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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蟑祭粑烷 态
“

神 爲 失大说
”

的 ／Ｉ 点疑 问

Ｄ 赵殿 士曽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探

索

之

旅

一

、 问 题 的 由 来

三 星堆考古 已 有 ９０ 多年 ，
早 期 的 发现和发掘都

集 中 在遗址群北部 的 月 亮 湾 遗址 。 １ ９２９ 年 燕道 诚家

在院子旁修水沟时 ，
挖 出 ４００ 余件玉石器 １ ９３４ 年华

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葛维汉 、 林名 钧在此进行发掘 ， 弄

清玉石器是整齐 有序地埋藏在
一

个长 ７ 英尺 、 宽 ３ 英

尺 、 深 ３ 英尺 的 长方形土坑之 中 的 ， 并在探 沟 中 发现

了 陶 器和石器气 被定名 为
“

广汉文化
”？

。 １ ９６３ 年 四 川

大学 第
一届 考 古 专业学 生在冯 汉 骥带领 下到 月 亮湾

遗址进行考 古实 习发掘吒

１ ９５６ 年 省 文 管会王家佑 、江甸潮在进行宝成铁路

文物调查时 ， 发现了 月 亮湾 南面 的三 星堆遗址和西面

的横梁子遗址 ，
没有进行发掘气 文化大革命 中 在三 星

堆修起 了砖厂 ，
遗址受 到 严 重破坏 。 １ ９８０ 年起 四 川 省

博物馆 、考古所在三星堆遗址 连续进行 了 六次抢救性

发掘 ，
前两次发掘初 步弄 清 了遗址 的 内 涵和年 代分

期 ，
在发掘报 告 中 正 式 定 名 为

“

三 星 堆 文 化
” ？

，
并 通

过 １ ９８ １ 年春 的 直升飞机航拍 ，
使三 星堆遗址名 声 大

振 。 １ ９８４ 年苏秉琦考察后 指 出 三 星堆 文化
“

成 系统
”

，

“

有特征
”

，

“

这才是 巴 蜀 文化
”

，
应该以此作为

“

学科生

长 点
”

，
建立考 古基地

，
进行 系统研 究气 １ ９８ ５ 年 省考

古所在此建 立 了
“

三星堆考 古工作站
”

，
调查 了遗址范

围 ， 发现 了 城墙 ，
１ ９８７ 年 苏 秉琦把 它 正 式命 名 为

“

三

星堆 古 文化古城古 国遗址
”

？
。

为 了给保护三星堆遗址提供充足 的依据 ，

１ ９ ８６ 年

春 省 考 古所和 四 川 大学 等 单位联合进 行 了
一

次大规

模发掘 ，
进
一

步 厘 清 了 遗址 的 内 涵 和年 代 分 期 ， 取得

丰硕成果气 国家文物局领导 专家前 来检查工地 ， 给予

充分肯定 ，
并 与 省市 县 有 关领 导 共 同 制 定 了

“

各 出
一

部分经费 ， 拆除砖厂 ，
全面保护三 星堆遗址

”

的 工作方

案 。

正在努力 落 实经费 时 ，
１ ９ ８ ６ 年 ７ 、 ８ 月 砖厂民工在

考 古 队控制下取土 时 ，
先后 发现 了 两个大 型祭祀坑 ，

省考古所马 上组织 了 抢救性发 掘 ，
发现了 青 铜大立 人

像 、 突 目 大面具 、 巨 型 神树等 两 千 多 件奇特珍贵 的 文

物
，
轰动了 世 界 。 砖厂最终拆除 ，

三 星堆遗址得到全面

保护 。 １ ９ ８ ８ 年公布 为
“

全 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划定

了１ ２ 平方千米 的保护范 围
， 包 含有十 几处遗址 ，

最终

决定 以
“

三 星堆 遗址
”

作 为整个遗址群 的 总称 （
图
一

） 。

对于三 星堆考 古领队陈德安 、 陈显丹将 １ ９８ ６ 年

发掘 的两个大型土坑定名 为 祭祀坑？
，
虽 然得到 了 主

管部 门和 出 版机构 的认 同
，
己 经在考 古 发掘报告 、三

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 、 国 内 外展览宣传 中 正式采 用 ，

并 为 广 大社会大众所 了 解和接受 ，
但学术界

一 直存在

着 不 同 的 意见 ， 核心是不承认这些坑是
一

种具有主观

意 图 的 祭祀行为 ， 而只是
一

种偶然 的现象 ， 所以不能称

之为
“

祭祀坑
”

，
其 中 以

“

战败亡 国掩埋坑说
”

最为 盛行
，

又分为
“

敌人掩埋说
”

和
“

自 己掩埋说
”

两种说法？
。

２０ １ ９ 年四 川 省制订 了 《 古 蜀 文 明保护传承工程实

施方案 》 ，
准 备对三 星堆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和主动发

掘 ， 并 列 入 了 国家 文 物局 的 《考 古 中 国——中 国 文 明

探源工程 》 。 从 ２０ １ ９ 年底到 ２０２０ 年初
，
通过勘探在原

来 的两座大型 祭祀坑旁边 ，
又新发现了 六座大 型 祭祀

－

２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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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三 星 堆 遗 址 文 化 分 布 与 发 掘 情 况 示 意 图

（
采 自 赵 殿 增 《早 期 中 国 文 明 丛 书——三 星 堆 文 化 与 巴 蜀 文 明 》 第 １ ２８ 页

）

坑？
（
图 二

）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就地建 造 起 全封 闭 的
“

考 古

工作舱
”

，
组织全 国三十 多 个考 古科研 单位 人 员 ，

进行

了
一

次髙水平 的 考 古 大 会战 ，
已经发掘 出 上 万件珍贵

文物 ， 取得 巨 大成功 ，
再 次轰动世 界 ？

。

目 前发掘 工 作 已 经 接近尾 声 ， 但对于 这 些坑 的 性

质和形成原 因 ， 仍然 没有形成比较统
一

的认识 ，

“

定名

问题
”

又
一

次成为 了讨论 的热点 ， 其 中 支持
“

祭祀坑说
”

的 日 渐增 多＇
“

战败掩埋说
”

好像基 本 上 被 否 定 了气

而
“

神庙 失 火说
”

似乎 又 开始 占 了 上 风 ，
但其 中 仍有 不

少 问题难 以 自 圆 其说 。 本文准 备就此提 出
一 些 问题和

意见
，
供大家研究参考 。

三 星堆相距 上 千米 ，
失 火 后 为 什 么 不就地掩埋 ？ 非要

全部搬 到三 星堆 后 ，
再 分 开埋藏 ？

２ ．

“

神庙
”

因何失 火 ？

如 果 神庙 是 无 意 造 成 的 失 火
，
为 什 么 不 原 地 重

修 ？ 或化铜重 铸 ？ 从 青 关 山 夯土 台基 的 剖面看 ， 这里 的

大房子可能 曾经 重修过 多次 ；
从 祭祀坑 中

一

些铜器 的

内 部结构看
，
也有

一 些器物 曾 经 是 用 旧 铜器化铜 后 重

铸 的 。

３ ． 为 何要先打碎后 再烧 ？

祭 祀坑 中 的 铜 器
，
基 本 上 都 是先打 碎 后 再 焚烧

的
，
这 与在房子失火 中 被烧坏 的 情况 有很大 的 区 别 ，

又 是 为什么 ？

二
、 对

“

神 庙 失 火说
”

的 几 点疑 问

１ ．

“

神庙
”

原在何处 ？

有 的说
“

神庙
”

原来就 是在三 星堆 （ 如孙华 ） ，
但三

星堆 上和堆旁都 没 有发现 大型建筑遗迹 ；
有 的 说是在

遗址 北部 的 青 关 山 （ 如 赵殿增 ）

？
（
图 三

） ， 但青 关 山 与

４ ． 为何会烧结得如此严 重 ？

祭祀坑 中 的 铜 器很 多 都被烧结得熔化变形 ，
甚 至

熔结在
一

起 ， 这种情况需要经过长 时 间 的旺 火 焚烧 才

有可能 ， 而 与 房屋 失 火被烧伤 的 情况有很大 的 差 异 。

５ ． 为何器物烧结程度 的 差别 非常大 ？

探

索

之

旅

－

２２７
－



Ｉ盡态费 ２０２２ ． ０３

索

之

旅

图 二 三 星 堆 祭 祀 区 祭 祀坑 分 布 图
（
采 自 三 星 堆 祭祀 区 ２０２ １ 年 发 掘 现 场 展 板

）

另 外
，
各件器物 的烧结程度 又 有很大 的 不 同 ， 有

些烧损 程度很低 ， 有 些 已 经熔结在
一

起 了 ，
这 又 是 为

什么 ？

６ ． 为 何绝大 多数 象牙都没有被烧毁 ？

象 牙 是三 星堆神庙 祭祀 中 的
一

种 主 要 祭 品 和通

神之器 ，
但祭祀坑 中 的 绝大 多数 象牙并 没 有被烧过

，

而 是 完好地平整覆盖在被打碎烧毁 的铜器 层 上 面 ，
这

又是 为什么 ？

７ ． 为 何要把烧毁 的 器物全部埋到 了三 星 堆 的 旁

边 ？

在三 星 堆附近并没 有发现作 为 火 灾
“

第 一现场
”

的 大 型建 筑物遗迹
；
青 关 山 大房子如 果 是

“

第
一

现

场
”

，
又 与三星堆相距 了 上 千米 ，

为 什么 一定要把 失火

后 大房子 中 的器物全部都运 到三 星堆旁边来埋 ？
“

第

一

现场
”

和
“

第二现场
”

为什么要相距这 么远 ？ 有 的坑

内还发现 有
一

层
“

尚未烧透 的 热草 木灰
”

，
又是如何从

“

第
一

现场
”

直接搬到
“

第二现场
”

来 的 ？

８ ． 为何要 用 三 、 四 种 不 同 形状 和大小 的 六个坑 来

埋 ？

三 星堆旁 有 六 座坑 中 埋藏 有 被打 碎烧毁 的 铜 器

玉器等神像和祭 品 ， 每座坑都修建得非常规整 。 这些

坑 的 形状和大小 ，
又分 为 了 三四 种 不 同 的 情 况 （

一

号

坑 呈 长 方 形 ，
３ ． ３ Ｘ ４ ． ５ 米

，
面 积 １ ３ 平 方 米 。

二 号 坑

２ ． ３ Ｘ ５ ． ３ 米
，
面 积 １ １ 平 方 米 ，

三 号坑 ２ ． １ Ｘ ５ 米
， 面 积

１ １ 平方米
，
这两 座坑 的 形状均 呈长 条 形

，
大小面积 也

基本相 同 。 四号坑 呈正方形 ，
为 ２ ． ９ Ｘ ３ 米

，
面积 ８ ． ４ 平

方米 。 七号坑面积 １ ３ ． ５ 平方米 ，
八号坑 ３ ． ４ Ｘ ５ ． ８ 米

，
面

积 １ ９ 平方米
，
这两座坑均 呈长方形 ， 方 向大体相 同

？
。

总体 上 看 ， 很有 可能二 号坑 与 三号坑 曾 为
一 组

，
七号

坑与八号坑 另 为
一组

，

一

号坑与 四 号坑 则 是单独 的 两

个坑 。 如果是
一

次掩埋 的
，
为 什么要建 造这么 多 种 不

同 形状 与 大小 ，
又都很规整 的 土坑呢 ？

９ ． 为何六个坑中 埋的器物数量和种 类 有 明显 的差

别 ？

从发掘情况 看 ，
六个坑 中 埋 的 器物数量和种 类 有

明显 的 差 别 。 其 中 二号坑和三号坑基本相 同
， 多 为 大

型器物
；
七号坑和八号坑大体相 同

；
四 号坑 象牙 层 下

面 的 器物很 少
， 并 有

一

些 实 用 的 器 具 ，

一

号坑 的 碎骨

渣下面却摆放着金杖等最高 等级 的器物 。 这 些情况说

明很可能曾经有过 多次 不 同 的 祭祀和埋藏仪式 ， 其 中

二号坑和三号坑 、七号坑和八号坑很 有可能 是 同 时 建

造掩埋 的 。

１ ０ ． 为何有五 座坑 中 的 器物之上 覆盖了
一

层 完好

的大象牙 ？

除了
一

号坑外 ， 其他五 座坑 中 都是将器物打碎焚

烧后平放在了坑底 ，
再在器物之 上 覆盖 了很厚

一

层 完

整 的 大 象牙 ，
最 后 再 用 五 花土填平夯 实 ， 说 明 祭祀 与

埋藏活动是郑 重虔 诚从容 有 序地进行 的 ， 具 有 十分神

－

２２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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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三 星 堆 遗 址 青 关 山
一

号 大 房 子
（
神 庙 ）

的 平 面 结 构 与 功 能 复 原 示 意 图

（
采 自 《 四 川 文 物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１ 期 第 ８４ 页

）

圣 的 仪式感 。 特别 是要 用 象牙 来覆 盖 ，
又 有什么样 的

特别 寓意 ？

１ １ ． 为 何四 号坑 中 的 象牙层 上 ，
又有

一

层 尚 未烧

透 的 热 草木 灰 ？

在 四 号坑 的 象 牙层 之上 ，
发现 有

一

层 １ ５ 厘米 厚

的 草 木灰 ， 放入土坑之前 尚 没 有烧 透 ， 灰烬 的 余 热 已

将下面 的 象牙 烫坏熏黑 。 这些热草 木灰绝 不可能是从

失火 的
“

神 庙
”

处 直接搬运过来 ，
只 可能是在 土坑旁边

进行焚烧 的 。

１ ２ ． 为何在八号坑 中 的 象 牙 层 之上 ，
又 埋入了 大

量 的 破碎 器物和红烧土块 ？

八号坑 不但最大 ， 而 且最深 。 在八号坑 的 象牙 层

之 上
，
又 埋人大 量 的 破碎 的 器 物 ，

已 经 清 理 出 土 的 有

四 千 多件 ， 还有
一 些 类似 墙体 的 红烧土块 。 这些红烧

土块倒很像是被烧毁 的
“

神庙
”

之 类 的 建筑物墙体 。 大

量 的 破碎器物
，
又很像 是被 清理 的 大房子 中 的 剩 余残

器 。 这种现 象 是 否 是说 明 ： 在最后 的
一

次燎 祭之后
，
将

“

神庙
”

也
一

并烧毁 了 ，
并将残余 的 碎器物都埋 入 了八

号坑之 中 ， 然 后 从三 星堆迁都 到 了 金沙遗址 ？ 这 又 是

一个很值得研究 的 问题 。

１ ３ ． 为何
一

号坑 中 出现 了 倾倒 有 大半坑烧透砸碎

的动物和人 的 碎骨 渣等情况 ？

相 比于其他五座坑 ，

一

号坑 的 埋藏情况 则有很 多

特殊之处 。 它不但在坑底 的 中 央摆放了
一

柄最高等 级

的 器物——曾 经使 用过 的金杖 ， 而且在坑 口 上从东 南

向 西北方倾倒 了 大 半坑烧透砸碎 的 动物 与 人 的 细 小

骨渣
，
骨 渣 中 还 混杂 有小尖底盏 、 小器座等 陶器 。 在坑

底散乱 的 器物之 上 ， 并 没 有覆 盖
一

层 完整 的 大 象牙 ，

反 而摆放 了 几颗大 象 的 臼 齿 。 在坑 口 的 边 上
，
连接 有

三条建筑物 的 沟槽遗迹？
。 这 些情况都说明 ：

一

号坑与

其他 五 座坑 的建造与埋藏方式有 着显 著 的 差别 ，
这 又

是 为 什么 ？

１ ４ ． 六 号坑 为何会打破七号坑 ？

发掘 中 发现六 号坑打破 了七号坑 ，
显然 不会 是 同

时修建 的 ， 说 明六 号坑要 比七号坑时 间 晚很 久 ， 坑 内

也不见铜器 与 象牙 ，
两者应该是不 同 时 代 不 同 功能 的

祭祀坑 。

１ ５ ．五号和六号坑为何要小很 多 ？ 器物和埋法为何

也与其他坑完全 不同 ？

五号坑坑 口 为 １ ． ７ ８ ｘ ２ 米 ，
面积 只 有 ３ ． ５ 平方米 ，

坑底 主要摆放 着 金面具和细小 的 金器 玉器 象 牙器 。 六

号坑坑 口 为 １ ． ６７ Ｘ １ ． ９ ５ 米 ，
面积 ４ ． １ 平方米 ， 坑里 只发

现了
一

个木箱 和
一

把玉 刀 。 两座坑都比其他六座坑小

很 多
，
两坑 的 位 置 和 方 向 又 比较

一 致
， 时 间 也 可 能 比

较接近 。 这两座小坑 与 其他六 座坑 的 方 向和 形状 又 有

一致之处
，
两组坑之 间 是什 么关 系 ？ 为 什 么会 出现在

同
一

个 祭祀 区 之 中 ？

１ ６ ． 这八座坑 的 周 围 为何没有 出现其他居住 与 活

动 的 遗迹 ？

从 目 前 的 勘探情况看 ， 这八 座坑 的 周 围 尚 没 有 发

现其他 的居住与 活动 的 遗存 。 坑 口 的 地面似乎还 进行

过 有 意 的 平 整 。 这 些现 象是 否说明这里 曾 是
一

处 专 门

设 立 的 祭祀区 ？ 是 否还 曾受 到三 星堆后 人 的 精心保护

和继续祭祀 ？

还 有
一 些 问题

，
这里不再 列 举 。

三
、

“

祭祀坑说
”

依 然值得 考虑

三 星 堆 祭祀区 新
一

轮 的 考古大发掘 ，
已 取得 了 重

大 的成果
，
为 破 解三 星堆 之谜提供 了 丰富而 完整 的 资

料 ， 使 我 们能进
一

步去探 求 事情 的 真 相 。 这次提 出 的

“

神庙 失 火说
”

，
说 明 大 家 已 经认 识 到 这 些 奇 异 的 器

物
，
原来可能大都是摆放在

“

神庙
” “

宗庙
”

之 中 的 神像

和 祭祀 用 品 。 但对于将 神 器打碎 焚烧埋 入坑 中 的 原

因
，
还 有 些 不 同 的 看法 。

“

神庙失 火说
”

者仍然认 为这

只是个偶然 的 事件 ，
所以提 出 来其 中 六 座坑只 能称 为

探

索

之

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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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 ２ ． ０３

探

索

之

旅

“

祭祀器物埋藏坑
”

，
建坑和掩埋 的 行 为 本 身 并不具有

祭祀 的 意 义 ，
只 有后 人再次到 此进行祭 奠 时建造 的 五

号坑和六号坑 ， 才 是真正 的
“

祭祀坑
”？

。

我 认 为 这 种 看 法可 能 是 低估 了 三 星 堆 先 民 的 信

仰程度和真实意 图 ，
也低估 了 当 时事 态 的 紧 迫性和严

重性 。

一场偶然 的火 灾 ，
绝不会让他们把

“

神庙
”

中 的

神像和祭祀 用 品全部丢弃埋掉 ， 更 不会 因 此而放弃曾

经繁荣兴盛 的 三 星堆 古城而迁都 到金沙 。 这 期 间 必然

是发生 了
一

系 列 无法抗拒 的 特大灾难 ， 才会迫使他们

做 出 如此决绝 的行为 ，
通过

一 组隆 重而虔诚 的 燎祭仪

式
，
彻底处理 了 神庙 中 的所有神像和祭器 。

我 很 赞 同 三 星 堆祭祀坑 中这些奇异 的 器物原来是

摆放在
“

神庙
”

中 的神像和祭祀用品 的 意见 ， 并且提出 了

“

青 关 山
一

号大房子
”

可 能就是
“

神庙
”

的 新看 法 ？
，
也

进一步完善 了 自 己 关 于这些大型祭祀坑可能是
“

失灵

法器掩埋坑
”

的观点 。

我认为
“

神庙
”

中 的 神像和 祭祀 用 品 ， 是三星堆人

经过长期 的 制 造 、 仿造 、 引 进 、征集 积 累 起 来 的 ， 其 中

包括有被祭祀 的对 象 、 参加 祭祀 的 人 员 、祭祀 的场景 、

通神 的 工具 、娱神 的 祭 品 等 。 平时三星堆 人可能主要

是在这 些
“

神庙
”

中 进行各种 祭祀活动 的 ， 可 以看 出三

星堆文化时期这里 曾经存在 着
一 个

“

主持宗教事物者

就是社会 的 主 宰
”

，

“

神权决 定
一切

”

的 神权 国 家气 从

而创造 出 了灿烂辉煌 的三星堆 文明 。

但 由 于这种神权 国家里
“

充满着 宗教狂热
”

，

“

把

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 ，
越 陷越深

，
不能 自 拔

，
因 此

垮 了 下去
” ？

，
由 于

“

过度 的 消 耗
”

，
最终 造成 了 严 重 的

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 。 三 星堆 古 国在遇到 重大瘟疫之

类 无法抗拒 的天灾人祸时 ， 可 能 出现过大量人 畜 无端

死 亡 的情况 ， 连他们 的
“

群 巫之长—— 国 王
”

可能也
一

起死去 ，
人们便认 为 这些神器 已 经

“

失 灵
”

了
，
就用 神

庙 中 包括金杖 有 内 的 部分神器举行了
一次

“

燎祭
”

，
焚

烧打碎 尸 骨和祭器 ，
郑重地埋入 了三星堆旁祭祀 区 的

“
一

号祭祀坑
”

中
，
以此表示杷它们送 回 到 了天上 和神

界 ， 乞 求天神和袓先帮 助 他们消 除眼 前 的 灾 祸 ，
再 次

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但灾难可能并没 有 因 此有丝 毫消 减 ，
反 而更为 严

重 了 ，
于是就 用 更 多 更大 的 神像祭器进行了 又

一

次大

规模 的 燎祭 ，
形成

“

二号祭祀坑
”

和
“

三号祭祀坑
”

。 在

数次燎祭 无效之后 ，
三星堆人便觉得 已经 无法在这里

生活下去 了 ，
只 好把所 有 的 神像 祭器 全部进行 了 燎

祭
，
形成

“

七号祭祀坑
”

和
“

八号祭祀坑
”

。 最后 连 同 神

庙
一

起烧毁 ， 将所有残存 的 碎器物和
一 些 墙体烧 土块

埋在 了八号坑 的 器物和象牙层 之上 ，
然后 迁都到 了成

都 的 金沙遗址 。 而五号坑和六 号坑 ，
则可能是三 星堆

古 国 的 后 人 ， 多年之 后 再次来 到这里 进行祭奠时建造

的 祭祀坑 。

三 星 堆 遗址 内 外还 有 很 多 大 小 不 等 的 各 个 时 期

的 祭祀坑 ， 各 期都有 ，
以第三期 数量 最 多 ， 体量最大 ，

其 中 也包括 １ ９２９ 年燕家 院子旁挖 出 ４００ 余件 玉石 器

的长方形土坑
，
其用 意可能都在 于 用 这种方法 表示把

神像祭 品送往天上和神界 ，
说明这 些坑曾经都是 祭祀

活动 的 最后
一个阶段 ，

都应该称之为 祭祀坑？
。

这就是 我对三 星 堆 祭 祀 区 八座 大 型 祭祀坑成 因

和过程 的 简单分析 ： 即
“

神权 国家
”

是三 星堆文化神奇

面貌 的 主要 内 因
；
而

“

过度消耗
”

则 是三 星堆快速衰 亡

并形成大型祭祀坑 的根本原 因 。

这或许能够适 当 地解释 为 什 么 青 关 山 神庙 中 的

大量神器 ， 要搬 到 三 星 堆 旁 的 祭祀 区 来
，
并通 过 多 次

隆 重 的燎祭仪式 ，
把它们 分别 埋在数座祭祀坑 之 中 。

祭祀 区还受 到 了 后人 的 保护和祭 奠 ，
从而将

一

个神权

国家 的 主要祭祀场所和几 乎全部艺术精华 ，
奇迹般地

完整保存 到 了 今天 。 又 通 过近 百年 来 的 不懈考 古 工

作 ，
把
一

个失落 的文 明和它 的 艺术宝库再现于世 ， 保

存下来
一

处奇特而壮观 的 宏 大祭祀区 遗迹 ，
和 上 万件

精美而怪异 的 神像 与 祭器 。

四 、 余论 ： 探讨仍 将继 续

三 星 堆遗址在 中 国 考 古 学 上 具 有特殊 的 重 要 地

位 ， 它是
“

多 元
一

体
”

中 华 文 明 的 重 要组成部分 ，

“

满天

星 斗
”

的 中 国 文 明 起源阶段 的
一

颗灿烂 的 明 星 ，
具 有

两 千 多 年 的 连续发展 史和 丰富 的 文化 内 涵 。 高大伦认

为 它
“

是研 究人 类从野蛮 到文 明 的 蜕变
，
文明起源 、孕

育 、诞生 、发展 、辉煌 、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 。 从在
一

个

遗址上集以上 几者为
一

身 ，
人类古文明在

一

个遗址上长

时间地演绎了
一

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 义上来说 ，
也是 中

国唯
一

的标本
”？

。 李学勤 明确地指 出 ：

“

可 以断 言 ，
如

果没有对 巴 蜀 文化的深入研 究 ， 便不能构成 中 国 文 明

起 源 和发 展 的 完整 图 景 。 考虑到 巴 蜀 文 化本 身 的 特

色 ， 以及其与 中 原 、西部 、 南方各 古代文化 间 具 有 的 种

种 关 系 ，
中 国 文 明 研 究 中 的 不 少 问 题 ，

恐怕 必 须 由 巴

蜀 文化求得解 决
”

？
。

“

不难预计
，
在最近 的

一

二 十年

里
，

一

定会在三 星堆和其他地点 有 更 多 更 重要 的 新发

现 。

”？近年三星堆 六座祭祀坑 的 发掘 已 经证实 了 李先

生 的预言 。

三星堆需要研究 的 问题很多 ，
但从遗迹现 象和 出

土文物 的 奇特性 、珍贵性 、 重要性和复 杂性而言 ，
这组

大型祭祀坑 的 内 涵 、性质 、成 因 和意 义 ， 都是 无法绕 开

的 重大课题 。 这里所谈 的
“

神庙失火说
”

，
亦或

“

法器失

—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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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说
”

， 都 只 是 目 前众 多推测 中 的 两 种 ，
还 不能说是 已

经得到足 够证明 的最终结论 。 因 为三 星堆遗址 内 外 出

现 的这 些坑 的 形态和器物太特殊 了 ，
在 国 内 外既没 有

先例 可 循 ，
也 没 有记载 可 查 ，

它 的 形成很 可能 有其独

特 的 内 在 因 素 。 我们只是认为 这些坑可能 是具 有主观

意 图 的
一

种 祭祀行 为 ，
从 广 义 上将 它们 称之 为

“

祭祀

坑
”

。

不过现在大家 的认识也在逐渐接近 ，
如 已 经认识到

多数坑 中 的文物原来可能是摆放在
“

神庙
” “

宗庙
”

之 中

的 ，
是长 期积 累 起 来 的 ，

也 可能 是在 比较短 的 时 间 范

围 内 埋到六座土坑里 的 。 只是 我 们认 为 这些 文物是分

批搬 到三 星堆旁 的 祭祀 区 来 ， 在举行 了 多次隆 重 的 燎

祭仪 式之 后 ，
分别 埋在数 座 祭祀坑 中 的 ， 并 且 还 受 到

了 后 人 的 精心保护和继续祭 奠 ，
相 关情况 上 文 中 已经

讲清 楚 了 。 而
“

神庙失火说
”

论者 则认 为其 中 的 六 座坑

是 在
一

次 失 火之后 同 时掩埋 的 ， 是
一

种 火 灾 事故 的 善

后 处理行为 ， 不具 备宗教和祭祀意 义 。

他们
一

个 主要 的 依据 ，
就是认 为在 不 同 的 坑 中

，

有 可能 出 现相似 的器 型和纹饰 ， 还可能会 有 能拼接在

一

起 的器物残件 （ 目 前 尚 无实证 ） 。 其实 即 使 出现这种

现 象 ， 也 并 不奇怪 ，
因 为 既然 多 数坑 中 的 文 物原来 是

放在
‘ ‘

神庙
” “

宗庙
”

之 中 的
，
是长 期 积 累 起 来 的 ，

就不

可能将 各 时代 的 器物分 开摆放 ， 更 不 会
一

定 要选择 同

时 期 的 器物搬 出 去进行燎 祭 。 特别 是 在最 后 的 七 、
八

号两 座坑 中 ， 可能还掩 埋 着打扫 神庙时 的 残余物件
，

其 中 出现个别 前 期燎 祭时打碎 的 器物残件 ， 是完全可

能 的 。 因 此不能 以这 种推 测作 为 主 要 的 依据 ， 去证明

六 座坑 是
一

次性掩 埋 的 。 至 于 各座坑具体 的 年 代 如

何
，
相互之 间 有 无 差 别 ，

相差 多 少 ，
随 着 数十个更具体

更 真 实 的 测年数据 的 公 布 ，
加 上 各坑 的 情 况分 析 ， 都

会逐渐明 确起来 ，
现在还 不是先下结论 的时候 。

只 有 把这 些坑 放在 整 个三 星堆 文 明 发 展 过 程 中

去进行观 察 和分析 ， 才 有可 能比较接近历 史 的 真相
，

努 力找出 解 开谜 团 的钥匙 。 而这
一

切首 要 的 前题 ，
是

要把现场 的 考 古 发 掘 和 文物现 象 保 护 研 究 工 作 完全

精 准地做到位 ，
因 此大家都在殷切地 期 待 着这次考 古

大发掘 圆 满完成 。

苏秉琦在 １ ９ ８４ 年成都 召 开 的 文化部 文物局
“

全

国 考 古 发掘 工作 汇 报会
”

上 的 重要讲话 《提 高 学术水

平
，
提高 工 作 质 量 》 中 鲜 明 地指 出 ：

“

写 八百篇论 文 也

不 能代替 原来 的 考 古发掘材料 ，
就像

‘

十三经注疏
’

代

替 不 了
‘

十三经
’
一样

” “

这 是文 化财 ， 是 国 宝 ，
是给 子

子孙孙永保 用 的 国 宝
” ？

。 大家 应该有足够 的 耐心和定

力 ， 等 待全 部发 掘 工 作 完 成之 后 ，
再仔细地去探寻可

能 的谜底 。 为 此 ，
我们要 向 战 斗在 第

一线 的 田 野考古

工作 者 表达 崇 高 的敬意 ，
期待他们 为 祖 国 发掘 出 更 多

更 完整 的
“

十三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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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考 古 寻根 记 》 ，
第 １ ５９

？

１ ６３ 页
，
辽 宁 大学 出版 社 ，

１ ９ ９４

年 ）

⑧苏秉 琦 为
“

三 星堆 十二 桥遗址 考古发 掘 座谈 会
”

的题

词
，

１ ９８７ 年 ５ 月 。

⑨ １ ９８６ 年 春 省考 古 所和 四 川 大学 等单位联合对三 星堆

遗址 发掘 的报 告
，
因 受 到 祭 祀坑发现 的 影 响 ，

未 能及 时 完

成 。

⑩？ ａ ．四 川 省 文物 考 古 研 究所 ： ＜三 星堆 ？ 祭祀坑 》 （ 陈 德

安执 笔 ） ，
文物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９ 年
；
ｂ ． 陈 显丹 ： ＜ 

—

二 号 祭祀坑 几

个 问 题 的 研 究 ＞ ， （ 四 川 文 物 ？ 三 星 堆 遗 址 研 究 专 辑 》 ，
１ ９ ８９

年 。

？杨 荣 新 ： 《 巴 蜀 文 化 与 历 史 国 际 学 术 讨论 会 综 述 》 ，

《四 川 文物 》 １ ９９２ 年 第 ４ 期 。

？三 星 堆 管委会 ２００４ 年 曾 在原 有 的 两个 祭祀坑之 上 ，

复 原 了
一

个 参观现 场 ， 整 个 院子 正 好把 祭祀 区 全 部 覆 盖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２ 月 在复 原现场 的 围 墙 之 外 ，
勘探 到 了三号坑 的

一

角 ， 在摸到 了 青铜 大 口 尊之 后
，
把 复原现场 的建筑物和院子

全部拆除 ， 才新发现 了 六座 祭祀坑 。 可谓 是恰逢 其时 ， 它们

的 出 世 ，
正赶 上 了

“

中 国 考古 学 的 黄金时代
”

，
从而促成了 这

次举 世瞩 目 的 高 水准 的
“

三 星堆大发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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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５６ 年 第 １ 期 ，
第 １

？

８ 页 。

？裴 文 中 、 张森水 ： 《 中 国猿 人 石器 研究 》 ， 《中 国 古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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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电视 台 ２０２ １ 年 ３ 月 、
５ 月 、 ９ 月 对这次三 星 堆大

发 掘进行 了三次现场 直播
，
并 在

一

年 中 的 《探 索 发现 》栏 目

里播 出 了 八集 《探秘三 星堆 》专辑 ，
其 他媒体 的 报 导 不计其

数 ， 极 大地扩展 了三星堆考 古发掘 的 影 响 。

？唐 际根 ： 《

“

祭 祀坑
”

还 是
“

灭 国 坑
”

： 三 星 堆 考 古 背 后

的观点博弈 》 ， 《美成在久 》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６ 期 。

？ 中 国考古学 会会长 、 三 星堆发掘 专家 咨 询 组长 王 巍

２０２ １ 年 ６ 月 ６ 曰 在 南京大学 的 讲演 中
，
在 谈到

“

目 前三 星堆

焦点 问题
”

时
，
认 为

“

三 星堆所 发现 的 这批坑 状 遗 迹应 当 与

祭祀 密切相 关 ， 并 不 是
一

次性 同时埋藏
，
也 不 是敌对人 群摧

毁三 星堆 后埋藏 ；
三 星堆 与 金沙 不存在暴 力性取代迹 象

；
青

铜面具是从 当地人面部特征 出发 ， 基 于现 实 的 神话产物 ；
三

星堆 文化使 用文 字 的 的可能性 不 大 ， 但 不 影 响三 星堆 文明

的地位
”

。

？⑩赵殿增 ： 《 浅谈三 星 堆 遗 址 青 关 山 １

＝

１ 的 结构 与功

能——兼与杜金鹏先生 商榷 》 ， 《四 川文 物 》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３ 期 。

？上述数据 多 采 自 新 闻报 导
，
不一 定很 准确 。

？参见三星堆 祭祀坑考 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３ 曰 在 中 央 电视 台 《考 古公 开课 ？ 百年 考 古大发现 ？ 风

雅颂歌 》节 目 中 的发 言等 。

？？李 伯 谦 ： 《 中 国 古代 文 明 演进对历 史 的八 点 启 示 》 ，

《光 明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８ 曰 。

？？赵殿 增 ：
ａ ． 《 祭 祀坑 ？ 神庙 ？ 神权 国 家一试析三 星

堆 之 谜 》 ， 《 巴 蜀 史 志 ？ 聚 焦 三 星 堆 专 刊 》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５ 期
；
ｂ ．

《略论三 星堆 祭祀坑 》 ， 《美成在 久 》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６ 期 。

？高 大 伦 ： 《三 星 堆 遗址 古 文 明 的 长 度 宽 度 和 高 度 》 ，

《三 星堆研究 》 （ 第 五辑 ） ，
第 ８６

？

９０ 页
，
巴 蜀书社 ，

２０ １ ９ 年 。

？李学 勤 ： 《三 星堆 考古研究 ？ 序 言 》 ，
第 １

￣

３ 页
，
四 川 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李 学 勤 ： 《三 星堆 研 究 ？ 总 序 》 ， 《三 星 堆 研 究 》 （ 第
一

辑 ） ，
第 １

？

３ 页
，
天地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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