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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三星堆考古大棚 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文化从未失落
它是多元一体的最好样本

城里那些古蜀民
离世之后
真的灰飞烟灭了吗

三星堆红，红的

是这 8 个坑，以及 8
个坑带来的无穷无

尽的猜想。

我们都想知道，
3000 多年前的那一

日或几日，古蜀国的
人烧了什么？坑是

同时埋的吗？为什

么烧？为什么要砸

烂坑里的宝贝？

前两个问题，我
们正在一步步靠近

答案，其他问题，或

许很久都无法解开。

但是，考古学家

对于未解之谜的思
考，从未停止。就像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这35年来，始终没有
中断。

20 世纪 80 年代
至今，通过开展大规

模调查勘探和发掘
工作，考古队员陆续

发现了三星堆古城、

月亮湾小城、仓包包
小城、青关山大型建

筑基址等重要遗迹，
不断明确了三星堆

遗址分布范围、结构
布局。

当然，考古发现

得越多，问题也就越
多。

□ 本 报 记 者 马 黎

通讯员 郭楠

为什么坑的“个性”差别这么大

35 年来，三星堆的 1 号、2 号坑是否

是“祭祀坑”，为何始终有争议？因为“祭

祀坑的性质决定了三星堆的性质”，如果

三星堆是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古城，那它

就是古蜀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一周前的发布会上，北大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孙华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所有

的坑都不是祭祀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

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就连领队和执行领队的观点也不一

样。雷雨认为 8 个坑都是祭祀坑。而冉

宏林认为，只有两个是纯祭祀坑，其他 6

个坑，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为什么这么说？6 个坑的大小、深

度、埋藏的器物，有不可忽略的区分。

比如，5 号、6 号、7 号三个坑，挤在一

个方舱里，因为5号和6号是目前最小的，

前者3.5平方米，后者4.1平方米。剩下的

6 个坑，最小的 4 号坑，也有将近 9 平方

米。按照目前的发掘来看，5 号、6 号也是

最浅的，都不足一米。而其他几个坑的深

度差不多，都是 1.4 米到 1.6 米左右，3 号

坑最深，目前是1.8米到1.9米。

更重要的是，埋藏文物的不同。

5 号、6 号坑，只出土了金器、象牙雕

刻的残片。

再点名 8 号坑，这是目前坑群里面积

最大的一座。不仅出现了红烧土块，甚至

发现了墙块、石板碎块，这是与建筑构造

或人工设施相关的遗存，很明显不属于真

正的祭祀器物。

为什么会

出 现 这 种

区分？

我们继续推理——

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某天发生了

一场大火，建筑倒塌，器物被砸坏。但这

些器物很神圣，属于祭祀用器，于是人们

就近挖了很多坑，把器物连同建筑废墟，

一起埋到了坑里。所以，有 6 个坑属于

“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而 5 号、6 号坑，埋藏文物种类单纯，

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

不过，孙华认为，这次的新发现，可能

完整揭示三星堆神庙或祭祀场所的遗

存。因为之前的发现不完整，很多推论有

可能是错误的。

孙华说，这次对新发现的 6 个坑周围

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为我们完整认识当时

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宇宙观念，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为什么35年来没声息

古城里，总有一些河道，永不停歇。

在杭州良渚，5000 年来，良渚港一直

在那儿，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四川广汉，

马牧河从西向东，贯穿全城，三星堆建城

以前，它就在，至今依然还在。

“三星堆”，其实就是遗址内的三个黄

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

隔着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

名。后来，考古发掘证实，这三个土堆实

际上是一道长条形的城墙，遭后期人类活

动破坏后形成三个堆子。

在三星堆半个土堆处，往西南方向

300 米，便是祭祀区，8 个坑的所在之地，

总共才 1 万平方米左右。而整个三星堆

遗址有 12 平方公里，镜头再拉近，整个城

址合围的区域，有 3.5 平方公里。最吸人

眼球的祭祀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很多人问，距离 1986 年的考古大发

现后，这35年来，为什么没声没息了？

不是没声没息，只是，普通人很

少关注三星堆城。

冉宏林和前辈一直在找

城 的 遗 迹 。 2011 年 至

2018 年，考古人员通过勘

探和发掘，有了一系列发

现，确认了 5 道城墙，外廓

城由于北城墙的发现而得以

彻底闭合，在外廓城还闭合出三

个小城。城的形成时代并不相同，

三星堆城址原来是“一大多小”的布局。

发布会上，雷雨说，目前已经初步明

确三星堆遗址的三重城圈格局，从里到外

分别是：第一重，月亮湾小城；第二重，南

界为三星堆城墙；第三重，南界为南城墙，

不同的分区，代表了不同的营建年代。

这也是三星堆古城不断扩建的结

果。第一重城圈，是刚建月亮湾小城时，人

们就建了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以及疑似的

工业作坊区，相当于宫城。第二重城圈，目

前能看到普通的居住区，相当于郭城的概

念。至于第三重城圈，目前还在发掘中。

为什么越挖越糊涂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从未发

现过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冉宏林说，有一

种可能性是，三星堆人不实行土葬。不仅

三星堆遗址，在整个成都平原的同时期的

文化里，大约超过 50 个遗址，都没有发现

比较集中分布的墓葬区。

当时，三星堆的城里也住着上万人

口，他们死后，葬在何处？如果当时的人

是火葬或水葬，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他

们。

很多杭州人可能也会好奇地问，这次

发现的玉琮跟良渚有关系吗？其实，这只

玉琮一点都不“良渚”——正方体，素面，无

分节，更没有神人兽面像。

6 个坑的发掘还没有结束，7 号、8 号

坑才刚开始。很多人期待，6 个盲盒的全

部拆开，是否能回答以前没有解决的难

题，比如三星堆标志性的青铜器，究竟在

哪里铸造，铜料的原产地在哪里？

冉宏林说，此前有学者对青铜器做过

很多来源分析，但没有统一结论。

从风格上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有中原风格，也有本地风格，比较混搭。

比如，殷墟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罍、玉璧、

玉戈等，在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了型制相

似的器物，但是三星堆的青铜器更接近长

江流域很多遗址的同类器，而不是直接来

源于中原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

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

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

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

孙华说，三星堆文化不是凭空产生

的，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它从

来没有失落过，一直延续下来。它的产

生，也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比如西亚北非

过来的，它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子体与母

体的关系，它来自于长江、黄河的文明，来

自于二里头文化。

所以，三星堆文化一直在学习、在模

仿，也在创造，最后形成了具有自己文化

特点的东西。它后来转化为十二桥文化，

又转化成巴蜀文化，然后融汇到秦汉文化

里面，成为多元一统的一个最好的样本。
华西都市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