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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用青铜造型艺术铸写
立体的神话

造型怪诞、纹饰诡异、体量庞大

的青铜器，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最

引人瞩目的因素。三星堆人铸造青

铜器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后人

应当如何从这些繁复的纹饰和造型

中，读懂三星堆人的信仰？面对亟待

破解的“三星堆谜团”，王仁湘先生

将“信仰”、“神话”与“考古”连接在

一起，作为破题的思路。

他介绍，一般认为，三星堆遗址

所在的古蜀王国是一个以神权为主

导的社会，古蜀人在神灵信仰中形

成一种独特的献祭仪式，在仪式完

毕后将各种祭品毁弃并埋藏地下。

人类给神灵献祭的，是自己最喜爱

和宝贵的物品，认为人最需要的一

定也是神最需要的。古蜀遗址中出

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大多不具备实际

生活用途，而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

相关，祭祀之频繁与祭品之丰富，体

现了宗教祭仪在古蜀国社会活动中

的深远影响。“三星堆青铜器以及古

蜀人口耳相传的神话，是三星堆人

信仰体系的体现。”王仁湘说，这也

是他解读“神树”“大立人”“神坛”

等三星堆青铜器以及其上纹饰的核

心思路。

“神树”是人神交流的通道。“天

是那样的高远，人若是要与天神交

流，情理上应该有个通道。古代中

国神话设计的人神交流通道是高高

的大树，树可参天。扶桑、若木和建

木，正是古代神话中的神树，有的神

树被认为是通天之梯，古蜀人也有

神树信仰。但他们的神树信仰，不

仅是口耳相传，也不仅仅出现在有

限的画面上，而是用青铜造出了高

大的神树。”在王仁湘看来，三星堆

出土了 8 株青铜铸造的神树，推测

是常设于宗庙用于隆重祭仪的通天

神器，体现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也记

录着他们的信仰痕迹。青铜神树上

有 9 只神鸟，它们就代表着 9 个轮休

的太阳，这是一棵太阳树，树上行止

的太阳鸟，正契合了《山海经》中的

神话传说。

“大立人”等青铜雕像，是神界的

神像或世间的人像。“立人像身穿衮

衣，具有王者身份；又见它立于高台

之上，手握神器，又具有巫者身份。

兼大巫、大王于一身，这也许是立人

像的本来面目。是王，或是巫是神，

就古蜀人而言，立人像地位非常崇

高，至高无上。”王仁湘先生在讲座

中说，有着“獠牙”“人面兽身”造型

的雕像，是神像，神像往往又取自人

体，所以有时又可以看出人样来，

“人像中的服式、冠式和发式，有着

不同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古蜀人为区

分等级地位而来。”他展示了多张

“大立人”的雕像及纹饰，并一一解

读：发式有椎髻、编发和盘发；服式

有左衽、右衽、对襟的不同，也有长

袍、短衣的区别；冠式有高冠、平顶

冠和双角式盔等。

王仁湘先生表示，人像中有着不

同的身份：“在古蜀时代，蜀王就是

神一样的存在。在古蜀人的神话世

界里，蜀王是神化的人王。传说中蜀

王都有神一样的出生，也有神一样的

归宿，他们专意为众生求福祉。古蜀

先王，有教民养蚕的蚕丛，有教民捕

鱼的鱼凫，还有教民农耕的杜宇和带

民治水的开明——他们的名号多与

蜀人的生业相关联，这是历史的记

忆”“这件青铜立人雕像，脑后垂着

长辫，身穿长服，束腰，腕间戴镯，头

戴一种从未见过的涡形冠。除了这

种冠式可能有特别意义外，这件青铜

雕像也许可以作为古蜀人的标准形

象看待。”“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编

发剃须，戴冠缀环，长衣束带，这一

定是古蜀人认定的美男子形象。”

“神坛”塑造了神，也塑造了人。

王仁湘先生以一铸造精细的“青铜神

坛”为例作说明：“从下往上主要由

兽形座、立人与山形座、方形盒几部

分拼合而成。下层的兽形座底部为

圆盘形，上立大头、长尾、四蹄、有翼

的两尊神兽。中层的立人座底盘承

托在神兽角与翅上，座上立四个持物

的力士，力士面向四个不同的方向。

往上是山形座，承托在四立人的头顶

上，山形座上是斗形方盒，方盒每面

铸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各有

一只展翅的立鸟。”

“远古神话传说大多是口耳相传

或者文字来表达，但三星堆人非常独

特，他们选择青铜去表达对宇宙自然

的理解，抒发自己高远的情怀和一种

超越的信仰追求。青铜铸造的神人、

神树、神坛，都可以看成用造型艺术

铸写一种立体的神话。这种具象化

表达，避免了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误

差。”王仁湘说，“古蜀人的这种做

法，不见于中原，也不见于西域，非

常独特。”

三星堆是记录一个
时代思想的文化遗产

“三星堆的发现，更多是与古蜀

人的精神和信仰有关。”讲座中，王

仁湘从一张成都平原的卫星图说起：

成都平原不是圆形盆地，而是一个右

倾 45 度的方形盆地。这一地理格局

既影响了成都的城市格局，也契合三

星堆 的 构 造 特 征 。“ 三 星 堆 遗 址 的

8 座 祭 祀 坑 都 朝 着 同 一 个 方向：右

倾 45 度。此外，成都的宝墩文化古

城、金沙遗址也是如此，朝着同一个

方向，这是古蜀特定的方位体系，它

也许来自山水，来自太阳。”

基于此，王仁湘先生认为，三星

堆的祭祀坑并非是慌张中的埋藏，而

是符合传统并遵从文化习惯：选一处

城中高地，平整好土地再开挖坑口，

整个祭祀区可以理解为祭坛。“我确

信这是一座古蜀王国的国家祭坛，它

是古蜀人营造的神界，是三星堆人收

藏的神话与信仰。”

在古蜀时代，古蜀人主要以青铜

造出了神，也造出了一个特别的神

界。“古蜀人在心中构想出信仰的神

界，用青铜铸造出来，是一个多么巨

大的工程：造型设计，冶铜浇注，拼

装焊接，敷金描黛……”他说，考古

发现大量形体高大、威严神圣、地域

特色浓郁的精美青铜文物，再现了

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奇幻瑰

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古蜀族非

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在这些气势磅礴且机巧精致，生机

盎然又神秘诡异的青铜器中，可以

触碰到古蜀人心动的节律，听到了

他们灵魂的歌唱。”

他说，古蜀人营造的神界，有许

多自己心中崇拜的神灵，在天有太

阳神和太阳鸟，在地有地祇，还有连

接天地的天梯神树等等，当然还有

祖先神，国王们无一例外都是传说

中神灵的化身，“古蜀人生活在自己

营造的神界里，感觉与神同在，与神

同悲欢。我们遇见的是青铜，是古

蜀人用青铜打造的神界，我们感受

到这神界的庄严与贞穆，还有奇巧

与神秘莫测。”

“神界无疑是 一 个 虚 拟 世 界 。

但它是心的世界，比天地宽，比宇宙

大。正是有了这样的虚拟世界，人

类的思想才有了更大的空间。”讲座

中，王仁湘先生提示说，三星堆的研

究除了信仰层面，一定不要忽略艺

术的角度，“三星堆的一大特点就是

把一些本来只存在于传说的东西做

成了实物，用艺术的形式来进行表

现。”

在王仁湘先生看来，三星堆祭

祀 坑 埋 藏 的 是 满 满 的 古 蜀 时 代 智

慧的结晶，那都是古蜀时代独特精

彩的文创作品，是记录一个地区一

个时代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没

有 三 星 堆 和 金 沙 对 古 蜀 文 化 的 保

存与发散，中国文化就少了许多活

跃的动能。”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三星堆博

物馆提供）

王仁湘做客“贵博讲坛”讲三星堆——

三星堆的青铜世界
是古蜀人的信仰神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3 月 1 日，是农历二月初二，在四川省兴文县大坝苗族乡，以“文昌高照，非遗大坝”

为主题的高装巡游活动举行。据悉，大坝高装是发源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大坝苗族

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表演形式独特，以高台和铁制装亭为舞台，由儿童扮演

角色，16 人抬着装架巡游，展现“奇、险、雅、美”的艺术特点。

新华/传真

3 月 1 日，有着“中国布龙之乡”之称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举办春龙大巡游活动，

37 支布龙队伍一同在广场亮相、表演，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2006 年，奉化布龙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新华/传真

“沉睡数千年，再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考古再现重大发现，出土了迥异于中原文明特质的青铜器：
青铜神树、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大青铜面具、金面具……留下了众多的历史谜团，也引发
了新一轮“探索热”和“文博热”。

2月27日，以“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为主题的第74次“贵博讲坛”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
主讲人“王仁湘”和主题“三星堆”两个关键词，吸引了满场的观众。作为考古学者、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多年关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其在巴蜀书社出版的《三星堆：青铜
铸成的神话》一书发行三百多万册，影响深远。此次讲坛的主题即源自该书书名。

“三星堆的青铜世界，是古蜀人的信仰神界。”王仁湘先生说。讲座现场，他分享了自己对三星堆器物、纹
饰等方面的研究和思考，其中包括近期新发掘的3至8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神坛、屏风座、玉琮等珍贵
器物。讲座展现了古蜀时代与中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三星堆鸟形金饰片。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青铜神树。

王仁湘先生在讲座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摄

■人物名片

王仁湘，著名考古学家、文化学者，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

考古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发掘

工作，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不

仅对中国史前考古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对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纹饰与符号等也钻研

极深。多年来发表论文 300 多篇，出版

专著70多部。

本报讯 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学会副会长、贵州省音乐家协会民族

音乐委员会副主任张泉撰写的《贵州

音乐史话》一书，近日由上海音乐学

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贵州省

音乐家协会策划、出品，填补了贵州

音乐艺术学术史的空白。

该书以贵州本地原生音乐为对

象，全面梳理从远古至今贵州主要世

居民族汉、苗、布依、侗、土家、彝、

水、仡佬等民族的音乐源流变迁，对

贵州的民间歌曲、民间器乐、说唱（曲

艺）音乐、戏曲（戏剧）音乐等作了较

为翔实的论述。

此外，该书还对贵州专业音乐

团体、机构、院校的起步与建构，对

省内外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在贵

州本土音乐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

编创、表演、赛事、交流、研究等方面

的探索与成果，展开了较为深入的

探考，并对贵州省内音乐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作了相

应阐释。

据悉，《贵州音乐史话》共 33 万

余字，配有谱例、图片、事件列表等

相关史料，呈现了贵州音乐的“贵州

交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2 月 22 日，贵阳美术馆

在刘知白艺术馆举行 2025 年度首次

公益导览活动，开启新的一年艺术普

及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序幕。

此次活动邀请了贵阳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吴宇

滔 为 市 民 解 读 刘 知 白 艺 术 馆 典 藏

作品。

在吴宇滔的带领下，观众们依次

观赏了馆内珍藏的刘知白先生代表

作，纷纷驻足交流，在视觉享受中领

悟艺术背后的文化深意。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贵阳美术馆

积极响应“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号召，展示“强国复兴有

我”使命担当，打通美术名家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之一。贵

阳美术馆办公室主任库洋表示，此次

活动是贵阳美术馆公益导览开年首

秀，未来将持续推出其他主题展览导

览活动，进一步拉近公众与艺术的距

离，持续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

务，助力城市美育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贵阳美术馆——

2025公益导览开年首秀

本报讯 3 月 2 日，“贵州省高校

美术名师推介展——吴琼·油画/宁

亚·设计作品展”在贵阳中天美术馆

举行，展期将延续至 3 月 14 日，期间

免费开放。

此次 展 览 展 出 吴 琼 的 40 余 件

油 画 及 数 码 雕 塑 作 品 ，以 及 宁 亚

的 40 余 件 室 内 设 计 代 表 作 。吴琼

现为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

曾 获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美 展 选 拔 展 优

秀奖、贵州省第四届青年美术作品

展银奖、江苏省高校百名青年艺术

家联展优秀奖等；宁亚毕业于贵州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曾获贵州省第

一 届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室 内 装 饰 设 计

优胜奖、2022 年贵阳市“甲秀工匠”

称号。

据悉，“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

介展”由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

贵州省教育厅联合主办，贵州省美术

家协会、中天美术馆、贵阳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贵州省美术和雕塑研究

院、贵州省黔山书画院、云岩区教育

局、云岩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贵州省

青年美协协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介展
在贵阳中天美术馆举行

《贵州音乐史话》出版

呈现贵州音乐的“贵州交响”

时讯文化 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