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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对客观环境有天然存在的适应性，这样，自人类出现后，其文化就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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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环境本身都是会变化的（那怕是很慢的），而人类的活动则又具有不断进步的能力和空间上的流动性，这就既会削弱原有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力度，又将导致人类文化本身面貌及其区域性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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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同文化区的不可捉摸性。人类的不同文化区，客观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因人类文化的进步速度，愈在早期，愈是缓慢，因而古文化的区域性变化，往往要经历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甚至万年以上才会发生。正因如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就有能力把已逝的和现存的人类文化确定为若干区系及其空间的分布位置，并寻找出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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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文化，当然也是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考古学家经过近60年的努力，至80年代初已把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归纳为6个主要的大区以后由于一些新发现，现在又可扩大成8个主要的大区。如果今后在松花江流域、新疆、云贵以及西藏等地又有系统的新发现，还可能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在已知的8个大区中，长江上游地区是其一。这个区域所以能被确定下来，是因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系列新发现。由此例来思考，将来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应当是一定会发生的。把长江上游确定为8个大文化区之一的主要根据是，成都平原和长江三峡一带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的许多新发现。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都有相似的、强烈的自身特点，而且这种区域性特点其实还可延续至秦代至汉初，甚至更晚。如果扩大空间范围来观察，这种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当是此时中国西南地区中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一种历史遗存。

6g9万圣书城



6g9万圣书城



在整个中国境内，西南地区的地形最为复杂，崇山峻岭，深谷大川，占有大部分地段，交通不便，因而容易形成不同的族群。直到当今中国，西南地区仍是族群最为众多的区域。由此缘故，这一带也就是古文化的数量最多，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最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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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天然形成的地理形势和古文献记载中历史活动情况来观察，成都平原显然是其中心区。这就是说，西南地区的古文化在这里发展的程度最高，并与西南地区的其他古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相互的交往中，曾给予其他文化以更多的影响。这自然意味着把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清楚，对理解西南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来说，当是至关紧要的。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云贵和西藏等地的古文化，同相邻的束埔寨、泰国、缅甸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古文化，亦存在着紧密联系和相互之间的强烈影响，但当那些相邻之间的文化影响开始衰落之时，从成都平原散播出去的文化因子却更为众多。云贵地区发现的许多汉代的铁器和漆器，就是产自成都平原的；许多氵又式墓葬的出现，可能也是源自成都平原一带的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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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开始得比较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华西大学就调查和发过广汉月亮湾遗址。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居住在大后方的学者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原中央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馆）又发摭了一批彭山的氵又代崖墓，有的学者还调查过乐山等地的崖墓。50年代以后，在成都平原及当时的四川境内（含今重庆市），亦渐渐在较多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摭。不过，从总体看，还是一些零碎的、孤立的工作，因而对成都平原及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的认识，基本上仍处于茫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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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批年轻学者，终于冲出低谷，异军突起，取得了两大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首先是在80年代中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几乎同时地找到了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一是在广汉三星堆，确定了1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古蜀国的都城遺址，并发掘到两个埋藏坑；二是在成都十二桥发掘了一处时代可晚至西周的古蜀国木构建筑遗迹。这两处发现，确定了商周时期的蜀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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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发现是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一批年轻学者在成都市的范围内，找到了大约距今4500、37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即宝墩文化，并在新津宝墩和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地陆续找到了7座属于宝墩文化的古城址，还在郫县古城的中心位置发掘出了长达数十米的大型房基以及在成都十街坊发掘出一批宝墩文化晚期的墓葬。这些古城、大房基、墓葬和大量陶器的特点，已相当充分地勾画出了宝墩文化的面貌，从而为成都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四川境内的新石器文化的系列或谱系的建立，开始确定了一个基点。由此基点上溯，就比较容易确定什么样的遗存是更早的新石器文化；由此下推，就可以守找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同三星堆、十二桥的古蜀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即宝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是直系相承，还是由新来的他地族群综合了几支古文化才形成蜀文化？如果以此为基点再往左右周围寻找，也能较快地确定在四川境内，究竟存

在着哪几支新石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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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境内古文化的谱系，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整个西南地区的情况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不少地点也已有了一点材料。这就可以拿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来和全国其他同时期的文化作比较，并能大体认识到基本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中，则是最为发达和水平最高的。如仅就三星堆的蜀文化而言，居于西南地区诸同时期文化中领袖的位置，更是毋庸置疑的。成都平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地位和文化基黜，毋怪乎当战国中期秦国意欲征服东方六国时，要先灭蜀国，以这里的丰厚资源来增强其军事活动的物质后盾。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础，汉代以后的成都平原就长期被人们认为是“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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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既有如此丰厚的物资和文化的资源，并且形成为一种传统而绵延了若干代，必定遗留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从而在成都平原进行考古工作，将是若干代考古学者的责任。显然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最近的10多年来，不仅在四川境内首先确定了一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还在成都市的十二桥、黄忠村墓地发掘了许多西周时期的蜀文化遗存，并且已大致排列出三星堆至黄忠村时期蜀文化主要陶器的序列，推进了蜀文化的研究。此外，还发掘了许多唐宋时期乃至明代的遗址和墓葬。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他们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成都平原的古文化，还把眼光扩大到成都平原以外，最近又同雅安、西昌、茂汶、广元等地区的文物管理部门商量，筹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其他考古单位协作，进一步探索那些地区的古文化0只要回顾近10多年来成都平原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如果把同样的勇于探索、不畏艰苦，而又平等团结、开放互助的精神发扬光大，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定将大大加快其建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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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古工作来说，野外调查和发掘当然是基础，但是否及时把所获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世，又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个道理几乎所有考古工作者都已懂得，但当前由于配合基建而进行的考古工作是如此繁忙，把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工作长期拖后的现象，真是太多了。据多年的实际经验，解决这个矛盾的工作，当然有许许多多，但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还是在于许多领导者对发表报告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我今年两次来到成都，先是欣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计划每年出版一本考古报告集，最近知道第一本报告集已正式交付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年报，在全球范围内，早已出现，并且数量不少。可惜在我国迄今尚未见到。现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终于在我国带头实行这种举动，必将得到大家的赞誉。昔人曾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古单位编纂年报，就是一种“千里之行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已为这种“千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希望能坚持完成这个“千里之行”。我不仅为这个举动感到兴奋和钦佩（因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为配合基建而进行的野外任务实在是很大、很重的），更希望在出版这个年报的带动下，有许多其他考古单位，也能进行这种“千里之行”。可以设想，如果全国有许多考古单位都发表年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者，将会遇到多么巨大数量的新的考古资源，将能触发出多么丰富的新鲜思考，从而新建立起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丰碑，将会何等深刻地启发着人们的心智，何等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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