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

县城西 �� 公里 的南兴镇

三星村 ， 是四川地区时代

最早 ， 面积最大的 “ 蜀文

化” 遗址
。

其时代从新石

器时代晚期�距今����年�

至 西 周 初期�距今����

年�
，
遗址分布面积达��

平方公里以上
， 现已建议

命名为 “ 三星堆遗址文

化” 。 ①
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

自����年真武村燕 氏在

其宅旁淘沟车水灌田时
，

于沟底发现一坑璧
、

圭
、

琼
、

璋等玉石礼器以来 ，

就一直引起考古行家们的

重视和关注
。

半个世纪以

来 ， 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多

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

试掘工作 ， 获得了不少的

珍贵资料
。
最为突出的是

����年 以来对三星堆遗

址进行的六次发掘工作 ，

发现 了数以万计的陶
、

图一
、

古城之东墙遗址

����年
，
我们对三星堆遗址 的东

、

西
、

南三面高出地面的三条
“ 土埂 ” 进行了

反复的调查和横剖面的观察
，
发现这些 “ 土

埂 ” 全系人工堆积而成的防御体系—城

墙
。
�图一�其横断面呈梯形

， 城墙是分层夯

筑而起
，
每层厚度为��至��厘米

。
城墙现

存高度�至�米 ， 残宽�至��米
。
现东墙残长

����多米 ， 西墙残长约���余米 ， 南墙残长

约���余米
。

遗址的北部是宽大的鸭子河
，

是古城的一道天然屏障
。

这种以三面筑墙 ，

一面环水的古城 ， 在我国古代的城邑中是屡

见不鲜的
。

城墙的存在 ， 意味着国家�或城�

的存在
。
因为城的象征就是城墙

。
正如恩格

斯所说 � “ 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

峻的墙壁并非无故 “ �…而它们的城楼以已经

耸人文明时代了
。 ” ③可见三星堆遗址早在

三千多年前已进人了阶级社会 ， 有了国家
。

另在城墙内发现的两个双手倒缚
、

双膝

下跪的奴隶石雕象是三星堆遗址进人奴隶制

国家的又一佐证
。

二
、

城所其备的设施

在三星堆遗址 的城墙内，
就仅揭露的

����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而言 ， 就发现了大

量的房屋基址 ，
其分布密巢

，
具有一定的规

模 ， 建造技术较高 ， 均采用木骨泥墙或禅卯

搭接方法
。

房址有方形
、

长方形
、

圆形三

种
。
�图二�有的房址面积达��平方米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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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汉三
，

星堆遗址的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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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玉
、

骨
、

青铜器
、

雕花漆木器等
， 以及

大�的房屋遗址
、

灰坑
、

墓葬
、

石料
、

窑址

等遗迹遗物 ， 初步揭示了这座地下宝库的奥

迷
。
这些发现为我们探索蜀文化的起源

、

发

展及其演变都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实物史

料 ， 证明了蜀 “ 历夏
、

商
、

周， ②之史事 。

����年�月至����年�月期间的调查和发掘

工作所获得的资料及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

现 ， 对放我们探讨和研究整个三星堆遗址的
�

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
根据历次调查

、

发掘

所获资料分析表明
，
三星堆遗址是一座都城

遗址
。

一
、

城的象征—城墙
�



图二
、
����年发掘出的房屋遗址

可能属 “ 宫殿， 之类的建筑物
。
在����年�

至 �月的发掘工作中 ， 我们又发现了一片生

活居住区 ， 在这个生活区中除发现大�的房

址
，

灰坑外， 还发现了当时生活区中的一个
“ 垃圾， 点 ， 在这个垃圾点中， 仅发现的碎

陶片就有数万片 ， 并发现了大�的陶酒器
。

如陶盔
、

自展
、

陶杯等 ， 以及精美的工艺陶

塑 ， 如虎
、

羊
、

猪
、

马
、

暇
、

蛙
、

鹰
、

鸽
、

鹅鹉
、

杜鹃鸟等
。
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条宽

约 �
�

�至�米� 深�
�

�至�
�

�米的沟 ， 这条沟由

东北至西南向 ，
与房址排列的方向同， 可能

是当时的 “ 排水” 设施
。

在整个遗址内还发现了大�的璧
、

圭
、

琼
、

璋
、

玻等玉石礼器和戈
、

矛
、

铁等兵

器
。
遗址内还发现大�的石料

、

半成品和加

工过程中而废弃的玉石器
。
有的上面还留有

许多切割痕迹和管钻痕
。
显然 ， 遗址内历次

出土的璧
、

圭
、

凉
，

璋
、

玻等玉石礼器系就

地俐作的
。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 ， 这里有玉石

器的加工作坊
。
如����年我们在西泉坎④

发掘时 ， 在清理出数座房子的附近发现大�

的石璧
，
其中有完整的

、

半成品和废件都集

中放一处
， 这里可能就是石璧的加工作坊

。

在此附近 ， 曾龄����年和����年先后发现

过大�的玉石料容藏�库房�， 两处娜有石器

的成品
、

半成品及石坯等
。
����年度的发

掘工作中
， 我们在第三发掘区又发现大量的

石头成堆的堆积在一起 ， 其中也有部分已被

切割
。

有的还可清楚的看到一块石头被锯割

成厚薄相当的四块薄片
， 但未被完全切割开

的石料
。
这些都是石器加工作坊存在的明显

迹象
。
除玉石器的作坊外 ， ����年初 ， 在

三星堆遗址第一发掘区还发现了陶窑等遗

迹
。
����年发现的两个商代祭祀坑中出土

了大�翻模铸造用的泥芯�内范�及青铜熔渣

结核和成块的金料
。
结合遗址内出土大�的

厚胎夹砂钳锅的情况分析 ， 说明了冶金铸造

业的发展 ， 并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
大�酒

器的发现 ， 说明了酿酒业的兴旺这些都是与

各 自的作坊加工分不开的 ， 也是一个城�邑�

不可缺少的设施
。
可见这些手工业早已脱离

了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分 ， 并具有明显

的商品生产的性质
， 它不仅存在着行业间的

分工 ， 而且在同一行业�如铸造有绘画翻

模
、

冶炼等�的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分工
。
这

些都充分表明了三星堆遗址是一座文明古

城
。

三
、

早期的�都—三且堆遗址

上述城墙的发现以及作为一个城市不可

缺少的各种作坊和生活设施的发现 ， 证明了

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古城 ， 但属什么性质的城

呢 � 《 释名 》 云 � “ 城 ， 盛也
。
盛受国都

也
。 ， 笔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应是早期的蜀

都
。

其一� 自半个世纪以来 ， 在该遗址内发

现了大量的玉石礼器 ， 如璧
、

圭
、

琼
、

璋
、

玻
、

戈
、

剑
、

斧等
。
这些礼器在等级森严的

奴隶制国家中绝非普通平民所拥有的
， 尤其

是直径达��至��厘米的石璧和�米多长的玉

璋⑥更不可能为一般人所有 ， 只有王公贵族

才能具备这样的礼器
。
大量的酒器和精美的

工艺陶塑品的发现也告诉我们
。
这里应属上

层人物的活动场所
。

其二
， ����年�月至九月在三星堆发现

了两座大型祭祀坑 ， 出土珍贵文物近千件
。

� ��一



祭祀坑 的发现为确定这个城�遗�址的性质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

《 左传 》 庄公二十八年说 � “ 凡邑 ， 有

宗庙先君之主日都” 。
三星堆遗址即有 “ 宫

殿 ” 式的房址发现 ， 也有大量宗庙之物发

现
。

如大量的礼器和象征王权的金杖
， 以及

高大的青铜面具
。

这些青铜面具有似人者
，

有似神者� 还有半神半人者
。
如直径达���

厘米
、

高��厘米的青铜 “ 神象， ，
两只眼

球突出似
“
螃蟹 ， 眼

。
还有的在眼球上涂

色
，
额上饰一高高的云形纹

。

这可能是蜀人

宗庙所供奉的先王神象
。
��华阳国志

·

蜀

志 》 云 � “ 有蜀侯蚕纵 ， 其目纵
。 ， 即可能

是这类神化了的 “ 蚕丛 ” 之神象
。 《 礼记 ·

祭法 》 载 � “ 有虞氏命黄帝而郊誉
， 祖撷项

而宗尧 � 夏后氏亦饰黄帝而郊稣
， 祖撷项而

宗禹� 殷人谛誉而郊冥
， 祖契而宗汤� 周人

神誉而郊樱
， 祖文王而宗武王

。 ” ��祭法 》

所说的祖宗人物虽然不完全是事实 ，
但反映

出被有虞氏
、

夏族
、

殷族
、

周族祟拜为远古

祖先的黄帝
、

帝誉
、

稣
、

冥
、

援等都是历史

传说人物
。
殷族和周族的 “ 祖 ” 和 “ 宗 ” 是

建国元勋
。 《 初学记 》 、 《 艺文类聚 》 、

《 太平御览 》 引 《 蜀王本纪 》 皆说 � “ 蜀王

之先名蚕丛… “ � ” ， 可见三星堆遗址祭祀坑

所祭之祖可能是蜀 “ 始称王 ” 的蚕丛 ， 而蚕

丛氏又是蜀中古代最早之一部族
， 又是最先

称王的始祖
。
所谓择祭

， 是国王一年一次对

祖先的大祭 ， 诸侯以下是不能举行的
。
因其

所祭的对象是推始祖所自出之帝
， 并以始祖

配祭 ， 这种具有最高权威的祭祖神权
， 只为

王者垄断
，
别人是不能沾边的

。

我国古代的

祖先崇拜等级制度规定
， 士

、

庶人的祖先崇

拜 权 “ 不过其祖 ” ， 不允许再 “ 追元尊

先 ” 。 ⑥
其三

， 在两个大型祭祀坑中分别发现了

一百多件玉石礼器及几立方米的动物骨渣和

数十枚象牙
，
说明其祭礼是相当隆重

、

规模

之大
。

三立方米以上的骨渣说明 厂用牲的祭

礼是 “ 太牢 ” 。
从 “ 故瘫用百瑜 “ ·

…百圭 、

百璧 ” 和 “ 君无故不杀牛
， “ �…灌以圭璋 ，

用王气也
。 ， ⑦能够在此用百璧

、

百圭
，
其

礼为太牢者 非王者莫属
。

其四
，
商周以来

，
天子祭社主要的社神用

树
。

��论语
·

八价 》 云 � “ 哀公问社于宰

我
。
宰我对 日 � 社

，
夏后氏以松

，
殷人以

柏 ， 周人以栗
。 ”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内发

现的枝叶茂盛的铜树
， 一方面是作为蜀地通

天的 “ 天梯 ” ，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祭祀社神

之 “ 树林 ” 。

在这些树的周围有许多的青铜

人像面具等 ， 他们应是祭祀社神活动时的
“ 蹈具 ” 。

有的人头上还饰有羽毛似的装

饰
，
这应是在祭祀时的 “ 图腾跳舞 ” 。

这种

图腾跳舞
，
在我国远古人民和现今少数民族

都不乏其例
。

传说商人先批简荻
，
是吞玄鸟

而生契的
。 ⑧商汤时 ，

伊尹创作了 《 桑林 》
乐舞

。
桑林原是商人祭祀氏族祖先的地方

。

⑨其社为柏 。
可见三星堆遗址出步的神化了

的青铜面具和三颗青铜树
，
都招簇

�一 补祭

祖先和祭社的
。

其五
、

祭祀坑内出土的用纯金皮包卷而

成的金杖
，
上面线刻有人象

，
戴王冠象征当

时最高首领
。
而金杖本身也是王权的象征 ，

因此该物也是非王者莫属的权威性礼器
。

综上所述
， 可见三星堆 “ 城址 ” 是三千

多年前蜀国的政治
、

文化
、

军事
、

经济的中

心
。
根据 出土 的金杖上雕有 “ 王者象 ” 和

鱼
、

鸟纹图案和巨大的青铜鹰头以及遗址内

出土大量的 “ 鱼鹰， �俗名鱼老鸦�
、

杜鹃鸟

等艺术品来看
，
三星堆 “ 城址 ” 可能是鱼鬼

—杜宇王朝时期的都城
。

注 释 �

①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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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期 。

②过去有人认为 《 华阳国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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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志 》 所云 � “ 蜀之为国
�

肇于人 ⑤出于 一号祭祀坑的大璋残长���厘米 ，
宽

皇 “
一 历夏

、

商
、

周 ” 。
非史事

，
蜀文化是西周 ��厘米

，
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最大的玉璋

。

以后才进人川西平原的
。
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⑥朱天顺 《 中国古代宗教初探 》 ， 上海人民

实物考证
，
证实了这段史事的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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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

陈德安 《 从三星堆遗址看 “
早蜀文化” 的特 ⑦ 《 礼记

·

正义
，

郊特性 》 。

征及其发展 》 ， 巴蜀史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⑧ 《 史记 ‘

殷本纪 》 。

③恩格斯 《 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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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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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龄鸭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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