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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黄剑华

内容提要 ：
巴文化与 天府文化 ， 都是具有鲜 明特 色 的地域文化 ， 相互之 间 的 关

系 非 常密切 。 两者都既有丰 富 的 历 史地域 内 涵 ， 又有浓郁的人文特点 ， 并与 周 边 区

域有着广 泛而 又活跃的 交流 。 天府文化与 巴 文化 刚 柔相 济 ， 文武兼备 ， 兼容并蓄 ，

在巴 蜀 地 区 的发展历程 中谱写 了 绚丽 多 彩 的篇章 ， 迄今仍 洋溢着充沛 的 活 力 ， 焕发

出 独特的光彩 与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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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巴文化的历史地域特色

巴文化是一种历史地域文化 ， 其历史传承应该始于先秦时期 ， 在秦汉之后有 了新的沿袭

和发展 。 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 四川盆地的北部和东部为主 ， 也囊括周边的一些地区 。 巴文化

有着丰富的历史地域内涵 ， 又有鲜明的人文特色 ， 历史文献对此就有较多的记载 ， 考古发现

对此也给予了很好的揭示 。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部族众多 ， 文献记载透露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 ， 是典型的

多民族地区 。 司 马迁 《史记 》 说
“

西南夷君长 以什数
”

， 其西其北又 以什数 。 汉代班 固在

《汉书 》 中也对此也有相 同记载 。

？
《 尚书 ？ 牧誓 》 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

“

庸 、 蜀 、 羌 、

髦 、 微 、 卢 、 彭 、 濮人
”

，

？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 ， 才有实力 出兵参与伐纣 。 其中 的蜀 当

然是势力最强的 ， 《 战 国策 ？ 秦一 》 就说
“

夫蜀 ， 西僻之国 ， 而戎狄之长也
”

。

③ 巴与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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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 也是相当强大的部族 。 《华 阳 国志 》 说 ， 巴也和蜀一起参加 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

巴 、 蜀的崛起与兴盛 ， 主要是通过部族与氏族之间的相互联姻 ， 或者结成联盟 ， 从而成为西

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 国 。 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述 ：

“

古时的 巴蜀 ， 应该只是一种联盟 ， 巴 、

蜀不过是两个霸君 ， 是这些诸侯中 的雄长 。

”？

蜀 国与巴 国都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 的部族联盟 ， 但源起并不相 同 ， 部族关系也各有特

点 。 蜀 国的历史 ， 见诸文献记载的 ， 有蚕丛 、 柏灌 、 鱼凫 、 杜宇 、 开明 等朝代 。 譬如扬雄

《蜀王本纪 》 就说
“

蜀之先称王者 ， 有蚕丛 、 柏濩 、 鱼凫 、 （蒲泽 、 ） 开明
”

。

② 常璩 《华 阳 国

志 ？ 蜀志 》 对古蜀早期历史也有简略的记述 ， 说
“

蜀之为 国 ， 肇于人皇 ， 与 巴 同 囿
……历

夏 、 商 、 周 ， 武王伐纣 ， 蜀与焉
”

。

？ 古史中关于蜀 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 ， 给人 以 太多 的传

说与推测之感 ， 但也并非虚构 ， 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 了充分的印证 。 譬如众所周知的四川

广汉三星堆遗址 、 成都金沙遗址 、 成都宝墩古城遗址群等重大考古发现 ， 就揭示了古蜀文明

的悠久与灿烂辉煌 。 关于 巴 国 的源起 ， 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多 ， 同样也有较浓的传说色彩 。 譬

如 《 山海经 ？ 海内经 》 就说巴人乃太皞之后 ，

“

西南有 巴 国 ， 大皞生咸鸟 ， 咸鸟生乘厘 ， 乘

厘生后照 ， 后照是始为 巴人
”

。

？ 常璩 《华 阳 国志 ？ 巴志 》 则说
“

巴 国远世则黄 、 炎之支封 ，

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

。

⑤ 而根据 《后汉书 》 卷八六记述 ：

“

巴郡南郡蛮 ， 本有五姓 ： 巴 氏 、 樊

氏 、 暉氏 、 相 氏 、 郑氏 ， 皆出于武落钟离 山
”

， 后来共立 巴 氏子务相为君 ， 是为廪君 。

？ 在

《世本 》 《水经 ？ 夷水注 》 中 ， 也有类似记述？
。 廪君崛起的时代 ， 文献记载没有细说 ， 但有

一点则是清楚的 ， 廪君蛮可能是 巴人的主体族群之一 ，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氏族与部落 ， 共同

组成了 巴 国 。 常璩 《华 阳 国志 ？ 巴志 》 说巴 国
“

其属有濮 、 赉 、 苴 、 共 、 奴 、 攘 、 夷 、 蟹之

蛮
”

。 由此可知 ， 除 了廪君蛮 ， 还有濮人与资人等 ， 都是 巴 国 的重要部族 。 秦汉时期嘉陵江

流域有善于射虎的板楣蛮 ， 板楣蛮有罗 、 朴 、 昝 、 鄂 、 度 、 夕 、 龚七姓 ，

？ 也是 巴 国 的重要

族群之一 。 传说廪君死后 ， 魂魄世为 白虎 ， 所以 巴人有崇奉 白虎的习俗 。 又因为 巴 国是 由 多

个族群构成的 国家 ， 所以既有崇拜 白虎的 氏族 ， 也有畏惧白 虎和射杀 白虎的部族 。 如果从西

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来看 ， 巴人的发祥之地可能有多处 ， 经过长时期的联盟与联姻 ， 才逐

渐形成了 巴 国 。 到 了文献记载中 的廪君时代 ， 巴 国的历史终于明 朗起来 ， 开始建立政权 ， 并

有 了早期的都城 。 《 华 阳 国志 》 卷一 、 《水经注 》 卷三十三都说
“

及七 国称王 ， 巴亦称王
”

，

那 已是战国时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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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 巴蜀之后 ， 打破了 巴蜀之间的疆域隔阂 ， 将蜀 国和 巴 国都纳人了秦朝统一的版图 。

秦朝对蜀地着重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 的统治方式 ， 相继分封 了三位蜀侯 （王子通 国 、

公子恽 、 公子绾 ） ， 仿照咸 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 、 郫城与临邛城 ， 并从秦国本土往蜀地大

量移 民 ， 常璩 《华阳 国志 ？ 蜀志 》 说秦人认为
“

戎伯 尚 强 ， 乃移秦 民万家实之
”

， 就真实地

记述了这一状况 。 秦灭六 国之后 ， 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 ， 将六 国 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

地 。 这些移民 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 ， 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 了 蜀地 ，

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也带来了致富后的奢侈之风 。 常璩 《华 阳 国志 ？

蜀志 》 说 ：

“

秦惠文 、 始皇克定六 国 ， 辄徙其豪侠于蜀 ， 资我丰土 。 家有盐铜之利 ， 户专山

川之材 ， 居给人足 ， 以富相 尚 。 故工商致结驷连骑 ， 豪族服王侯美衣……此其所失 。 原其由

来 ， 染秦化故也 。

”

正是由于
“

地沃土丰 ， 奢侈不期而至
”

，

？ 所以对后世的 民俗民风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 。 秦朝对 巴人主要采取了联姻与怀柔的策略 ， 来加强对巴地的控制 。 《后汉书 》

说
“

及秦惠王并 巴 中 ， 以 巴 氏为蛮夷君长 ， 世 尚秦女 ， 其民 爵 比不更 ， 有罪得 以 爵除
”

。

？

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 ， 进一步将 巴蜀纳人了统一格局下 的行政管理 ， 将秦初置的 巴 、 蜀 、

汉 中三郡三十一县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 。 秦朝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 了 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

与社会结构 ， 另
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 。 秦朝采取的这些措施 ， 有效地促进

了 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 同时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人了统一后的 巴蜀地区 ， 也促

使并加快了 巴蜀 区域文 明 与华夏文 明 的融合 。 巴蜀 区域文化 由此吸纳和融人 了许多新 的文

化 ， 经过历代传承 ， 形成了许多鲜明 的特点 。

巴人的 习俗与 民风 ， 由 于族群与地域环境的原 因 ， 自 古以来形成 了
一些较为显著 的特

色 。 传世文献对巴人的人文特点 ， 就有许多如实的记述 。

一是质朴敦厚 ， 忠诚好义 ， 多出将

帅之才 。 常琥 《华阳 国志 ？ 巴志 》 说巴 国
“

其民质直好义 ， 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

钝 ， 俗素朴 ， 无造次辨丽之气
”

， 又说
“

巴师勇锐
”

，

“

郡与楚接 ， 人多劲勇 ， 少文学 ， 有将

帅才
”

， 就比较真实地记述了 巴人的这一重要特点 。 在 巴 国历史上有巴蔓子将军 ， 赤忱爱国 ，

忠勇 刚烈 ， 舍生取义 。 据常璩 《华阳 国志 ？ 巴志 》 记载 ，

“

周之季世 ， 巴 国有乱 ， 将军有蔓

子请师于楚 ， 许以三城 。 楚王救巴 。 巴 国既宁 ， 楚使请城 。 蔓子……乃 自刎 ， 以头授楚使
”

。

巴蔓子是巴 国的忠勇之臣 ， 当然不会将 巴 国 的领土拱手送给楚王 ， 于是 自刎以谢楚使 ， 被称

为是巴 国历史上典型的千古忠烈人物 。

“

若蔓子之忠烈 ， 范 目之果毅 ， 风醇俗厚 ， 世挺名将 ，

斯乃江 、 汉之含灵 ， 山岳之精爽乎 。

”③ 二是奋勇争先 ， 有勇 武之风 。 三是粗犷豪迈 ， 有乐

观精神 。 据常璩 《华阳 国志 ？ 巴 志 》 记载 ， 巴 、 蜀 曾
一起参加 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

“

巴师勇锐 ， 歌舞以凌殷人
”

， 这种 尚 勇之风在汉代仍有突 出表现 。

“

阆 中有渝水 ， 赉民所居

水左右 ， 天性劲勇 ， 初为汉前锋 ， 陷阵 ， 锐气喜舞 。 帝善之 ， 日 ：

‘

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

’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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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乐人学之 ， 今所谓
‘

巴渝舞
’

也 。

”

《后汉书 》 卷八十六对此也有相同记述 。

① 四是天性豁

达 ， 不畏险阻 ， 随遇而安 ， 有坚韧随意的性情和吃苦耐劳的 民风 。 常璩 《华 阳 国志 ？ 巴志 》

说巴之涪陵等地 ，

“

土地山 险水滩 ， 人多戆勇
”

， 便反映了 巴人的这个特点 。 自 古以来 巴地沿

江的纤夫 ， 水陆码头的背夫 ， 都以吃苦耐劳而闻名 。 为 了便于同周边往来与贸易 ， 在 巴地周

围的崇山峻岭之间修筑道路 、 开通栈道也多是巴人所为 ， 以上都生动地展现了这种 民风与性

格的特点 。 正如司马迁 《史记 ？ 货殖列传 》 记述 ， 秦陇与巴蜀之间很早就有商贸往来 ， 虽然

险阻甚多 ， 交通不便 ， 却
“

栈道千里 ， 无所不通
”

，

？ 便是很好的例证 。 五是特别喜欢音乐

歌舞 ， 增添生活 中 的乐趣 ， 古代著名 的
“

下里巴人
”

与
“

巴渝舞
”

就曾广为流传 ， 在历史上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文选 》 刊载的宋玉 《对楚王问 》 说 ：

“

客有歌于郢 中者 ， 其始 曰下里 巴

人 ， 国 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

”③ “

下里 巴人
”

是古代 巴 、 蜀地区的通俗歌曲 ， 在楚地得到 了人

们的喜欢 ， 可见其流传甚广 、 影响很大 。 还有
“

巴渝舞
”

， 在汉代不仅为宫廷所重视 ， 同时

在民间也很盛行 ， 川东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上就描绘和刻画 了 巴人动作劲勇 、 刚健有力的舞

蹈情景？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巴人生活的区域 内 ， 从古至今与生产劳动 、 手工制作 、 节庆活

动等相关的 民俗也是丰富多彩的 ， 其中有很多民俗已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洋溢着独

特的神韵 ， 迄今仍充满活力 ， 令人赞叹 。

概而言之 ， 巴文化的元素 ， 是 巴人血脉里的遗传 ， 不仅在 巴人的衣食住行以及 日 常生活

中有生动的展示 ， 也体现在巴人的性情与言谈举止之中 。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 以说 ， 巴文化蕴

藏 了 巴人生活 区域内 的重要文化基因 ， 由 于地域与族群的原因 ， 自古就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

风民俗 ， 代代相传 ， 耳濡 目染 ， 历久弥新 。

二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的关系

巴与蜀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两大部族联盟 ， 由 于地域相近 ， 在文化习俗方面有很多相同之

处 ， 古人常将巴蜀连称 ， 可见二者关系非 同一般 。 常璩 《华阳 国志 ？ 巴志 》 记述 ， 中 国按地

理可分为九囿 ，

“

华阳之壤 ， 梁岷之域 ， 是其一 囿 ， 囿 中之国则 巴蜀矣
”

， 大禹治水 、 划分九

州 岛的时候 ， 就
“

命州 巴 、 蜀 ， 以属梁州
”

， 后来大禹
“

会诸侯于会稽 ， 执玉 帛者万国 ， 巴 、

蜀往焉
”

。 又说
“

周武王伐纣 ， 实得巴 、 蜀之师
”

。

⑤ 这些记载说明 ， 巴蜀在先秦时期关系是

比较密切的 ， 在地理上属于同一区域 ， 在与华夏交往等重大事务 中通常属于同
一战线的同盟

国关系 ， 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 。

我们常说巴 山蜀水 ， 巴蜀 自 古 以来在 自 然环境方面就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 巴人的生存

①参见 （晋 ） 常璩撰 ， 刘琳校注 《华 阳 国志校注 》 ， 第 ２ １ 页 ， 第 ３ ７ 页 ， 巴蜀书社 ， １ ９ ８ ４ 年版 。 参见 （南朝 宋 ） 范

晔撰 《后汉书 》 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 》 ， 中华书局校点本 ， 第 １ ０ 册第 狀 ４ ２ 页 ， １ ９ ６ ５ 年版 。

② 参见 （汉 ） 司 马迁撰 《 史记 》 卷
一百二十 九 《货殖列传 》 ， 中华 书局校点本 ， 第 册第 ３ ２ ６ １

？

３ ２ ６ ２ 贞 ， １ 奶 ９ 年

版 。

③ 参 见 （ 南 朝梁 ） 萧统编 ， （唐 ） 李善注 《 文选 》 ， 中册第 ６ ２ ８ 贞 ， 中 华书局 ， １ ９ ７ ７ 年影印版 。

④ 参见 《 中 国美术分类全集 ？ 中 国 画像石全集 》 第 ７ 册 《 四 川 汉 １闻 像石 》 ． 阁 三 七 ， 图 一 六 四 ． 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

河南美术 出版社 ， ２ ０ ００ 年版 。

⑤ 参见 （晋 ） 常璩撰 ， 刘琳校注 《华 阳 国志校注 》 ， 第 ２ ０
？

２ １ 页 ， 巴 蜀书社 ， 丨 ９別 年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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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都是山地与丘陵 ， 而蜀人主要生活在肥沃的成都平原与周 围的浅丘坝子 ， 由此形成了

生活习俗方面既有相 同之处又有差别的特点 。 巴蜀地区有着不同的 民风与人文特色 ， 这与 自

然环境的滋养 ， 以及文化基因 的遗传 ，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譬如 巴人的彪悍与蜀人的温

和 ， 巴人的 尚武与蜀人的好文 ， 巴人讲究辛勤节俭与蜀人喜欢悠闲享乐 ， 巴人的性格 比较外

向而阳刚 ， 蜀人的性情 比较适意而阴柔 ， 就是 比较明显的差别 。 两者虽然有不同 ， 却又互相

渗透 ， 相互影响 ，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特别是在秦并巴蜀之后 ， 将 巴蜀纳人了统一格局下

的行政管理 ， 加速了华夏文明与 巴蜀区域文化的融合 ， 也进一步密切 了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

关系 。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关于天府文化的概念 ， 应该是包含 了历史继承 、 地理环境 、 行政区域

等内容与要素的 。 从性质上讲 ， 天府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 ， 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成都平原

为主 ， 并向 四周延伸 ， 包括四川盆地 ， 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 ， 逐渐形成了鲜明 的文化特

色 。 如果寻本溯源 ， 其源头应该是古蜀文明 。 也可 以说 ， 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

在 ， 又与天府文化有着源流关系 。 我们过去讲巴蜀文化 ， 主要说的是先秦时期 的地域文化 ，

而天府文化主要是秦汉 以来在全国大一统行政格局下形成的地域文化 ， 承前启后 ， 继往开

来 ， 在人文 内涵方面 ， 融汇古今 ， 具有更为具体而深厚的 内容 ， 既有历史地域文化的继承和

弘扬 ， 更有当今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 以前所谓 巴蜀文化 ， 其 自 然地域范围 比较宽泛而笼

统 ， 是包括了 巴 、 蜀两地 ， 将成都和重庆等地都囊括在 内的 。 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 ， 在行政

上与 四川分而治之 ， 于是提出 了 巴渝文化的概念 ， 对重庆行政区域范围 内 的地域文化做了 比

较具体的界定和新的诠释 。 现在成都和四川提出天府文化的概念 ， 以此作为成都平原和 四川

盆地的地域文化命名 ， 与 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域的划分相一致 ， 也是很有道理的 。 在一定意义

上讲 ， 以前说巴蜀文化 ， 充分显示 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 的灿烂辉煌 ， 现在说天府文化 ， 更具

有与时倶进 、 创新发展的特色 。 在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方面 ， 天府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也更加

准确 ， 在文化内涵上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 也更能彰显成都平原与 四川地域文化的魅力 。

天府文化既有 自 身鲜明的特色 ， 又有很强的包容性 。 天府文化的特点 ， 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
１ ． 悠久的历史传承是天府文化的基础 ， 其中包括古蜀时期 的缘起 、 秦并巴蜀之

后的作为 、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积极意义 、 诸葛亮治蜀的影响以及后来的社会变化与商贸发

展 。
２ ． 治水精神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 ， 从大禹 治理岷江水患 ， 到李冰建造都江堰 ，

由此水旱从人 ， 时无荒年 ， 成都平原成了名 副其实的天府之 国 。
３ ． 人文的绚丽与厚重是天

府文化的主要 内涵 ， 包括神话传说 、 精神崇 尚 、 信仰观念 、 文化习惯 、 民俗传统等 ， 自古以

来就富有特色 。 又譬如昆仑仙话的起源 ， 道教的发源地 ， 都与岷山之域有着密切关系 。 此外

从衣食住行到生活 习 俗 ， 从传统观念 到思想 文化领域 ， 都有很多精妙而又 独 到 的特点 。

４ ． 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天府文化的重要动力 ， 汉代文翁在蜀郡大力兴办学校 ， 人才大量

涌现 ， 《汉书 ？ 地理志 》 说
“

文翁为蜀守 ， 教民读书……及司 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 ， 以文辞

显于世 ， 乡党慕循其迹 ， 后有王褒 、 严遵 、 扬雄之徒 ， 文章冠天下
”

，

① 由 此而开创 了一代

新风 ， 使蜀地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 昌盛的地区 。 五 、 成都是天府文化最重要 的汇聚之

① 参见 （ 东汉 ） 班固撰 《汉书 》 卷二十八 《地理志 》 ， 中华书局校点本 ， 第 ６ 册 ， 第 １ ６ ４ ５ 页 ， １ ９ ６ 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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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成都的 昌盛不衰 ， 其中最重要的奥秘 ， 就是得益于天府文化的滋养 ， 使之历久弥新 ， 始

终保持着 自 己 的城市个性特色 。 譬如成都的休闲特色 ， 城市的舒适感觉 ， 汇聚与包容的城市

风气 ， 知快守慢的生活节奏 ， 兼容并蓄 的生活方式 ， 以及其与时俱进 、 面向 未来的开放心

态 ， 就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 。 成都也因之成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 ， 或者走了之

后还想再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大都会 。 天府文化的特色和吸引 力 ， 在成都可谓获得 了最

为充分的彰显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虽然各有特色 ， 相互之间 的关系却非常密切 。 在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

来和文化交流中 ， 长江上游与 中下游的舟船往来 ， 秦陇与 巴蜀之间 的栈道通商 ， 还有南丝路

上的远程贸易 ， 都是古代巴 、 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 。 在农业生产方面 ， 也历来是互利合

作的 ， 常璩 《华阳 国志 ？ 蜀志 》 说古蜀时代杜宇教 民务农 ， 当时的 巴 国也受到 了很大的影

响 ，

“

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 ， 迄今巴 、 蜀 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

， 由此使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与

经济文化都变得繁荣 ， 这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最好例证 。 除了悠久的历史传承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也是相互渗透 、 互相交融的 。 历史上有
“

三 巴
”

之说 ， 反映了 巴文化分

布的区域实际上是比较宽广的 。 常璩 《华阳 国志 ？ 巴志 》 记述 ， 东汉末益州牧刘璋将古巴 国

之地分置为巴东 、 巴郡 、 巴西 ， 各任太守 ， 是为
“

三 巴
”

，

① 就说明 巴人生活 的 区域 由 东至

西空间跨度很宽 ， 巴文化也并不局限在一个行政管理范围之内 。 后来经历 了多次改朝换代 ，

巴蜀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也常有变化 ， 而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 民俗民风则依然如故 ， 传统的

生活方式与 习俗也
一直保留 。 到 了现代 ， 虽然重庆成了直辖市 ， 但历史上很多传统的 巴人区

域仍在四川 的范围之内 ， 像巴 中 、 达州等地都有浓郁的 巴文化特色 。 嘉陵江流域与渠江流域

在古代都是巴人的主要活动与栖居之地 ， 其中也大都属于四川管辖的范围 。 正是这种历史的

沿袭与地域环境相近的原因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总之 ， 巴文化与 当今倡导的天府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都是经历

了漫长岁 月 发展的历史地域文化 ， 同时也是在现代生活 中依然发挥着 巨大作用的传统地域文

化 。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既有悠久的传承发展 ， 又有不断的演化创新 。 我

们对传统的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有益于我们 了解其源流与根脉 ， 也有

利于发挥传统文化在 当今社会的积极作用 ，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三 、 弘扬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作用和意义

如何准确认识和评价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的历史地位 、 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 如何更好地

倡导与弘扬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积极作用 ， 也是一个值得思索和掂量的 问题 。 我认为大致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略作概括和评述 。

首先是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在历史上 的地位 。 成都平原和 四川 盆地是 中 国 富饶的 内 陆地

区 ， 在商周时期这里 已 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 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 中心 ； 而且很早就出现

了早期城市文明 的曙光 ， 开始 了 内陆农业与城市 文明相结合的漫长而兴旺的发展历程 。 古蜀

① 参见 （ 晋 ） 常璩撰 ， 刘琳校注 《华 阳 国志校注 》 ． 第 １ ８ ２ 斑
＇

， 第 Ｓ ５ 贞 ． 巴 蜀 书社 ， １ ０Ｍ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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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的辉煌与同时期的 中原文明遥相呼应 ， 证明 了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 中华文 明 的摇

篮 ， 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 、 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 同谱写 了重要的篇章 。 从秦汉 以

来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 已成为特色鲜明 的地域文化 ， 在中 国历史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成

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既是中 国 的大后方 ， 也是中 国 的后花园 ，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曾不止一次展

现出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也不止一次滋润了历史的进程 ， 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 巨大作用 ， 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其次是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 中 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国 ， 有着悠

久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 ， 在当今的传统地域文化中 ， 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依然 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 无论是鲜明 的个性与深厚的 内涵 ， 或是巨大的凝聚力和立足西南面向世界的辐射作

用 ， 都生机勃勃光彩耀眼 ， 正在继续谱写着绚丽多彩的篇章 。 关于 四川 和重庆的建设发展 ，

从古至今都离不开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 在当代尤其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 。

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城市与 乡镇的灵魂 ， 对于城市与乡镇来说 ， 表面繁华并有深厚而绚丽

的文化内涵就会充满魅力 ， 如果只有浮夸而没有文化内涵那就是肤浅而空心的城市或乡 镇 。

我们现在强调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 而最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 ， 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 而

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 ， 通常都是和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交融在一起的 ， 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发

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 我认为弘扬优秀 的传统文化 ， 充分发挥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的积极作

用 ， 其重要意义至少可 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
１ ．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有利于加强文化 自信 ，

会促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基因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 这不仅涉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 也

关系到树立正确 的建设发展理念 ， 有利于在当今社会生活 中充分彰显 良好的地方文化品质 。

２ ．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有利于人才的涌现与才智 的汇聚 ， 有利于增强建设发展的软实力 ，

从而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之中充满活力 ， 为城市与 乡 镇的建设发展带来新气象 。 ３ ． 弘扬

优秀的传统文化 ， 有利于扩大区域之间 的文化交流 ， 有利于资源共享 、 互利合作 ， 也有利于

拓展区域合作平台 ， 提升综合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 总之 ， 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会使城

市与 乡镇充满正气 ， 更加精神焕发 ， 人才济济 ， 更加兴旺 ， 这应该是城市与乡镇繁荣发展的

正道 ， 是值得认真而积极倡导的好思路 。 所以重振和弘扬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 ， 对当代成都和

四川 的建设发展 ， 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再者是如何弘扬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 。 在 当代社会生活 中 如何使天府文化发挥更好的作

用 ， 这也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个话题 。 我相信 ， 从大的方面来说 ， 有几点特别值得关

注 。

一是重视教育 ， 充分发挥成都与 四川 自 汉代以来重视教育的引领优势 ， 这是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的精髓所在 ， 也是弘扬天府文化与 巴文化最为关键的环节 。 二是重视人才 ， 既要广招

贤能之士 ， 又要重视人才培养 。 只有人才济济 ， 才会使各项事业都 占据优势 ， 带来更加兴旺

繁荣的发展 。 三是重视文化创新 ， 包括文学艺术领域要鼓励多出精品佳作 ， 使成都与 四川再

次成为文运勃兴之地 。 四是城市与 乡镇建设要更加重视人文特色与环境保护 ， 为人们提供更

好的宜居环境 ， 积极倡导更加健康绿色的 良好生活方式 ， 同时也要特别倡导和谐 、 友善 、 诚

信 、 奉献的价值观 ， 大力倡导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精神 ， 进一步彰显 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

五是在旅游业的规划与发展 中 ， 也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 的积极作用 。 文化不仅是城市 的灵

魂 ， 也是旅游之魂 ， 有 了特色鲜明 的地域文化 ， 才能充分彰显当地的个性与魅力 。

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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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资源要吸引人 ， 除了独特的山水与 自 然风光 ， 关键还是文化的魅力 。 六是重视天府文

化与巴文化的协同合作 ， 以及同其他区域文化之间 的交流互动 ， 形成 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 ， 及时改进 自 己 的不足 ， 这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社

会兴旺之道 。 只有开放与交流的文化 ， 才会海纳百川 ， 永远充满活力 ， 始终朝气蓬勃 ， 保持

良好的发展势头 。

总而言之 ， 巴文化与天府文化 ， 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 ， 关系非常密切 。 两者既

有丰富的历史地域内涵 ， 又有浓郁的人文特点 ， 并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而又活跃的交流 。 天

府文化与 巴文化刚柔相济 ， 文武兼备 ， 兼容并蓄 ， 自古以来在巴蜀地区 的发展历程中谱写了

绚丽多彩的篇章 ， 迄今仍洋溢着充沛的活力 ， 焕发出独特的光彩与魅力 。 在成都和四川未来

的发展中 ， 天府文化与巴文化仍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

（作者单位 ： 四 川 省 文物考古研 究 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