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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
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
显著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在神权与王权
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重
要源头。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形态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程中成为汉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
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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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三星堆等大量考古发现表明�蜀地曾有一个特色鲜明的古代文明。它与中原等地的早期
文明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性。从地域上看�古蜀文明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
有时延伸到三峡内外、云贵高原、汉中等地。从时间上讲�古蜀文明大约从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到2000年前的西汉初期�可分为宝墩文化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距今约4000—3200年 ）、十二桥文化 （金沙遗址等�距今约3200—2600年 ）、
晚期巴蜀文化 （约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 ）、与秦汉文化融合 （约公元前316至公元前100年
左右 ）等五个阶段〔1〕。在这广阔的时空框架里�古蜀人创造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的早期文
明�最终汇入了华夏文明之中。正确认识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有助于深入探讨它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
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
四川盆地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内陆盆地�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里气候温暖�

雨水充足�四季常绿�加之资源丰富�物产繁荣�动物众多�“有璧玉、金、银……桑、漆、麻、纻之饶 ”〔2〕�自
古就被誉为一方乐土。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引者按：即成都平
原 ）�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
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一派天国
胜境。《史记·货殖列传》称 “巴蜀亦沃野�地饶 ”。 《华阳国志·蜀志》说这里 “地称天府�原曰华阳 ”�
“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
古蜀人在此经营多年�形成了一套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方式。农作物有稻、麦、黍、稷、豆、

芋；园艺有 “四季瓜果 ”；牲畜有鸡、犬、猪、马、牛、羊；采集有药材、蕨、藻；狩猎有犀、象、熊、鹿〔3〕�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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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物为主的稻作文明。我国的水稻种植大约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4〕�在江西、浙江、湖南等地已
发现了七八千年前乃至上万年的水稻标本。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 （三星堆一期文化 ）
受到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强烈影响�水稻作物可能是这时传入的�并逐步形成典型的稻作文明。

从三星堆文化的经济情况看�经过上千年的长期定居�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使用着多种耕作工具�也
有一定的防洪和灌溉技术 （早期城墙沟濠多与防洪用水有关 ）。大量的酒器的发现�既反映了酿酒技术
的发展�也表明有较多的粮食剩余。成堆的兽骨�表现出畜牧业的发展。宏大精美的青铜器群�规整细
致的玉石礼器�反映了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等技术高度发达�冶炼、铸造、连接技术先进�具有相当大的规
模和很高的水平。从泥范和石器半成品看�制作的作坊就在遗址群内。制陶业继续进步�并形成自己一
套造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夯土、土坯砖、木构梁架的使用表明�建筑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三星堆出
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品�众多的装饰品�礼器和祭祀用神器�证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
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海贝、玉石璧瑗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开始�财产
和货币的占有逐步集中。器物群中多种文化因素和遥远的海洋产品的发现�说明贸易和交通也取得很
大发展�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已开始。绘画、雕塑、装饰和多种礼仪用品的发现�表现了三星堆时期美
术、舞蹈、音乐等方面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些出土文物反映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动物、植物乃至物理、
天文、数学等方面有了相当水平的观察和认识�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不少科学技术成果〔5〕。

这种稻作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协调�较好地利用了自然条件�又较少地
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才有 “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
有百兽�相群爰处 ”的天府之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二、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
古代蜀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文献�他们的传说故事散见于汉晋前后的某些书籍之中�比较杂乱�

而且多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古蜀文字尚未破译识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
蜀文明的神奇特色�具有一种适应自然与环境相协调的良好人文传统。

关于文献古籍中的蜀史传说�前辈学者已做过较好的整理〔6〕。传说蜀人在远古时期就与黄帝、颛顼
等中原部落首领有关。《史记》云 “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 ”�蜀山氏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蜀人首领之
一。《蜀王本纪》云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 （杜宇 ）、开明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
又次者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 ”。 《蜀记》云 “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 （杜宇 ）以
来�传授始密 ”。 《华阳国志》云 “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直到公元前316年蜀被秦所灭�蜀国已有自己
数千年的发展史。

蜀史传说中一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如蜀山氏只知其与 “蜀山 ”有关。蚕丛氏蜀王以 “纵目 ”为
突出特征�着 “青衣 ”为神�或曾教民养蚕。鱼凫 “田于湔山�得仙 ”。 《蜀王本纪》云 “此三代各数百岁�
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杜宇氏 “从天而下�自称望帝 ”�死后化为杜鹃。开明王鳖灵 “死�其
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杜宇神之�以为相 ”。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

这种以神话传说形式出现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蜀人具有与自然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他
们的祖先可能来自山区�对大山有一种本能的依赖和崇拜�死后 （失败后 ）也往往是 “升西山隐焉 ”〔7〕。
他们与大自然长期和睦相处�部落首领多以鸟兽为名�如柏灌、鱼凫、杜宇�可能都是鸟名或鱼鸟合名。
他们从事采集、渔猎、稻作农业生产�因而在古史中留下了许多与动植物相互交融乃至互相转化的传说�
反映出原始宗教信仰习俗与历史故事相互渗透的文化面貌。蜀人的历史正是在这种适应和尊重自然的
传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
在3000至4000年前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三星堆已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从政

治体制社会性质看�三星堆繁荣期反映出一个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城区�面积仅
次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居全国前列。城区有密集的建筑�有一组建筑面积达数百平方米�虽然还不能
确定是宫殿�但它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能。祭祀坑多处发现�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三星堆经常举行大型
祭祀活动�祭天地祖先�以此表示主持者具有代表公众讲话的权威。出土的金杖上有带王冠的头像和鱼
鸟图案�是国王的权杖�或许就是鱼凫王的标志。三星堆可能就是古蜀鱼凫王的都邑。私有财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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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财富的集中�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兵器、礼器的出现�反映了政权的力量。三星堆遗址内曾发现两
个反缚跪立的石象�是当时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佐证之一。大量资料证明�三星堆遗址可能是早期蜀国的
一座都城〔8〕。

这个早期文明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可能是一个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三星堆遗
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这里是一个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主的古蜀文明中心。遗址中除了生活用品之外�
还出土了大批祭神用的祭器和礼器�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发掘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两坑共
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1800多件�包括立人像、大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祭山图玉璋等珍宝�反
映出当时存在着以太阳、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鱼为突出表现的图腾崇拜；以 “眼睛崇拜 ”形
式表现出来的对 “纵目神 ”蚕丛的祖先崇拜；并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原始宗教活动�
建成以神权为主体的早期国家�形成三星堆古国的一个重要特征〔9〕。古人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三星堆古国的祭祀器物丰富�而兵器极少�即使有玉戈、齿援铜戈等器物�也质地碎弱�未曾开刃�成为礼
器和祭器。

除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外�三星堆遗址内外还发现过四五个埋藏玉石礼器的土坑�如月亮湾器物坑、
仓包包祭祀坑、高骈乡器物坑、盐亭县麻秧乡器物坑等�我曾提出它们也应是祭祀坑�在1990年初的两
篇文章中做过初步分析〔10〕。这种观点逐渐得到认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如2000年月亮
湾发掘出七八座形状各异的土坑�内存完损不等的大量器物。有的浅圆坑中放满红烧土块、碎陶器和
璧、琮、瑗等玉石礼器残件；有的长方形坑中放置100多件小平底罐等较完整的陶器；有的在很浅的圆坑
中部堆放各类陶器�已突出于坑口�可能是平地堆埋的。这些坑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窖藏�还不同于盛垃
圾的灰坑。我们当时就认为它们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参考近两年金沙遗址中心的祭祀区中土坑和地
层中器物出土的情况�将月亮湾发现的器物坑定为祭祀坑应是可以成立的。联想到1980年以来三星堆
遗址发现的众多红烧土坑、浅器物坑、灰坑的相似情况�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许多形式与等
级不同的祭祀坑�它们可能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

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与生态环
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
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显著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
统、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
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形态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
程中成为汉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四、用人物造型来展示权威———艺术传统
三星堆尚未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和可靠的历史记载。它的大量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一批具体形象

的造型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重视人像及动植物造型的习俗�用人物造型来展示权威�是古蜀文明又一
个显著的艺术特征。

根据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报告分类统计�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具有造型艺术风格的文物六七百件。
其中青铜人头像57件 （包括戴金面罩的6件 ）�大小人像20多件 （有些组装在神器之上 ）�人面具25
件�兽面具9件�铜树6件�神坛神殿5件�龙、虎、鱼、鸟等动物雕像或饰件100余件�还有太阳形器6
件�铃铛挂饰185件�“眼 ”形饰件109件。金器中有虎、鱼、杖等数十件。玉器中也有鱼形璋、鸟形璋等
上百件雕塑作品。加之大量的青铜、玉石礼器�组成了一个宠大的造型艺术宝库。

最令人惊叹的是数十件大小不等的青铜雕像作品�包括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铜树和鸟兽造型。
古国先民们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组装等艺术手法�使之产生出强烈而生动的艺术效果。又如金杖上
的鱼、鸟和人头像�线条准确�形象生动。玉边璋上的一幅 “祭山图 ”�用极细的线条刻绘出22个人物
像、16座大山�以及云层、祭器等等�具有完整的绘画构图和主题思想。

三星堆古人的信仰习俗�三星堆古国的权威�大都是用动植物或人物造型展示出来的。太阳轮、大
山、神树等�可能是自然崇拜的象征物；形态多样的各类动物�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图腾崇拜的
表现；巨大的面具和眼形饰件�表现了神灵的奇异与威严�或许就是祖先神蚕丛的神像；与真人大小相仿
的人头像�既有人的形态�又有神的气派�可能是一群具有通神能力的巫师和首领；而那具2∙6米高的全
身大铜像�其突出的装束、体量、动作和材质�表明它具有超凡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是群巫之长�用指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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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活动展示出高度权威；具有综合表现方式的铜树、神坛和 “祭山图 ”玉边璋�更是表达了丰富的崇拜习
俗�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这一朵古代艺术上的奇葩�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艺术上�都有待人们去研讨。从思想内容看�这是古代
蜀人 “万物有灵 ”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习俗的表现。关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艺
术本身起源于巫�因为艺术旨在施行某种巫术来招引部落赖以维生的动物。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普遍成
立�至少在三星堆巫师主持的祭祀活动中�优美的艺术造型起着召唤各种神灵的作用。正像秦汉时期神
仙思想促进了汉画艺术的成熟�南北朝隋唐佛教盛行使石刻造像艺术达到顶峰一样�三星堆原始宗教信
仰造就了丰富灿烂的古代巴蜀造型艺术�这种善长形体塑造的艺术作风�是巴蜀古代先民自然而淳朴的
精神面貌的体现�又形成了四川造型艺术发达的传统艺术风格。这一传统在汉代丰富的陶俑画像、唐宋
神奇的石窟造像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五、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开放与创新
三星堆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成份有机汇合而成的�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 “三星堆古国 ”的社

会结构特点。三星堆出土文物有不少形制奇特�不仅在四川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较为罕见。还有些
器物似乎又与其他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中原、东南、西南、乃至西亚都有一定关系。有的论者以其中
某一些特征为据�就推测三星堆文化来源于某个族系。我们认为�到以祭祀坑为代表的三星堆古国繁荣
期�该文化至少已在本地存在发展1000多年�其主体为本地土著文化应是肯定的。多种文化的存在�特
别是在祭祀坑器物群中汇合�反映的似乎是以部落联盟形式构成的古国的结构特点�是各地各氏族部
落�乃至各民族聚集到一起来形成的文化。他们带来的不同文化�汇合在一处�为三星堆文化所吸收�以
实物形式存留了下来。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铜人和50多件人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似�我们认为它所表现
的是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首领的形象�同时也是各自的宗教首领 （巫师 ）。大铜人全身铜铸�高踞方
形祭台之上�应为 “群巫之长 ”�也就是国王。其他铜像颈下呈三角形尖形�应是装在木质身体之上的�
他们的地位低于大铜像�可能代表了各氏族部落。从头像特征看�大部分与铜人像相同�头戴方帽�颈后
一根长长的独辫�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主体民族集团；但也有十多件有不同的脸形�头饰发饰具有明显
的民族差别�正是不同部落参加会盟的生动表现。这一时期的国家�可能主要以结盟方式和宗教信仰习
俗来维系�其地域范围大约是不明确不固定的�或许尚没有形成明确的国界。这种联盟式的蜀国�主要
可能是以其文化和宗教的力量来吸引远方的部落前来参加盟会。从大量海贝、象牙、金器、玉器的发现�
证明广大西南山区甚至南方沿海�都在三星堆古国的交往范围之内。吸收众多的氏族部落和多种文化�
正是三星堆古国的又一特点〔11〕。

三星堆文化与周围其它文化曾有过某些特定的关系。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骑虎铜人像�经
研究其原型可能是良渚文化中盛行的人面神像�说明两地、两个文化之间曾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12〕；三
星堆铜牌饰和陶器群的研究证明�它与河南二里头文化有过密切的关系〔13〕；三星堆铜器群和玉器群研
究证明�它与商文化有过直接的关系〔14〕；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金杖、金面具、神树等可能与西亚文明有
某种的关系〔15〕；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则与西南及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关系〔16〕。我认为这些关系都
可能存在�其具体程度和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要分别做具体分析。它们至少说明影响三星堆文化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抓住某个因素就说三星堆文化是从哪里传来的。应当说高度发达的三星堆
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撞击与融合的结果。具体分析它与各种文化的关系�将有助于多层面、多角度地
揭示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三星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正是通过吸收汇纳多种文化才得以形成并
发展繁荣起来的。

造成这种融合现象�可能有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宗教信仰和
祭祀活动形成的联系�可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星堆古城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
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族群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
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
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外来文化的加
入又大大促进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
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已经成为了一个兴盛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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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祭祀中心�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它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多元
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吸收众多外来因素时�进行了实质性改进和创新�才创造出独具特色而又光彩夺
目的古蜀文明。

六、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神奇与落伍
三星堆时期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

烂文明。这时的首领国王大约是以巫师和 “群巫之长 ”的面貌出现的。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遗址多祭
器礼器而少有兵器�即使出现有玉戈、石矛、齿援铜戈等�也只具有礼仪性质。最早的巴蜀式兵器集中出
现在与中原文化交界的汉中———宝鸡地区�那里可能曾是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的前线阵地。三星堆古城
或许曾是一个基本不设防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因此�三星堆古城在商代晚期遇到某种内部和
外部力量的冲击时�缺乏必要的抵抗能力�很快便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也转移到了成都地区。这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迅速神秘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继后的十二桥文化�它的主人可能是古蜀传说中的杜宇氏蜀国。他们虽然可能划定了边界 （“以褒
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 ”等 ）〔17〕�增加了兵器�但仍是一个带有明显神权性质的国家。杜宇氏蜀王
不仅是 “从天坠 ”的�而且死后化为杜鹃�“升西山隐焉 ”〔18〕�充满神的色彩。从出土文物看�在十二桥文
化中心区的金沙遗址中央�也是一大片 “祭祀区 ”�在数米厚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金器、玉器、铜器�成
吨的象牙�数千枚獠牙和鹿角�大多是祭器礼器�包括太阳鸟金饰、玉琮、铜人像、鱼鸟纹金带等珍品�证
明在数百年间这里经常进行着国家级的宗教祭祀活动。羊子山土台可能是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祭天场
所�彭县竹瓦街所出的铜器群也有明显的祭祀性质。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类型遗址大多被水冲毁�表
明这个带有神权性质的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杜宇氏蜀国最终被善于治水的开明氏所取代。

开明氏蜀王统治的晚期巴蜀文化时期�巴蜀式兵器大量出现�分布广泛�表明这是一个尚武的国家。
据说他们也曾立宗庙�设礼乐�改帝为王〔19〕�努力向中原诸侯国看齐�但它仍然保持了古蜀文明神权国
家的很多传统与基本内核�依旧是一个神权色彩浓厚的国家。开明氏的祖先鳖灵 “死�其尸溯流而上�
至汶山忽复生 ”�曾 “决玉垒山以除水患 ”。开明氏蜀国有移山的 “五丁力士 ”�纳妃为武都山精�信秦王
有 “便金 ”的石牛�修石牛道以迎。迁都则要 “自梦郭移 ”〔20〕。从考古发现看�晚期巴蜀文化时期盛行
“船棺葬 ”�企望以船渡亡者到天国或祖先之处。即使是兵器之上�也大量刻铸具有祈祷咒语性质的 “巴
蜀符号 ”�力图借助神灵的力量取胜。这种 “巴蜀符号 ”�已具有了文字的一些特征�但由于主要用于咒
语或宗教活动�可能未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实际效用�没有发展成可通用的文字�在秦汉时被弃用之后�成
了至今未能识读的一种死文字。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在争雄和百家争鸣中纷纷变法�创立了儒、
法、墨等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和经世学说时�蜀国仍安然停滞在神权国家的幻梦之中。虽然 “其国富饶 ”�
但体制和国力都大大落后了�加上蜀王荒淫无度�“有桀、纣之乱 ”〔21〕�巴蜀争战引狼入室等原因�最后在
公元前316年被力图统一全国的秦国所灭�成为了秦 “兼并天下 ”的后方保障和前进基地。

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曾经以其特有的面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文物珍宝。但它在历史
潮流中逐渐落伍�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正是神权国家的神奇与落后之间矛盾统一的具体反映。

七、神仙思想的重要基础———道教之源
以神权国家为特征的古蜀国在与中原争战中失败�最终融汇于秦汉文明之中。这既是中华诸多文

明数千年间不断交融的必然结果�也表现出古蜀文明的弱点和神权国家的特性。但相对独立发展了上
千年的古蜀文明�不是被简单地同化或消灭了�而是作为华夏文明的有机部分�汇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
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古蜀人的许多思想观念和信仰习俗�
就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蜀人崇尚自然�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相信人
神相通�人与动植物可以相互转化�可以通过宗教活动使人升天成仙�并创造出许多表示精灵、神怪、巫
师、祖先�乃至通天的神树、天地人三界的神坛等祭器和礼器�表达出丰富完整的信仰观念和崇拜习俗。
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一种朴素而充满生机活力的认识。秦汉时期通过文化的融合�这些思想观
念不但未消失�反而以更民俗化的形式发扬光大�成为神仙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历史和现实两方
面促进了中国道教的产生。
30

　中华文化论坛　2005·4　



秦汉之前�古蜀人的这些思想曾对楚文化的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而神奇、灿烂的楚文化�被认为和齐
人神仙思想一样�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根基。可见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
秦汉之后�四川地区受古蜀文化传统影响�盛行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等信仰观念�从出土大量汉画像砖、
摇钱树等文物中�也可以看出一种以升入天国、极乐长生为主题的崇拜习俗。东汉后期四川兴起的 “五
斗米教 ”�正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并成为道教起源的重要基础。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川西鹤鸣
山———青城山最终创立了道教�应该说是与古蜀文明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的。

八、统一的汉文化的根基之一———历史地位
古蜀文明在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即 “古国—方国—帝国 ”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比较完

整的发展过程�最后成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中原等地文化之间有长期的文化
联系�经过3000余年的自身发展�在2000年前融合为统一的汉文化。古蜀文化绵延不断�脉络基本清
楚�特征十分突出。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古蜀文
明的形态特征�包括有原始宗教盛行、造型艺术发达、多元文化有机融合等内容�其核心部分可能是建立
起具有神权性质的国家�从而创造出大量以雕塑艺术形式出现的文物珍品�形成许多朴素的信仰习俗�
成为我国传统思想的源头之一。

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在较封闭的四川盆地发展了早期农业�开展了蚕桑和
酿酒�通过栈道、笮桥等�勾通了四面八方的文化联系。它积累了长期的治水经验�促成了都江堰的兴
建�创造出 “天府之国 ”。它在造型艺术、歌舞音乐方面多有创建�在天文、地理、冶炼、建筑等方面也颇
有成就。它还在神话传说、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上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有机
组成部分。

古蜀文化也是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狭义的 “汉文化 ”�是从汉王刘邦在汉水上游汉中地
区的兴起开始的。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先秦时代曾经是华阳国�即古蜀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汉高祖
刘邦统一全国时�也直接借重于巴蜀地区的人力和物力。从汉朝到汉族到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带有
巴蜀文化的许多因素在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蜀文化是统一的汉文化的根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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