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州盐源盆地人类活动历史上溯至距今5000年前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将聚焦四川凉山州盐源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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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苹果、泸沽湖后，宁波人有望在四

川凉山盐源享受一场青铜“盛宴”。6月
12日，四川凉山州政府召开首届盐源青

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

会新闻发布会，宣布 6月 18日至 19日，

将向全国发布盐源老龙头墓葬考古挖掘

的重大发现，同时将召开以“探秘定笮古

文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题的学术研讨会。

据介绍，皈家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考古发现，将四川凉山州盐源盆地人类

活动历史上溯至 5000年前。老龙头墓

葬群的考古发现，将盐源地区青铜时代

延伸至商代晚期，被考古学界誉为四川

地区又一“青铜王国”。

两地或成立东西部协作文
化遗产发掘保护项目

“探秘定笮古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将于 6月
18日－6月 19日在盐源县举行。届时，

四川省文物局将发布近年来在盐源老龙

头墓葬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国内相关

知名专家学者将进行主题发言。

盐源县位于凉山州西南部，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县。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设置定

笮县，距今已有 2100多年的建制史，是

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

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地理节点，也是西

南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挂职干部，盐源县委常委、副县

长朱叶锋表示，近年来，境内皈家堡遗

址、老龙头墓葬群和旱船遗址等考古发

掘，相继出土石器、铜器、陶器、铁器、金

器等文物上万件，特别是出土大量造型

独特的青铜器，见证了盐源青铜文明的

独特魅力。

为了更好地挖掘青铜文化，讲好“盐

源故事”，记者了解到，在凉山、盐源两地

政府的谋划下，经过大半年时间，一场有

关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

研讨会筹备完成。届时，来自国内和国

际的 70余名专家学者，将以线上视频或

现场互动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并形成

《盐源共识》。

“这个论坛，也将拉开两地东西部文

化协作的序幕。”朱叶锋说，眼下，围绕盐

源县旱船遗址，将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宁波市文广旅游局对接，或成

立东西部协作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项目，

对该遗址进行发掘，目前这个项目正在

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发掘证书。旱船遗址

也是全国罕见且保存完整的军事要塞遗

址。宁波水下考古走在全国前列，相信

下一步宁波与凉山两地关于文化考古方

面将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青铜“树枝形器”和三星堆
神树崇拜宗教信仰相关

盐源青铜文化是一支独具地域特征

的青铜文化，同时也是一支具有多元文

化因素的复合型青铜文化，人群移动和

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盐源老龙头墓葬群的发掘呈现了盐源青

铜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

凉山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黄云松说，它既有来自西北地区寺洼、西

戎文化因素，也受到欧亚草原青铜文化

的影响，同时也有滇、滇西以及东南亚、

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子，为历史上的盐源

作为世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

理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三轮铜马

车、蛇蛙铜俎、三女背水杖首等为代表的

珍贵文物，见证了盐源地区五千年来丰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同律度量

衡”诏书铭文青铜衡杆的出土，是王莽时

期中央政府对川西南及滇西地区实现有

效控制的重要实物证据，是西南少数民

族早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见证。

黄云松认为，盐源青铜文化与三星

堆也有相似之处，出土的枝形器和三星

堆神树崇拜宗教信仰可能相关，且两者

都曾出土过“杖”这一象征着权利的重

器。盐源出土了数件铜杖和数量较多的

铜杖首，有一件九节鱼纹鸡首铜杖，由九

节直径相同的圆管组成，管与管之间用

木棍相连接。杖首一节顶端为一圆盘，

圆盘上立一巨喙高冠翘尾的雄鸡，杖身

满饰阴刻的小鱼纹，也非常别致。

黄云松介绍到，盐源老龙头墓葬群

的发掘凸显了盐源青铜文明的独树一

帜。一是大量的墓葬盛行巨石覆盖墓圹

和盛行众马头蹄葬，并随葬有丰富的青

铜马具，不仅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广泛

随葬马和马具的典型代表，更具有鲜明

的地域色彩和区域特质，不排除其习俗

与文献记载中的笮人有着密切的文化

关联。二是大量铸匠墓为川西南地区

青铜时代冶铸技术的盛行提供了重要

实证。三是大量造型特殊、主题多元的

青铜“树枝形器”是盐源青铜独有的文

化符号。四是盐源老龙头墓葬群是目

前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代

墓葬群，完整构建了盐源盆地青铜时代

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为川西南乃

至滇西地区青铜文化谱系的研究提供了

“年代标尺”。

欲将盐源打造成为中国独
具人文魅力的青铜文化之都

此前，有学者提出盐源是“古笮人”

生活的区域，本次考古发掘相关出土文

物，是否和“古笮人”有联系？研讨会是

否会涉及民族学、历史学领域？

凉山州博物馆副研究员胡婷婷说，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人物形象，为

探索揭秘老龙头墓葬群青铜文化主人的

面貌提供了实物证据，对研究“古笮人”

生产生活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相关联

系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本次研讨

会涉及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

是一项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的重大研讨活

动。学术研讨会将运用考古发掘成果和

文献记载，探究解密古定笮历史文脉和

润盐古道发展历程，全面还原“青铜文

化、笮文化、盐文化”线索上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场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基因。届时将邀请各

领域专家进行相关问题论证，必将促进

盐源考古、历史、民族等领域研究的深

化。

“此次以老龙头墓葬群为代表的重

大考古发现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

进一步厘清盐源历史文化脉络，拓展盐

源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提升盐源县

的文化含金量。”盐源县委副书记安图表

示，研讨会为下一步打造盐源青铜艺术

博物馆和凉山州博物馆群落提供硬核的

学术支撑和权威的学术论证。特别是在

盐源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力彰显青铜

文化元素，对出土的三轮铜马车、蛇蛙同

俎、三女背水杖首等精品青铜文物进行

复原、放大，在城市的重要广场、主入口、

特色公共空间等地方以雕塑等形式进行

展现，打造一批标志性节点构筑物；充分

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青铜文化主题

公园”；努力将盐源打造成为中国独具人

文魅力的青铜文化之都，让盐源成为更

具特色、更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彻底改

变盐源文旅 IP单一、业态缺乏的短板，

助推盐源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随着大香格里拉特色文旅经济带的深入

推进，并将依托泸沽湖、公母山、青铜、苹

果等丰富的资源禀赋，实现农文旅深度

融合，盐源必将迎来旅游经济的跨越式

发展。

届时，主办方将在盐源县柏林湖苹

果庄园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上演精彩

的民族服饰表演，并进行揭牌仪式。四

川省文物局将发布近年来在盐源地区老

龙头墓地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李水城、孙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院长周志清等专家学者，将进行主

题发言，并围绕盐源文物考古、民族历史

文化、文旅融合等课题进行分组学术讨

论。

凉山州委常委、盐源县委书记、凉山

州国资委党委书记尹江涛说，加强考古

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保护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盐源地区文旅融合发展，

需要讲好“盐源故事”。通过与千百年来

遗存下来的青铜文物“对话”，探究解密

“古定笮”波诡云谲的历史演绎和润盐古

道沧海桑田的风雨历程，全面还原“盐文

明、笮文明、青铜文明”线索上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场景，将使我们

在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文化魅力、增强文

化自觉上更加从容自信。学术研讨会的

举办可谓正当其时、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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