掘 》 ， 《 四 川 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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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向 ，
无葬具和 随葬 品 。

① 成都平原上其它遗址被认为 属 于 三 星 堆文化 的 零散墓 葬 有

２０ １ ０ 年在新都朱王村发掘 的 ４ 座墓 ，

② ２０ ０ ８ 年在郫县广福村发掘 的 ５ 座 墓③等 。 此外 ，

重庆万州 区 中 坝 子遗 址 １ ９９ ７ １ ９ ９９ 年发掘 的 墓 葬 中 也有 ２ 座 属 于 三 星 堆文 化 。
④ 而

１ ９６ ３ 年在月 亮湾地点发掘 的 ６ 座墓 葬⑤和 １ ９９ ８ 年在仁胜村发掘 的 ２９ 座墓 葬 ，

？现在看

来都不属 于三星堆文化 。 总体而言 ，
已 发现 的 三星堆文化墓葬均 为小 型长方形竖穴 土坑

墓
，
墓穴较浅 ，

死者均仰身直肢 ， 随葬品数量较少 。 就 目 前 的发现情况来看 ，
还不足 以全面

把握三星堆文化 的葬俗 。

（ 四 ）
工艺

铜器制作工艺方面 ，

三星堆文化 的铜器含铅相 当普遍且含量普遍偏高 、 含锡较少且含

量很低 。
？ 从 同一类器物铜 、锡 、 铅 的 比例不一 ， 彼此变化幅度很大的现象来看 ，

三星堆文

化青铜器在冶铸原料配方上 的 随意性还相 当大 ， 铜料配方技术 比 中原商文化铜器显得落

后 。 铜器 的制造主要采用 陶范法 ， 其制模 、翻范 、 做芯 、合范 、浇铸 、打磨等技术与商文化大

体相 同 。 大件铜器如带座立人像先分段预制 ， 然后再铸接成型 。 金器制作工艺方面 ，

三星

堆金器 已 经 比较成熟地采用捶牒 、錾刻 、 抛光 、 剪切 、 镶嵌等工艺 。 石器制 作工艺方面 ，

三

星堆石器主要采用打 、 磨 、钻三种工艺 。
⑧

（ 五 ） 信仰

三星堆器物坑 出 土 的正是最能反映 当 时社会生活 习 俗和思想信仰 的一批具有特殊性

的遗物 。 整体来说 ，

三星堆文化充满 了浓厚 的巫术与原始宗教色彩 ， 形成 了 以
“

太 阳 神

鸟 神人 神树
”

为核心 的太 阳崇拜 、 祖先崇拜体系 。 造 型奇异 的
“

太 阳 形器
”

被认为是

太 阳崇拜最直接 的物证 ，
而青铜神树上 的立鸟 也可 以 与 中 国远古神话 中代表太 阳 的

“

金

乌
”

联系起来 。 凸 目 尖耳 的青铜大面具被认为是古蜀 国 的祖先神 蚕丛 的形象 ，
金杖上所

表现 的鱼鸟 图案被认为是古蜀鱼凫 氏族 的
“

图 腾
”

， 是祖先崇拜 的物证 。 青铜大立人像可

能是 当 时大巫师 的形象 ， 青铜跪坐顶尊人像 、刻有跪拜人祭 山 图 案 的玉璋 、 象征扶桑和若

木 的青铜神树 ， 都生动反映 了在 当 时社会生 活 中 占 有重要地位 的祭祀场景 ，
而青铜尊 、 疊

等铜礼器和玉璋 、 玉圭等玉礼器则在祭祀活动 中扮演 了 重要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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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星堆文化 的来源

三星堆文化 的来源 问题 ，
主要集 中在它与宝墩文化 的关系 上 。 宝墩文化是新石器 时

代末期一支 以成都平原 为 中 心 分布 区 的 考古学文化 ，
主要 遗址包括广汉 三星 堆 （ 第 一

期 ） 、绵 阳边堆 山 、 新津宝墩 、都江堰芒城 、郫都古城 、 温江鱼凫村 、崇州 双河 、崇 州 紫竹 、 大

邑 盐店古城 、大 邑 高 山古城等 。

江章华等先生将宝墩文化分为 四 期 ，

① 陶器特征 为 ： 第一期 泥质 陶 多于夹砂 陶 ，
泥质

陶 以灰 白 、灰黄 陶为主 ， 夹砂 陶 以灰 陶为主 ，
泥质 陶纹饰多 为戳 印纹 、划纹 ， 夹砂 陶几乎都

有绳纹
，
主要器类为绳纹花边 口 罐 、 敞 口 圈 足尊 、 盘 口 圈 足尊 、 喇 叭 口 高领罐和宽沿平底尊

等 。 第二期泥质 陶数量下降 ， 但仍多于夹砂 陶 ，
泥质 陶 以灰黄 陶为主 ， 夹砂陶褐 陶增加 ， 素

面增多 ，
泥质 陶纹饰主要为划纹 ， 夹砂 陶纹饰仍为绳纹 ， 器类与第

一

期相似 ， 新 出 现深腹平

底罐 。 第三期 泥质 陶数量进一 步下 降 ， 但仍多 于夹砂 陶 ，
泥质 陶 以橙衣灰 陶 和黑衣 陶 为

主
，
夹砂 陶褐 陶增加 ，

泥质 陶纹饰主要为平行线纹 ，
夹砂 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和平行线纹 ，

器

类与第二期相似 ， 新 出 现窄沿罐 、 曲 沿罐和 窄沿盆等 。 第 四 期夹砂 陶 多 于泥质 陶 ，
泥质 陶

以 灰 陶 、灰黄 陶 、 黑皮 陶为主 ， 夹砂陶 以夹砂褐 陶 为 主 ， 纹饰 比例下 降 ，
泥质 陶绝大多数为

素面 ，
夹砂 陶 以 绳纹为主

，
绳纹花边 口 罐 、 敞 口 圈足尊 、 盘 口 圈足尊 、 喇 叭 口 高领罐 、 宽沿平

底尊 、 壶很难见到 ，新 出 现矮领 圆肩罐 、 敛 口 瓮 、 敛 口 罐 、 折腹钵等 。

宝墩文化第 四期 与前三期相 比
，
陶器面貌发生 了 较大变化 ， 如夹砂 陶 多 于泥质 陶 ， 纹

饰不发达 ， 前三期遗存 中 常见 的镂空 圈 足器 、 喇 叭 口 高领罐等很少见到 ，
而开始 出 现常见

于三星堆文化 的敛 口 瓮 、绳纹小平底罐 、绳纹深腹罐 、绳纹侈 口 罐 、绳纹釜形罐 、 瓦 棱纹器

盖 、高柄豆等 。 因此有学者将它 划分为 一个独 立 的考古学文化 ， 称之为
“

鱼凫村文化
”

②

或
“

三星堆二期 鱼凫村文化
”

③
。

宝墩文化 的基本特征可 以 概括 为 以 下 五点 内 容 ：

④
（

１
） 聚落方面 ， 遗址分布密集 ， 有

多座大型城址 ， 城址选址
一般与 台地 、河流 的走 向 平行 ， 平面主要呈长方形 、 方形和不规则

多边形 ， 城墙多采用斜坡堆筑法 ， 有 的城墙为双层城垣 ， 城垣 附近多见城壕 。 （
２

） 房址方

面 ， 多为竹 （ 木 ） 骨泥墙建筑 ， 兼有少 量干栏式建筑 ， 并 出 现可能具有礼仪性质 的大型房

址 。 （
３

） 墓葬方面 ， 多为长方形竖穴 土坑墓 ， 葬式绝大多数为 仰 身直肢葬 ， 均无葬具和 随

葬 品 。 （
４

） 出 土 陶器方面 ，
以 夹砂褐 陶 和 泥质灰 陶 为 主 ， 制法主要 为手制 加慢 轮修整 ， 纹

饰 以绳纹居多 ， 器类 以平底器和 圈足器为主 ， 不见三足器和 圜底器 ， 常见绳纹花边 口 罐 、 敞

口 圈足尊 、 盘 口 圈 足尊 、 喇 叭 口 高领罐 、 壶 、 宽沿平底尊 、 宽沿盆 。 （
５

） 出 土石器方面 ，
以磨

制石器为主 ， 大多通体磨光 ， 偏小 型 化 ，
以 斧 、 锛 、 凿 为 最多 ，

另 有 少 量 的 刀 、 铲 、 镞 、 矛等

器物 。

①江章华 、王毅 、 张 擎 ： 《 成 都 平 原 早期 城 址及 其考 古 学 文 化 初 论 》 ， 《 成 都 考 古研究 》 （

一

） ， 第

６ ３ ８ ７页 。

② 李 明斌 ： 《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 三期文化遗存 的性质 》 ， 《 华夏考古 》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③ 雷雨 ： 《 浅析三星堆遗址
“

新二期
”

文化遗存 兼谈
“

鱼凫村文化
”

》 ， 《 四 川 文 物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１

期 。

④ 罗 二虎 、李 映福主编 ： 《 中 国 西南 考 古 新石器 时 代 至西 汉 》 ，
北 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２ ０ 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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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以上叙述 ，
可 以把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 的渊源关系 归纳为 四个方面 。

第一 ， 从年代关系来看 ，
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上下衔接 。 根据各遗址 已 有测年数据

和周边遗址遗存分析 ，
宝墩文化 的绝对年代可 能为距今 ４ ５ ０ ０ ３ ７ ００ 年 。

① 三星堆文化 的

年代大致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至殷墟第二期 ，
即绝对年代在距今 ３ ７ ０ ０ ３ ２ ００ 年左右 。 这

在地层学上也能得到证 明 ， 在鱼凫村遗址 、 三 星堆遗址 中 ， 都发现三星堆文化堆积叠压在

宝墩文化堆积之上 。

第二 ， 从文化分布范 围来看 ，
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大体一致 。 宝墩文化主要分布在

成都平原 ，

三星堆文化 的 中心地域也在成都平原 。 但随着文化 的发展 ，

三星堆文化 的分布

范 围要 比宝墩文化有所扩大 ， 尤其是在盆东峡江地 区 ，
原 中坝文化 的分布 区在这一时期被

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所 占据 。
？

第三 ， 从宝墩文化到 三星堆文化 ， 陶器面貌呈现 出
一个渐变 的趋势 ，

宝墩文化 的典型

因 素 日 趋消失
，

三星堆文化 的典型 因 素逐渐孕育 、形成和发展 。 从宝墩文化第一期 开始 ，

陶器 中 的泥质 陶逐渐减少 ， 夹砂 陶逐渐 曾 多 ；
泥质灰 白 陶减 少 ， 灰黄 陶 增 多 ；

夹砂灰 陶 减

少
， 褐 陶增多 ；

纹饰逐渐减少 ， 素面陶 比例增加 ； 典型器绳纹花边 口 罐 、 敞 口 圈 足尊 、 盘 口 圈

足尊 、 喇 叭 口 高领罐 、 宽沿平底尊等逐渐减少 。 至宝墩文化第 四期 （ 即鱼凫村文化 时期 ） ，

夹砂 陶 比例超过泥质 陶 ，
上述典型器类基本消 失 ，

新 出 现小平底罐 、 敛 口 瓮 、 敛 口 罐 、 折腹

钵等三星堆文化 的典型 因 素 。 至三星堆文化第一期 ， 夹砂 陶 比例继续增大 ， 器类除 了沿袭

宝墩文化第 四期 ， 新 出 现侈 口 深腹盆 、花边鼓腹瓮 、浅平盘高柄豆 、短颈长腹瓶等 。 至三星

堆文化第二期 ，

三星堆文化 的典型 因 素 除 了觚形杯外全都 出 现 了 。

第 四
，
宝墩文化 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星堆文化 中长期延续 。 房屋建筑方面 ，

三星堆城

墙延续宝墩文化城墙 的斜坡堆筑法 ， 有多层城垣 ， 城垣附近有城壕 ， 城 内 有大型红烧土建

筑 ； 房址多为基槽式竹 （ 木 ） 骨泥墙建筑 ， 兼有少量干栏式建筑 。 生产工具方面 ，

三星堆文

化 同宝墩文化一样偏重于斧 、锛 、凿等石器 ，
且具有小型化特点 。 生活用器方面 ，

三星堆文

化 中 的典型 陶器小平底 罐 、 深腹罐 、 小 圈 钮器盖 、 镂孔 圈 足豆等均 能在宝墩文化 中 找 到

原型 。

因此
， 说三星堆文化 的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 ，

应该是没有什么 问题的 。 不过显然可 以

看到 ，

三星堆文化 的面貌与宝墩文化还存在较大差异 ， 尤其是三星堆文化具有代表性 的青

铜造像群 、 玉石礼器群 、 金器制作工艺不见于宝墩文化 。 除 了期 间 的文化缺环 尚 待弥补之

外
， 例如所谓

“

鱼凫村文化
”

的年代 、 分期 、 文化分布 范 围 、 基本特征 、 与周 边文化 的关系 等

基本 问题还 尚 不十分清楚 ，
这样 的文化面貌差异还在于三星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 ，

吸收 、借鉴 、融合 了周边地区文化 因 素 。

在三星堆文化形成过程 中 ， 影 响最大的外来文化 因 素来 自 于 中原地 区 的二里头文化 。

三星堆文化 出 土 的青铜牌饰 、铜铃 、玉牙璋 、 陶袋足益 、 陶觚形杯 、 陶高柄豆等 ，
在二里头文

化 中都有类似 的器物 ，
且最早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

③ 三星堆文化崛起 的 时候 ，
正值

①江章华 、王毅 、 张 擎 ： 《 成 都 平 原 早期 城 址及 其考 古 学 文 化 初 论 》 ， 《 成 都 考 古研究 》 （

一

） ， 第

６ ３ ８ ７页 。

② 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市水利 局 编 ： 《 忠县 中坝 》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２ ０ 年 ， 第 ９ ３ 页 。

③ 孙华 ： 《试论三星堆文化 》 ， 《 四川 盆地 的 青铜 时代 》 ，
第 １ 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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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 的尾声 。 两者相 同 的文化 因 素在二里头文化 中 出 现更早 ，

三星堆文化 明 显是

吸收 、 接纳 了二里头文化 的 因 素 ， 尤其是青铜器和玉器 ， 造型 复杂 、 技术要求高 ， 同类器物

很难在不 同地 区独立产生 。 三星堆文化发现 的玉圭 、 玉戚 、 玉璧 、铜尊 、铜疊 、 铜瓿 、 铜盘 、

铜
“

将军盔
”

（ 熔铜 的坩埚 ） 等器物 ，
也与 中原地 区二里 同文化至殷墟早期 的商文化有很大

相似性 ，
可 以看 出 后者对前者 的影 响 。

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之 间 的广泛联 系 ， 很可 能是通过长江 中游传递 的 。 三星堆器

物坑 出 土 的青铜容器 ，
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上看 ， 都 与长江 中 下游青 铜器风格更 为接

近 。

一号坑 出 土 的龙虎尊与 １ ９５ ７ 年在安徽阜南 月 儿河捞起 的龙虎尊相似 ，

三星堆龙虎尊

铸造得更为粗糙 ，

一般认为是模仿安徽龙虎尊 同类器物所作 。
① 在湖北江陵八姑 台 、 四 川

巫 山大 昌 、湖南华容 、湖北枣 阳新店等地均发现有与三星堆器物坑 出 土 的风格特征十分相

近 的铜尊 ，
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 阳则 出 土有与 三星堆器物坑 出 土 的风格一致 的铜疊 。 此

外 ，

三星堆文化 的部分陶器 、人 （ 神 ） 面 图 案 、 城址规划设计理念和墙体建筑技术等 ，
也受

到来 自 长江 中游 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 的影 响 。

三 三星堆文化 的去 向

关于三星堆文化 的发展去 向 问题 ， 学者们 的讨论集 中 在它 与 十二桥文化 的关 系 上 。

１ ９ ８ ５ 年 ， 成都十二桥街新
一村在基建施工 中挖 出 陶 片 和木构件等遗物 ， 成都市博物馆考

古 队随 即对该遗址进行 了 抢救性发掘 。
② １ ９９ ３ 年 ， 孙 华 先生在讨论三 星 堆遗址 的 分期

时 ， 将广泛分布于成都市 区故郫江两岸 、 以 十二桥遗址为代表 的这类遗存命名 为
“

十二桥

文化
”

， 年代从殷墟第三期至春秋前期 ，

？并最早将十二桥文化分为 三期 六段 ，

④而后江章

华先生等则分为两期 四段 。
⑤ 目 前关于十二桥文化 的年代 与分期 问题 ， 焦点 在于金沙遗

址郎家村地点文化遗存 的年代和考古学文化归属 ，
即 到底是应该归人三星堆文化 ，

？还是

应该归人十二桥文化 。
？

尽管还有不 同意见 ， 但学术界对十二桥文化 的分布范 围 、 文化特征 已 经取得 了基本 的

①江章华 ： 《 三星堆 系青铜容器产地 问 题 》 ， 《 四 川 文物 》 ２ ０ ０ ６ 年第 ６ 期 。

② 四 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 、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所 ： 《 成都十二 桥 》 ，
北京 ： 文物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９ 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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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 文

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１ ２ ３ １ ４４ 页 。

⑤ 江章华 、王毅 、 张擎 ： 《 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 ， 《 考古学报 》 ２ ０ ０ ２ 年第 １ 期 。

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 《 成都市金沙遗址 郎 家 村
“

精 品 房
”

地点 发 掘 简 报 》 ，
成都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编 ： 《 成都考古发 现 （
２ ０ ０ ４

） 》 ，
北 京 ： 科学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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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 十二桥文化 已 经发掘 的遗址有十二桥 、金沙 、 抚琴小 区 、方池街 、指挥街 、岷 山饭店 、

羊子 山 土 台下堆积 、新都水观音 、彭州竹瓦街窖藏等 ，
文化遗存分布 于从 四 川 盆地到 渝东

峡江地 区 的弧形条状地带 ，
中 心 区域在成都平原 ，

北界至汉 中盆地和关 中平原西部 的宝鸡

地 区
， 东至湖北宜 昌

一带 。
①

十二桥文化 尚未发现城址 ， 房址主要为带基槽 的木骨泥墙式建筑 ， 有大型房址 、 也有

中小型房址 ，
以 十二桥遗址发现 的干栏式建筑最为重要 。

② 墓葬均 为 中 小型 ，
以 西北 东

南 向 为主 ， 多为仰身直肢葬 ， 有 少量二次葬 ， 极少见葬具 ， 随葬 品不 多 。 陶器 以 夹砂 陶 为

主
， 素面 占绝大多数 ， 纹饰 以 绳纹为主 ， 器形有高柄豆 、小平底罐 、 尖底杯 、尖底罐 、 尖底盏 、

壶 、瓶 、 盆 、高领罐 、波浪花边 口罐 、绳纹罐等 。 石质工具 以磨制 的小 型 斧 、锛 、 凿和不知 用

途 的盘状器为主 。 另 有数量较多 的青铜器 、金器 、 玉石器 、 象牙 、 骨牙器 、 漆器 、 卜 甲 等 ，
主

要 出 土于金沙遗址 的
“

梅 苑
”

地点 ，

？被认为 与祭祀活 动有关 ， 是十二桥文化最具代表性

的遗物 。 青铜器有人像 、 人头像 、 面具 、 眼形器 、动物形器 、戈形器 、璧形器 、方孔器 、锥形器

等 。 金器有面具 、条形饰 、鱼形饰 、蛙形饰 、 圆形饰等 。 玉器有圭 、剑 、 钺 、 矛 、 刀 、 斧 、 凿 、锛 、

磨石 、璋 、 琮 、璧形器等 。 石器有矛 、圭 、璧形器 ，
还有很多人像 、动物造型 的器物 。

通过 以上叙述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 的渊源关系 ，
至少表现在 以 下 四个方面 。

第一 ，
从年代关系来看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上下衔接 。 尽管学界对介于二者之

间 的
“

过渡期遗存
”

还有不 同 意见 ， 但主要 限于文化归 属 的分歧 ，
无论归人三 星堆文化还

是十二桥文化 ， 它 们从年代关 系 上都是前 后 衔接 的 。 这 在地层 学 上也 能得 到 证 明 ， 在

１ ９ ８ ４ 年发掘 的三星堆遗址西泉坎地点 中 ， 第 ３ 层 为 三星堆文化三期堆积 ， 第 ２ 层 为 十二

桥文化一期堆积 。
④

第二 ， 从文化分布范 围来看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大体一致 ， 均分布于 四川 盆地 ，

并 以盆地西部 的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 区 。 但十二桥文化遗存在北至汉 中盆地和关 中平原

西部 的宝鸡地 区都有发现 ， 大大突破 了 三星堆文化分布 的北界 ， 表 明这一 时期文化 的发展

和扩张 。

第三 ， 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 ， 陶器面貌呈现 出
一个渐变 的趋势 。 在三星堆文化

四期 ，

三星堆文化 的典型 因 素正在 日 趋消失 ， 如 夹砂褐 陶 的数量减少 ， 夹砂灰 陶 的数量增

多 ，
泥质 陶 的 比例有所 回 升

；

一些器物 ， 如敛 口 深腹罐 、 敞 口 深腹罐 、 喇 叭 口 罐 、 圈 足盘 、平

底盘等基本绝迹 ；
同 时新 出 现有假腹豆等 。 而在十二桥文化早期 ，

还残 留 有许多三星堆文

化 因 素 ， 如小平底罐 、高柄豆 、壶 、瓶 、 益等都是三星堆文化 的典型器物 。

第 四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之 间存在许多相 同或相近 的文化 因 素 ，

三星堆文化 的

一些基本特征在十二桥文化 中长期延续 ，
列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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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三 星 堆 文化 与 十 二 桥文 化相 同 文化 因 素 列 表

类别 相 同文化 因 素及文化特征

礼仪用 品

铜器 均见有铜人像 、瑗 、 有领璧 、璋 ，
且造 型 、纹饰具有传承性 ；

均兼用铸造 和捶打工艺 。

金器
均见有金面具 、条形 饰 、鱼形 饰 、 圆形饰

；
见 有 相 似 的 羽 箭 鸟 纹

；
均 有捶 打 、 錾刻 、 彩

绘工艺 。

玉器
均见有玉 圭 、璋 、琮 、 有领璧 、璧形 器 、 剑 、 矛 、 刀 、斧 、锛 、 凹 刃 凿等 ，

且造 型 大 多 具有

传承性 。

象牙 均 出 土较 多象牙 ，
多 见整根象牙集 中埋藏 的 情况 。

生产工具 石器 以斧 、锛 、凿为 主
，
具有小 型 化特点 。

生活器具
陶器均 以 夹砂 陶 为 主 ， 素 面 陶 占绝大多数 ， 纹饰 以 绳纹 为 主

；
有 同类器形 如 小 平底

罐 、 鸟 头把勺 、高柄豆 、豆形器 、尖底盏 、尖底杯等 。

建筑形 制 房址 多为带基槽 的木骨泥墙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 。

生业方式 稻作农业为 主 ，
渔猎经济 占有较大 比重 。

社会模式 神权 与王权并存
，
神权 占有 相 当 影 响力 。

宗教信仰 盛行祖先崇拜 、太 阳 崇拜 。

社会 习 俗 大小 型建筑 和墓 葬多 西北 东南 向 （ 东 北 西南 向 ） ；
无厚 葬 习 俗 。

因此
， 说十二桥文化是三星堆文化 的主要去 向 ，

应该是没有 问题的 。 相对于 同宝墩文

化 的关系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关系更为密切 ，

“

流
”

似乎 比
“

源
”

更为清 晰 。 正 由 于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具有许多相 同或相似 的文化特征 ，
而这些特征又与 同 时期其他

地 区 的考古学文化存在 明显差异 ， 学者普遍认为可 以 把它们看作是 同 一考古学文化体系

下 的两支亚文化 。
１ ９ ９７ 年 ，李伯谦先生在论述三星堆文化 时将之划分为 四 期 七段 ， 实 际

上 已经把十二桥文化包括在三星堆文化之 内 了 。
① 施劲松先生最近又提 出 了

“

三 星 堆

金沙文化
”

的命名 。
？ 但两者究竟是 同一考古学文化 ，

还是两支不 同 的考古学文化 ， 实 际

上涉及考古学 的理论问题 ，
即界定考古学文化 的标准 问题 。

孙华先生认为 ，
不能简单地 以 器物群 （ 尤其是 陶器群 ） 风格 的变化作 为遗址变化 的 主

要参考指征 ， 更不能简单地 以 陶器群 的分期作 为遗址 的分期 。

一个遗址 的发展演变受 到

许多 因 素 的制 约 ，
陶器 只 是这个聚落 的人们 日 常使用 的器物 ， 完全有可能 出 现相 同 陶器群

仍然在继续使用 ， 但聚落 的社会 已 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现象 。
？ 从这个角 度来看 ，

三星堆文

化与十二桥文化 的变迁 ， 与 中 心 聚落 的转移联系在
一起 。 在三星堆文化末期 ， 随着器物坑

的掩埋和城墙 的废弃 ，

三星堆文化逐渐被十二桥文化所替代 ， 当 时 的权力 中心可能从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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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遗址转移到 了金沙遗址 。 具体 的 时 间 ， 冉宏林先生认为很有可 能在
“

新 四 期
”

１ 段偏 晚

时期 ，
也就是殷墟二期偏 晚阶段 。

① 雷雨先生则研究指 出 ，

三星堆古城和金沙遗址并存

过一段时 间 ，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 了 四川 盆地青铜文化 的重要 阶段 。
？

四 结语

早在 １ ９ ８ ７ 年 ， 苏秉琦先生在
“

四川 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
”

上就 曾 指 出 ，
巴 蜀文

化 自 成体系 ， 从距今 ５ ０ ００ 年到 ３ ００ ０ 年上下连贯 ， 代表 了 四川 地 区古文化古城古 国 的社会

发展 阶段 。
③ 通过多年 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 ， 我们 已 经对三星堆文化 的基本特征 、

来 源 、 去 向 有 了 初步的认识 。 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传统 的基础上 ， 广

泛吸收 了 周边地 区文化 因 素 ， 并加 以 融合 、 改造而形成 的复合型文化 。 在三星堆文化 的发

展过程 中 ，
土著文化 因 素始终 占据主导地位 ， 深具区域特色 ， 构成 了 中 国青铜文 明 体系 的

重要一环 。 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的持续开展 ，

一定会不断刷新我们 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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