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摘要：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宣汉县召

开，与会代表以罗家坝遗址及出土文物、巴蜀文字、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的历史

与文化研究等为主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代表们在广泛的交流与讨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

“宣汉共识”。这是首次以巴文化为主题的共识，对于推动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罗家坝遗址；巴文化；巴蜀文字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

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距今约 5300 年至

3000 年。是四川省 20 世纪末所发现的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先秦时期巴文化遗

址。该遗址是我国研究巴文化的重要基地，被誉

为“继三星堆、金沙之后，巴蜀文化的第三颗璀

璨明珠”。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以罗家坝遗址为核心，相继开展了渠江流域和

嘉陵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新成果，为巴文化的深

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为及时向学术界公布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构

建巴文化领域考古学体系，进一步推动四川地区

考古研究和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扩大巴文化在全

国的学术影响力。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主办的“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会议在

四川宣汉召开，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
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民族

大学、湖南大学、四川文理学院、故宫博物院、

河南省文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贵州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巴

文化研究会、达州市文体广新局、达州市博物

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20 多家单位近 70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高大伦主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胥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陈星灿先后致辞。四川省文化厅副厅

长、文物局副局长王琼，达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邓瑜华，副市长胡杰，市政协副主席郝德恒，

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县委副书记、县长冯永

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逢友，县政协主席徐代

琼出席开幕式。
其后，31 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赵志军、徐良

高、施劲松，河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孙英民，重

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甘肃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周科华等主持了分时段的大会学术研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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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内容大致可分为罗家坝遗址及出土文物、巴

蜀文字、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的历史

与文化研究等 4 个方面，现分类介绍如下。

一 罗家坝遗址及出土文物研究

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家坝新石器

时代遗存、罗家坝遗址 M33、罗家坝遗址出土文

物、罗家坝遗址考古发现的历史回顾、罗家坝遗

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等方面。
（一） 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

2016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罗家坝遗

址进行了第 4次考古发掘，揭露了一批新石器时代

遗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万泉馆员以《罗家

坝遗址考古新发现》为题介绍了此次考古发掘的新

成果，此次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 3座、新石器时代

灰坑 70 余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尤其是

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是目前川东北地区发现的

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对于构建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达州市博物馆袁磊助理馆员在《罗家坝

遗址出土陶器的考古学观察》的发言中，就此次

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陶器从陶质陶色、
纹饰、器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整理，并与周边区

域的典型遗址进行了对比研究，初步构筑起了罗

家坝遗址距今 5300 年至 4500 年的陶器演变序列，

为进一步探讨嘉陵江流域和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罗家坝新石器时代遗

存除了大量的陶器外，还包含有大量石器，特别

是大量磨石和细石器的出土，对于了解该区域居

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郑喆轩助理馆员《罗家坝遗址出土石制

品初步研究》的报告，对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石

器从分布、原料、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

和整理，并推断渔猎经济在该遗址中占有重要地

位。罗家坝遗址的古地貌和古环境是罗家坝遗址

新石器时代居民生存的根本，北京联合大学应用

文理学院张俊娜副教授在《罗家坝遗址古地貌和

古环境初探》的发言里，对罗家坝遗址的古环境

样品进行了土壤微结构、孢粉、粒度、磁化率、

色度、化学元素等沉积物分析，总结出罗家坝人

生活的古地貌和古环境特点。
（二） 罗家坝遗址 M33 的研究

罗家坝遗址 M33 是目前发现的巴文化中年

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墓葬，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该

墓葬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高大伦研究员在其 《读 〈宣汉罗家坝〉 札

记》的发言中，对 M33 的形制、铜浴缶和巴蜀

分野进行了探讨。他依据 M33 人骨和随葬品的

分布状况，并与成都平原、广元等地的船棺葬进

行对比研究，推测该墓葬可能为 7 个船棺葬。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向明文助理教授演讲的题

目为《宣汉罗家坝 M33 的年代、地位、学术意

义》，对 M33 的年代、地位及其学术意义作了探

讨。他认为 M33 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早段，同时

通过与新都马家大墓、成都青羊宫战国墓等墓葬

的对比，认为罗家坝 M33 为高级贵族墓。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馆员演讲的主题为《试

论“巴蜀青铜器”的族属》，他基于蜀墓与巴墓

的区别，进而对比了蜀族和巴族出土青铜器，最

后认为 M33 可能为蜀王墓。
（三） 罗家坝出土器物研究

罗家坝遗址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较多，专家

学者主要围绕出土的图像纹青铜器进行讨论。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江玉祥教授在《罗家坝遗

址出土狩猎纹铜壶和水陆攻战纹铜豆图像考》发

言中，对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狩猎纹铜壶、水陆攻

战纹铜豆上的图像进行了深入考证。宣汉县文物

管理所钮珊珊助理馆员《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水陆

攻战纹铜豆的初步认识》收集各地出土或征集的

水陆攻战纹青铜器，将其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水

陆攻战纹青铜豆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后者时代

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纹饰制法为嵌错工艺，

而通过对纹饰细部的观察，可看出男女服饰、社

会分工、作战方式等存在重大差异。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罗家坝与成都平

原的青铜文化》的报告，对罗家坝东周墓葬出土

的青铜器进行了宏观讨论。罗家坝东周墓葬出土

的铜器包含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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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反映了文化交流与

人群的移动，而罗家坝作为连接成都平原和长江

中游地区及中原地区的重要节点，突显了罗家坝

遗址在中国西南乃至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图景

中的重要地位。
（四） 罗家坝遗址的保护、 展示和利用

罗家坝遗址在 2013 年和 2016 年分别被国家

文物局列入“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国家大

遗址。2017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罗家

坝遗址博物馆建设，表明罗家坝遗址公园建设迈

出重要一步，因此罗家坝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

用也成为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姚军研究馆员做了《基于

价值评估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策划———以宣汉罗

家坝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例》的发言，对罗家坝

遗址的价值、展示、宣传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其中展示将以罗家坝遗址为主体，并借用水景、
园景、街景等烘托遗址主体。将罗家坝遗址建成

国家巴文化主体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的遗址公

园将集科研、教育、游憩为一体。四川文理学院

巴文化研究院刘长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巴文化

发掘与打造现状及对策研究》，他基于巴文化在

达州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分析了达州市巴文化

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巴文化发掘

和打造的对策建议。
（五） 罗家坝遗址考古发现的历史回顾

罗家坝遗址之所以能够成为巴文化研究的重

要遗址之一，离不开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

力。这其中王鲁茂和马幸辛无疑是亲历者和见证

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鲁茂研究员在《罗

家坝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小记》发言中，详细介

绍了 1999 年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队伍组成、
考古发掘以及申报“国保”的过程。达州市文物

管理所原所长、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马幸辛

研究员，长期从事川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

研究工作，对川东北地区的巴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

贡献。他以《仰望那片天空———纪念川东北巴文化

遗址群调查发现三十周年》为题，详细介绍了近

30 年来川东北地区以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为代

表的巴文化遗址调查发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 巴蜀文字研究

巴蜀文字研究历来是巴蜀考古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巴蜀文字的释读未能取得突破性进

展。此次会议有 3 位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严志斌研究员在《罗家坝墓地巴蜀符号探索》
的发言中，对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上的巴蜀符

号进行了汇总和类型的划分，并与周边区域出土

的巴蜀符号进行了对比研究，首次从类型学的角

度科学的研究巴蜀符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 《巴蜀符

号：小栅栏里开出大战船》，他对巴蜀符号中的

栅栏纹、鱼纹和战船纹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

从而得出栅栏纹到战船纹演变的结论。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郭明副研究馆员则跳出了巴蜀符号

含义的研究范畴，主要探讨巴蜀符号出现的宏观

背景，在名为《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的发

言中，通过对什邡城关墓地、罗家坝墓地及其其

他典型巴蜀墓地的分析，对巴蜀印章与墓葬之间

的关系、使用者的等级和身份以及巴蜀印章所代

表的人群进行了详细分析。

三 周边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与周边地区的

同时期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息息相关，或可以

认为，没有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就

无法正确的认识罗家坝遗址及其文化内涵。此次

会议上有 6 位学者报告了这一方面的新成果，按

照时间框架可分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和东周

时期。
与罗家坝遗址同属于嘉陵江流域的阆中灵山

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全面构筑嘉陵江流域新石器

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孙智彬研究馆员的《阆中灵山遗址的考古

发现和初步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 2016 年至

2017 年阆中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此次发

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灰坑 14 个、柱洞 3 个、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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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燎祭遗迹 1 个。出土陶器和石器标本 780 余

件，他将这批遗存分为三期，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

5000 年至 4500 年之间。该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嘉

陵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甘

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岷江上游、嘉陵江流域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

员以“史前人祭现象”为切入口，在其报告的

《四川地区史前时期人祭现象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

究》一文中，全面搜集了四川地区史前时期考古

发现的人祭现象，特别是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的

人祭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
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成都平原以十

二桥文化为代表，而峡江地区则以瓦渣地文化为

代表，两个共存着大量相似的器物 （如尖底器）。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的张改课副研究员《贵州赤水河流域商周

时期遗存的探索》的发言，介绍了赤水河流域商

周时期的主要遗址，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分期和

对比研究，基于赤水河流域发现的十二桥文化陶

器，他推断十二桥文化曾一度深入赤水河流域。
东周时期，川东与川西地区的巴与蜀从考古

学文化上来看，已很难区分。因此只能按照所处

地域进行分析和研究。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

院长方刚研究员做了《涪陵小田溪 M12 的年代

及晚期巴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发言，他详细介

绍了涪陵小田溪 M12 的发掘情况，并就小田溪

墓葬的时代、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

为 M12 的墓主人为秦至西汉时期的巴人首领，而

小田溪墓地应是巴人的贵族墓地。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雷雨副研究馆员以《沱江上游中部晚期

巴蜀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以广汉为例》为题，

详细介绍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关山土台上的 6
座战国时期的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时代为战国

中期，该墓葬的发现对沱江上游晚期巴蜀文化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

禄红馆员在题目为《最后的巴国———城坝遗址的

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报告中，介绍了城坝遗址历

年的考古发掘情况，并弄清了城坝遗址的基本布

局 （即由城址区、墓葬区、窑址区、水井区等部

分构成）。他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

料，认为城坝遗址为秦灭巴后设立的“宕渠道”，
在西汉初年改“道”为“县”，东汉时期冯绲曾增

修该城，故又称车骑城，六朝时期该城废弃。

四 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对巴的历史文化的梳理和理论研究，有利于

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巴文化，在这方面 8 位学者从

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巴文化研究过程中因相关概念的不清晰，

制约了对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罗二虎教授以《巴文化研究回顾与再思考》
为题，介绍了巴文化研究中的史学贡献和考古学

贡献，并指出了目前巴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之处，特别是巴、巴文化、巴人、巴地

等相关概念尚需进一步梳理。
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

要课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

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周之南土：巴国与巴文化

杂谈》，他重新梳理了巴国、巴文化和巴地文化

的概念，对巴国的起源及位置进行了推测，并对

巴国南迁与战国秦汉巴地复杂社会的形成进行了

深入讨论，特别指出在巴国研究中亦应注意庸国

的考古学研究，很具有启发意义。而河南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赵炳清教授在《先秦时期巴文化的形

成与演变研究》发言中，详细梳理了夏商至东周

时期的巴，并推断商时期的巴方应以陕南地区的

宝山遗址为代表。西周时期，巴人流徙于秦巴山

地和峡江地区。东周时期，巴文化主要分布在川

东地区。
巴的国家形态历来说法不一，而近年来的川

东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新

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卫东副研究馆

员演讲的题目为《战与国———川东地区的古代巴

国》，他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认

为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主要活动于长江干流、嘉陵

江中上游和汉水中上游地区。同时利用文献材料

和考古材料推测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国家形态为

部落联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

学 术 交 流

92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罗家坝遗址与巴地侯王初探》的报告则以历史

文献为主，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探讨了巴地设置

侯王的情况。
达州本地部分学者则主要关注巴人的精神研

究和罗家坝属性研究，四川省文理学院成良臣教

授 《巴文化的精神内涵、传承价值及当代型转

化》一文，概括了巴人的 3 个主要精神内涵，即

忠勇爱国、秉持信义；勤劳智慧，自强不息；开

放包容，向往统一。同时对巴文化的传承利用价

值和巴文化的当代型转化进行了讨论。宣汉县文

物管理所廖娟助理馆员在名为《賨人与賨文化》
的发言中，梳理了賨人在历史各个时期的名称变

化，并总结出賨人和賨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崇奉

道教、能歌善舞特征。达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平副

研究员以《罗家坝遗存文化内涵及文化属性》为

题，分析了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期的

遗存，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川东北地区就有一

支土著的文化势力进入达州，东周时期鄂西地区

的巴文化深入川东地区，形成了晚期巴文化。

五 学术座谈会

除了上述大会发言的学术报告外，会议还举

行了一场学术座谈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水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主

持。宣汉县县委书记唐廷教首先介绍了宣汉县传

承和弘扬巴文化的相关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王子今教授做《巴賨民族文化格局的交通史考

察———以秦汉賨史为标本》的主题演讲。他重新

梳理了巴人、賨人和南蛮的空间关系，并分析了

廪君故事、盐神崇拜、山虎传说和古代交通史的

关系，着重介绍了米仓道的复杂情况。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罗家坝史前遗存发现

的意义及引出的问题》则结合 2016 年度罗家坝遗

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新发现，指出在距今

4500 年以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折沿深腹罐为代表的

遗存，广泛流行于整个嘉陵江流域，并在陕南、
三峡、鄂西地区均有发现，这支文化的来源可能

与陕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有关。
随后，与会学者就罗家坝遗址现场考察和听取

的会议报告进行了广泛研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赵丛苍教授认为罗家坝遗址价值重大，罗家坝遗

址公园的建设将对罗家坝遗址和巴文化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江玉祥教授建

议应依托罗家坝遗址，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

建议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应加大科技考古的投入，

并将科技考古的成果积极有效的利用起来。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认为罗家坝

遗址不仅为巴文化的研究打开了契机，而且对嘉陵

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南省文

物局原副局长孙英民认为研究巴文化的关键在于寻

找核心遗址，唯有对核心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深

入的研究，才能正确的认识巴文化，今后应加强罗

家坝遗址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认为罗家坝遗址是战国

早期该区域的一处核心遗址，同时罗家坝遗址新石

器时代遗存正处于距今 4000年至 5000年我国文明

起源的关键时期，因此应做好罗家坝乃至嘉陵江流

域史前文化遗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田旭东教授关

注到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铜钺、铜剑和铜矛，其是否

有实战意义值得进一步思考。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

族研究院杨明教授提出了梳理历史文献，看賨人是

否与道教有关，并建议将巴渝舞进行重点研究并宣

传推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建议，

从建设巴文化高地的角度看，本次会议应该定期举

办下去，并作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应注重

巴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研究，不仅是考古发掘出土

的器物层面，更应该关注制度与文化层面。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员建议罗家坝遗址

应尽快立法，并提议东巴西蜀的文化格局可能要在

早期文化中寻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

员认为巴文化的来源具有多样性，这也是其自身的

特点，罗家坝遗址一些器物上的纹饰可能与西亚两

河流域有关。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研究

员指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围绕嘉陵江

流域做了很多工作，建议以后两家单位密切合作，

资源共享，共同解决巴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进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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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罗家坝遗址M33的重要性，并认为其应该是贵族

或高等级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

研究员建议建立一个巴文化研究平台，并聘请巴文

化研究专家，形成巴文化研究的持续机制。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认为巴文化研究

中应关注巴人的饮食文化，考古遗址公园也可以开

发巴文化特色的饮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

静研究员从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遗址公园的建

设方面提出了建议。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孔令远教授建议将遗址博物馆与互联网技术联系起

来，建设数字博物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巴文化的

研究之中。基于上述的研讨会和学术座谈会的成

果，专家学者们一致形成了《宣汉共识》 （附录）。
最后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的主持

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从

参会论文、参会人员、会议目的三方面对会议做

了简要总结，并对未来的巴文化研究提出了巴蜀

并重、川渝携手、邻里互动、全国参与、跨界攻

关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六 小结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罗家坝遗址公园和博物馆

建设启动大会，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罗家坝遗址和

罗家坝遗址出土文物。此次会议体现了三个新的特

点“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公布了罗家坝遗址 2016 年度考古新发现，

大大扩充了罗家坝遗址的文化内涵。罗家坝遗址周

边区域考古新材料，为全面解读巴蜀文化提供了新

的线索。而与会专家不仅从罗家坝遗址及其出土文

物进行研究，而且从巴的历史与文化、罗家坝遗址

的展示利用、巴蜀文字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阐

述。与此同时多学科的参与，为全面解读罗家坝遗

址与巴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此次研讨会虽然成果丰硕，但是巴文化的研

究依旧困难重重。主要体现在：首先相关概念尚

需进一步理顺，特别是巴人、巴族、巴地、巴文

化、巴国以及不同时期的巴，在这种动态的时间

框架内如何研究，尚需进一步明确。其次族群或

族属的判断尚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

化，我们一般按照地域进行划分，但这种划分明

显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人类学或社会学在这方面

做出杰出贡献，应积极予以借鉴。再次，国家形

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尚未深入，而且往往将这两

个概念相互混淆，只有深入的理清这两个形态，

才能有助于巴国的深入研究。最后，理论研究上

的缺乏，使得我们很难将历史文献材料、出土文

献、考古材料等统一在一个大体系或框架内。当

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可得，尚需大

量的考古材料，因此应加大对巴所在地域的考古

调查、发掘与研究，打破固有的地域藩篱，加强

沟通，共享成果，一起推动巴文化的深入研究。

附：

宣汉共识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来自北京、重庆、湖

北、贵州、湖南、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专家相聚于历史

悠久、风光秀美的宣汉，共同研讨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巴文化由古代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巴文化源远

流长，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

于巴人及其文化，文献虽有记载，但对巴人的起源与族

群、文化面貌、社会形态等，需由考古学并联合其他学

科来共同探索。
宣汉罗家坝遗址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保存最

好、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之一。1999 年以来的

考古工作，发掘出巴文化的大型墓地与高规格墓葬，表

明罗家坝是巴文化的中心遗址之一，也是探索巴文化起

源的重要地点。这一考古发现有助于揭示巴的文化与社

会，反映长江中上游各区域及其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族群迁移，由此突显了罗家坝遗址在中国西南乃至南

方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图景中的重要地位。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宣汉县委、县人民政府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推进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建

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宣汉地处巴文化的中心区域，

今后应依托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深化巴文化的综合

研究，加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应努力建设成为研究、
展示和传承巴文化的高地，以推动宣汉地区文化、经济

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会专家愿为此给予学术支持，献

计献策，共同努力！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 （中国·宣汉）

全体专家学者

2017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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