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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概说

谭继和

郭沫若先生在 1 9 3 4 年 7 月 9 日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

回信中最早提出 了
“

西蜀文化
”

的概念 ， 并且提出研究和发掘
“

这个文化分布

的广阔范围
”

，

“

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

。 后来 ， 卫聚贤先生在 1 9 4 1 年主持出版了

《说文月 刊 ？ 巴蜀文化专号 》 ， 才把它扩大为
“

巴蜀文化
”

这个概念 。 因为林名

均先生 向郭沫若报告了
1 9 2 9 年在广汉月 亮湾 （三星堆 ） 农民燕道诚家田地上

发现玉器坑 ， 接着就由葛维汉、 林名均主持该地考古发掘的情况 ， 郭沫若据此

才提出 了
“

西蜀文化
”

的命题 。

根据上述过程 ， 学术界
一

般认定 1 9 2 9 年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起点 ， 郭

沫若是提出 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
一

人 ， 葛维汉与林名均是
＂

华西科学考古工

作的开拓者
”

。 不过 ， 那时的
“

巴蜀文化
”

概念 ， 主要还是指秦汉 以前的巴 蜀

考古文化 。 到 2 0 世纪 6 0 年代 ， 徐中舒 、 蒙文通 、 冯汉骥 、 缪钺等先生才初步

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 。 到 2 0 世纪 8 0 年代 ， 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惊世发现 ， 苏

秉琦、 李学勤等先生才提出了
“

自成
一系

”

、 独具特色的
“

古蜀文化区系
”

的

概念 。 继之由谭洛非 、 谭继和等人提出了 巴蜀文化应突破狭义的
“

四川史前文

化
”

的概念 ， 扩大为由古及今的广义的
“

泛巴蜀文化
”

概念 。 现在 ， 学术界一

般使用广义的
“

巴蜀文化
”

概念 ， 有关它 的研究 ， 以 1 9 2 9 年为起点 ， 至今已

有 8 4 年历史 。

一

、 什么是巴蜀文化 ？

（
一

） 什 么 是巴 ？

关于巴字的来源有几种说法 ：

一

是 《说文解字 》 讲 ：

“

巴 ， 食象蛇也
”

， 巴

字就像一条吞大象的蛇 。 《 山海经 》 记有 巴蛇食象的故事 ， 这只大蟒蛇吞掉这

只大象 ， 消化了三年 ， 才把它的骨头吐 出来 。 二是讲
“

巴
”

就是
“

顼
”

， 两字

同音 。
巴多大山 ， 多小平地 ， 习称为

“

坝坝
”

， 故用 巴音来称巴人 。 三是 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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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
“

巴贯
”

， 指石板 。 四是指嘉陵江多 曲流 。

“

阆水曲折三 回如
‘

巴字
’ ”

。

阆水即嘉陵江 ， 嘉陵江有
一个很大的特点 ， 就是多曲流 ， 形状像个

“

巴
”

字 。

例如 ， 古阆中就是
“

巴
”

字形山水城镇格局 。

巴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 ？ 最早是指秦的巴郡 ， 到两汉三国时期被分为巴东

郡 、 巴郡和巴西郡 ， 统称为
“

三巴
”

。 巴作为地域名称 ， 它的涵盖面很广 ， 东

到包括长江三峡在内 的川东鄂西地区 ， 北到陕南汉中地区 ， 包括嘉陵江流域及

汉水上游区域 ， 南到黔涪之地 ， 就是黔中和湘西地区 ， 同夜郎 国文化交融 ， 西

则大体上以涪水为界与蜀交叉相接 。 由于这
一

大片地域通称为巴 ， 所以世代生

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族群也通称为 巴 。

“

巴
”

这个地域名称 ， 应该说在

夏商时代就已经有了 。 在相传大禹与伯益著的 《 山海经 》 里 巳记载有
“

西南有．

巴国
”

， 夏启 的臣子孟涂主管巴地神祇的事 。 古 巴人分为两支 ，

一支是清江流

域的廪君蛮 ， 另
一

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楣蛮 ， 这是巴人两支不同的来源 。

廪君蛮的习俗是敬拜白虎 ，
而板楣蛮的习俗是射杀 白虎 ， 两者的区别在对白虎

是敬或畏上 。 不过 ，
不管是拜还是射 ， 对白虎

“

敬
”

为神灵的本质是
一致的 ，

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 。 今天的土家族就是从廪君蛮和板楣蛮发展来的 。 他们

至今还保留着巴人这样两种习俗 。 在神龛上供着 白虎的 ， 叫
“

坐堂 白虎
”

， 来

源于廪君蛮敬重白虎的习俗 ； 在大门上刻着白虎 ， 希望白虎不要进他的家 ， 当

作门神供起来 ， 这叫
“

过堂 白虎
”

， 来源于板楣蛮射杀敬畏 白虎的习俗 。

巴人的中心活动区域是嘉陵江 ， 古称渝水 。 巴人首先在阆中建都 ， 逐步南

迁 ， 最终建都于江州 ， 就是今天的重庆 。 在阆 中建都的 巴人曾帮 助周武王伐

纣 ，

“

歌舞以凌敌
”

， 唱着 巴渝曲 ， 跳着巴渝舞去打仗 ， 这是当时 巴人的风俗 ^

到汉初 ， 巴人仍然以 巴渝舞凌敌 ， 帮助汉高祖夺天下 ，
立了大功 。 汉高祖刘邦

就减轻了他们的赋税 ， 每家只交十贯钱 ， 这十贯钱又 叫作
一

赘 。 所以 自那以

后
，

＿

巴人又改称为赉人 ， 今天从阆中到渠县还有不少赘人文化遗存 、 遗物与遗

迹 ， 所以 ， 今广安 、 南充直至达州地区 ， 又称为赉人文化区域 。

（
二

） 什 么是蜀 ？

蜀字来源于野蚕的形状 。 蜀的本意就是 《诗经
？ 豳风 ？ 东山 》 讲的

“

蜎蜎

者蜀 ， 蒸在桑野
”

。 《说文解字 》 解释为
“

葵中蚕
”

。
《尔雅 ？ 释文 》 称为

“

桑中

蚕
”

。 《诗经毛传 》 把蜀字就叫作
“

桑虫
”

。 这个桑虫和令天的家蚕有区别 。 《韩

非子 》 把它区别为蜀和蟠两个字 ， 指的是家蚕和野蚕两种 。 蜀字最早的来源应

该是指野蚕 ， 就是毛毛虫 。 四川话就叫
“

猪儿子虫
”

， 是古蜀人的食物 ， 是原

始部族蜀人采集食虫时代留下来的 习俗 。

蜀 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 ？ 最早指秦的蜀郡 ， 到汉代被划分为三个郡 ， 即蜀

郡 、 广汉郡 、 犍为郡 ， 统称为
“

三蜀
”

。
在古文献当 中 ， 作为古地名 ， 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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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蜀山 ， 就是现在的岷山 。 早在黄帝时代 ， 他的儿子昌意 ， 孙子颛顼 ， 又叫高

阳氏 ， 他们世代同蜀山氏通婚 。 黄帝玄孙大禹承袭高 阳氏颛顼
一系 ，

“

兴于西

羌
”

， 出生于今岷山 区域 ， 今汶川 、 北川 、 茂县 、 理县等多处有传说他出生的

石纽和禹穴遗迹 。 因此 ， 蜀人是属于古民族颛顼集 团
一

系的 。 蜀的先祖没有准

确 的世系 ， 历史很迷茫 ， 我们至今还找不到像 《竹书纪年 》 有关中原夏代世

系 、 甲骨文有关商代君主世系这样很准确 的记载 。 只有古蜀五祖蚕丛 、 柏灌 、

鱼凫 、 杜宇 、 开明的
一些传说 。 尽管历史记载迷迷茫茫的 ， 传说很多 ， 但今天

考古发现的古蜀国却很神奇神秘。 周原 甲骨有蜀国 的记载 ，
而且与巢 国相连 。

这个蜀国 ，
通过考古知道 ，

即是在殷墟中期出现的高度发达辉煌的三星堆青铜

文明 。 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都邑的迁徙转移 。 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 ， 就迁到成

都城西的金沙遗址来了 。

这样看来 ， 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说 ， 蜀和巴都是包含着地名 、 人称 、 古

国称 、 文化称谓等等概念在 内的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 。

（三 ） 什 么是
＂

巴 蜀文化区
”

？

古三巴与古三蜀的地理范围 ， 以及周边
“

与巴蜀 同俗
”

的地 区 ， 统称为 巴

蜀文化区 。 这个文化区超过了我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范围 。 它是指 中国的

西南部 ， 以 四川盆地为 中心 ， 兼及周边地区 ， 而风俗略同 的稳定 的地域共同

体 。 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 当 。 它的外延地域 ，

北边包括汉 中盆地 ， 南边包括贵州 、 湘西 山 地这样
一

些
“

与 巴蜀 同俗
”

的

地方 。

在战国 以前的文献里 ， 巴和蜀
一直都是分开称呼的 ， 直到 《战国策 》 才出

现
“

巴蜀
”

连称 。 在 甲骨文里有巴方 ， 在周原甲骨里有伐蜀 的记载 ， 当时蜀国

是巢国邻近的
一

小国 ， 但从来没有
“

巴蜀
”

连称 。 《左传 》 有巴子 、 巴 国 ， 但

没有蜀国 ， 有个
＂

蜀
”

字 ， 是山东 的
一

个地名 ， 这是很奇怪的 。 直到战国 时

代 ，
《战国策 ？ 秦一 》 才把 巴和蜀这两个区域第

一

次连称在
一

起 ， 合称
“

巴

蜀
”

。 这个
“

巴蜀
”

合称过程透露了这样 的信息 ： 巴与蜀地域相连 ， 在远古是

两支各 自起源与发展 、 各有 自 己的文化性格的文化 ，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 两

玄文化才互补交融和认同 ， 统
一

为
一

个区域文明 。 到战国时代才把这个
“

巴蜀

文化共同体
”

的共识固定下来 。 到了汉代 ， 《史记 》 、 《汉书 》 才真正把握住巴

蜀是
“

同风 同俗
”

的 ， 甚至相邻的汉中 、 关中区域都
“

同风 同俗
”

， 是
一个不

同于其他地域风俗 ， 有 自 己特色的文化共同体 。 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一直延续

发展到现在 ， 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

（四 ） 什 么是巴 萄文化 ？

巴蜀文化就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依托 ， 北到天水 、 汉中 ， 南到滇东 、 黔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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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大范围内 ， 起源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 ， 具有悠久而各 自分别的始源并

长期交融 、 不间断发展至今的
一支地域文化 。 我们 中华古文明 的起源是多源

的 ， 苏秉琦先生有
一

个很形象的说法 ， 叫作满天星斗在起源 。 各个区域文明先

后在各地起源 ， 后来经过互相交融 、 互相认同的长期过程 ， 最后形成我们中华

民族五千年这样
一个悠久 的多源

一

脉 、 多元
一

体的大
一

统文化共同体 。 巴蜀文

化是其中的一支 ， 指的是起源于长江上游流域 ， 有长期连续不 间断性发展进

程 ， 直到今天还活跃着的 中华一个区域性文化 。

（五 ） 巴 蜀 文化 同今天四川 省 的关 系

古巴蜀文化区包括今天 四川省和重庆市 ， 当然北及汉 中 ， 南到滇齡相关地

区 ， 都属于它的范围 。 今天的 四川省地域包括蜀郡和
“

三巴
”

中的巴西郡全部

以及巴郡的
一

部分 ，
重庆市则包括 巴东郡和巴郡的

一部分 。 四川地域是巴蜀地

域的主体 ， 所以今 日 四川省也是巴蜀文化的主体 ， 是巴蜀文化区的核心区域 。

二 、 巴蜀文化生长与发展的基本轨迹

巴蜀文化基本发展的轨迹长达 4 5 0 0 年 以上 ， 由古至今可以分为四大发展

阶段 ：

一是巴蜀古城古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阶段 ， 二是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

冠发展阶段 ，
三是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 ， 四是古典文化 向现代化转

型的近现代 1 7 0 余年发展阶段 。

（
一

） 先秦时期 ，
巴 萄 古城古 国和古方 国 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的 阶段

它包含两个阶段 。

1 ． 古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时代

以距今 4 5 0 0 年前的成都平原十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点 ， 昭示着

巴蜀已进入 由古文化的积累发展到古城文明诞生的时代 。 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

文化亮点是新津宝墩遗址 ， 其古城总面积达 2 7 0 万平方米 ， 可与新发现的良诸

古城遗址相媲美 （ 良诸古城遗址总面积达 2 9 0 万平方米 ） 。 两座古城 ，

一在东

部 ，

一在西部 ， 趣模庞大相似 ， 均具有当时当地古国 国都的规模 ， 标志着良渚

文化和巴蜀文化早在四五千年前已经孕育出文明因子 ， 进入文明阶段 ， 改写了

良诸文化与巴蜀文化文明曙光初露时期 的历史 。 还有
一

个文化亮点是 4 5 0 0 年

前宝敏文化 中的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 5 5 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 内有平行的

五个卵石堆砌的祭 台遗址 ， 应是西蜀人祭祀集会场所 ， 它是西蜀城市文明起源

的标志 。 正如 ［美］ 芒福德 ？ 刘易斯所说 ， 各方人 口朝觐的共同信仰的礼仪中

心的 出现 ， 是城市起源的标志 ， 是
“

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
”

。

值得注意的是 ， 成都平原宝墩文化 的上源 ， 应在陇蜀 即岷 山区域 。 茂县

6 0 0 0 年前营盘山遗址的发掘 ， 为寻觅这个上源 ， 也就是蜀文明 的上源 ， 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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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闪亮于天际的曙光 。

2
． 古 巴蜀青铜文明时代

三千多年前殷代中晚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殷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金沙遗

址展现出高度发达的神奇神妙的青铜文 明 ， 是巴蜀文化发展到古方国阶段的标

志 。 ． 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先后是古蜀王国 的王城 。

从古蜀传说来检视 ， 蚕丛 、 柏灌 、 鱼凫三代蜀王名称很有趣 。 蚕丛 ， 从字

面看 ， 似指野蚕丛集 ， 是采集经济原始食虫部族的写照 。 柏灌似与都江堰的观

坂有关 ， 是初级灌溉农业的写照 。 鱼凫即鱼鹰 （鹭鹚 ） ，

’

是渔猎经济生活部族

的代称 。 这三个名称 ， 正好同 由原始采集经济发展到渔猎经济 ， 再发展到初级

农业与产牧相结合的时代演进序列相契合 ， 这是巴蜀特有的文化现象 。 这三代

蜀王大致同文明起源阶段的古文化
一古城

一

古国发展的
“

三部曲
”

相当 。 第四

代蜀王杜宇 ， 是巴蜀农祖 ， 第一个开垦成都平原至富庶 的人 ， 教蜀亦教巴务

农 ， 被称为
“

土 （杜 ） 主
”

。 其在位时期也是古蜀 以农业立 国而发展成大方国

的时期 。 第五代蜀王开明 氏共有十二世 ， 是水利兴农的大方国时期 。

总之 ， 传说中的古蜀国五代蜀王和蜀人的生息和发展 ， 就植根于川西平原

从宝墩古城文明形成时代到三星堆 、 金沙古国和古方国青铜文明鼎盛时代这
一

系列考古发现的深厚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上 。

这一 Ｂ寸期 的文化亮点 ：

第一是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的十二桥文化 ，
巳经由成都平原北缘发展到

了成都平原腹心 。 3 0 0 0 多年来 ， 从金沙时期开始 ， 成都城址再也没有迁徙过 。

自 开明九世以来 ， 成都这个城名始终没有改动过 。 成都是全国唯
一“城不改址

三千载 ， 址不改名二千五
”

的历史文化名城 ， 这是世界都市历史上都罕见的

特征 。

第二是
“

古蜀仙道
”

传承三千年 。 《华 阳 国志 》 说 ： 蚕丛 、 柏灌 、 鱼凫
“

皆得仙道
”

，

“

治国久长 ，
后皆仙去

”

，
鱼凫率其部民畋猎湔山得仙道。 杜宇魂

化杜鹊 ， 升西山归隐 ， 啼血唤醒农夫春耕 ， 开明王上天成为天门兽 ， 皆是仙化

故事 ， 皆羽化而成仙 。 这些仙化故事正好同三星堆 、 金沙的遗物相印证。 三星

堆众多的青铜凤鸟形象 、 鹰头杜鹃形象 、 人身鸟足像 、 人面鸟身像以及有龙有

鸟 （龙凤 ） 的青铜神树形象 ， 金沙玉琮上线刻羽人像 ， 直到金沙太阳神鸟金箔

的想象的形象 ， 深刻地体现了羽化成仙的文化想象力的 内涵 ， 印证了
“

古蜀仙

道
”

信仰 。 道教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的 。 巴蜀是仙源故乡 ， 是昆仑仙

学的发生地 。 神仙说的产生 ，
巴蜀的昆企仙宗早于齐鲁滨海的蓬莱仙宗 ， 说明

巴蜀是蜀人最早羽化成仙 的仰望星空的文化想象力 的起源处。 用今天 的术语

讲 ， 就叫作蜀人多浪漫主义 ， 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 。 三星堆 、 金沙以仙化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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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艺术思维 ， 形成后世巴蜀浪漫主义 的文学传统 ， 显现出
“

巴蜀 自古出文

宗
”

的闪亮特征 。

以上亮点构成古巴蜀文化发展主轴上 的路标 ， 成为蜀文化发展之路的阶

梯 。
巴蜀是文明的生长点 ， 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 、 形成和发展的 中心 ， 是中

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 。

（二 ） 从秦汉到唐 宋时期 ， 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

这
一

时期由汉代
“

天府之国
”

， 直到唐宋的
“

扬一益二
”

， 是巴蜀文化发展

两次繁盛时期 。 其中的三国蜀汉与五代前后蜀时期 ， 又是这两个巴蜀文化繁盛

Ｂ才斯的光辉点和文化主轴上的重要路标 。

这段时期作为文化路标性的亮点 ：

一

是赢得
“

天府之国
”

的桂冠 ， 创造了
“

天府之土 ， 秀冠华夏
”

的历史记

录 ， 进
一步凸显 了巴蜀

“

水利蓄殖其国
”

的农耕文明特征 。 其结晶是都江堰无

坝 自流灌溉工程及其生发出来的扇形水系 。 邛崃河谷与成都平原 ， 即都广之野

是 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区之
一

， 有先周农祖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的传说 。

二是巴蜀城市兴旺发展 ， 当时居于世界城市的前列 。 汉代成都是全国五都

之
一

，
三都 （成都 、 新都 、 广都 ）

“

号名城
”

， 临邛是全国第
一

流冶铁城市 。 唐

宋时以成都为中心 的益州获得
“

扬一益二
”

的美誉 ， 号称
“

天下名城之冠
”

。

而当时的世界形势 ， 自 东罗马崩溃以后 ， 欧洲很快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 世界城

市发展普遍衰退 ， 唯独汉唐 中国
一

枝独秀 ， 中国城市发展正处在旺盛时期 。 唐

宋
“

时人称扬
一

益二
”

（ 《资治通鉴 》 唐纪昭宗景福元年 ） ， 成都是这
一

时期 中

国城市的前列 ， 甚至是数一数二的
“

天下名镇之冠
”

的标杆城市 ，
当然也就是

世界历史名城中数
一

数二的城市 。 成都和扬州的区别是 ： 扬州
“

富庶 甲天下
”

（同上引书 ） ， 但它是单纯的工商发达城市 ，

“

江吴大都会 ， 俗喜商贾 ， 不事

农
”

（ 《新唐书 ？ 李袭誉传 》 ） 。 成都则是农业富庶与工商繁盛兼而有之的城市 ，

既是
“

天府之国
”

沃野千里的宜农之土 ， 又是
“

市张列肄 ， 货贿山积
”

，

“

成都

城中繁盛如花锦
”

（ 《资治通鉴 》 唐纪昭宗大顺二年 ） 的
“

西南
一

大都会
”

（陈

子昂语 ）
。 甚至引 发了是

“

扬
一益二

”

还是
“

益一扬二
” 的有趣争论 （唐 ． 卢

求 《成都志序 》 ）
。

这一时期 ， 巴蜀创造了世界漆艺 中心 ， 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 气 （临邛火

井 ） 、 世界雕版印刷术 的发源地标 ， 最早的世界纸币
“

交子
”

的诞生地等世界

第
一

、 中国第
一

的历史文化纪录 ， 无愧为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 。

三是
“

文翁兴学
”

， 首创地方郡学 ，

“

开学校
”

，

“

以诗书教人
”

，

“

蜀有儒 自

公 （文翁 ） 始
”

（宋人宋祁语 ） ， 儒风流布 ， 蜀学太兴 ， 从兹比肩于齐鲁 。 其对

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形成了
“

文章冠天下
”

，

“

以文辞显于世
”

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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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宗多出西蜀 的传统 。

四是
“

蜀石经
”

的刊刻 。 这是十三经的首次完整结集 ，
推动了儒家经典的

法典化和
“

蜀儒文章冠天下
”

的发展 。

在巴蜀从古至今的几个发展阶段中 ， 以农业文 明时期最长 。

“

天府之 国
”

优越的 自 然条件形成巴蜀农业文明 独有 的
“

士民之庶 ， 物力之饶 ， 甲乎天下
”

的特征和蜀人
“

俗不愁苦 ， 人多工巧
”

的生活方式 。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的特征 ， 因其历史的悠长而成为 巴蜀文化特质及其展现面貌 的决定性

因素 。

（三 ） 元明 清时期 ， 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巴蜀社会文化中 出现了不少新质因素 ， 尤其是市 民社

会的文此因素 ， 为巴蜀城乡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 使得有
“

川味
”

特点 的下

层群众文化和
“

俗尚游乐
”

的休闲文化与怡人文化兴盛起来 。 随着 巴蜀城市工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 市民阶层以及适应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化 日益活跃起来 。

这
一

时期可作为文化路标性的成就 ：

一

是川剧的兴起 。 川剧源于元北曲和明南 曲 ， 形成于清代 中期雅部戏变为

花部戏 、 地方剧种出现之时 。 乾隆年间金堂艺人魏长生创
“

四川秦腔
”

， 在北

京演出 ， 轰动朝野 ， 这是川剧的弹腔形成之始 。 古 巴渝曲 、 竹枝词到汲收秦腔

则成为高腔的来源 ， 总之 ， 川剧
“

昆 、 高 、 胡 、 灯 、 弹
”

五种声腔艺术就是在
“

湖广填四川
”

的移民文化融会过程中形成的 ， 成为地方戏 曲 中有特色的瑰宝 。

二是巴蜀是中 国和世界最早发现茶树 、 种植茶树的地方 ， 是茶文化和盖碗

茶文化的起源地 。 茶馆的兴盛和普及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 。 许多茶馆兼有

书场功能 ， 是群众休闲怡人生活的重要体验地 。

三是川菜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全国 四大菜系之
一

。 川菜传统特点是好辛

香尚滋味 ， 有三千年的独特传统 。 到南宋时 ， 出现了
“

川食
”

名称 ， 川食店开

到了 当时的汴京 。 陆游喜欢川食 ， 自 号
“

老饕
”

。 到 明清时 ， 川 菜包括小吃 ，

发展成为独具特色 、 百味一体的
“

川菜
”

菜系 ， 影响直到今天 。

四是在府学 、 州学 、 县学的官学之外 ， 兴起了书院教育 。 书院与官学有联

系 ， 但它直接继承孔子以来的私学传统 ， 是体制外的 ， 其主要 目的是
“

俟四方

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者居之
”

（朱熹语 ） ， 主张 自 由论学重于八股科举 。

巴蜀 的书院起于唐代 ， 作为源远流长的蜀学的主要传承阵地 ， 在推动蜀学 ， 特

别是宋代蜀学达于ｇ盛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 明清蜀学主要也是因书院教育而发

展起来并走向改革的 。 蜀学以文史并重 、 重在神髄为传统特色 ， 在这一时期有

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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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1 8 4 0 年以来 ，
巴 萄 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 的发展阶段

这
一

时期又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

第
一

阶段 ， 主要是 1 8 4 0 年以后 ， 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巴蜀文化受到近代

文明的冲击 ， 在阵痛中迈着蹒跚的步伐缓慢地步人近代化历程 。 特别是 1 9 世

纪末期和 2 0 世纪初期 ，
新旧文化激烈冲突 ， 古老的 巴蜀文化出现激变和多彩

的面貌 ， 开始急遽地向早期现代化转换和裂变 。 这一时期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

光绪元年 （
1 8 7 5

） 四川省城尊经书 院的创办 。 尊经书院奉行
“

绍先哲 ， 起蜀

学
”

，

“

贵躬行 ， 不贵虚谈
”

，

“

读书宗汉学 ， 制行宗宋学
”

，

“

其余
一切学术亦不

可废
”

的办学宗 旨 ， 由 山长王 闾运开其端 ， 推动 了 近代 巴蜀文化的转型和复

兴 ， 培育了 以廖平、 吴之英 、 宋育仁 、 刘光第 、 杨锐为首的一大批通经致用 、

新旧学兼容而又特重今文经学传统的新蜀学人才 ， 出现了蜀学会等维新组织 ，

在四川开启 了启蒙思想意识发展的新阶段 。 这一阶段最耀眼的新星是
“

戊戌六

君子
”

中的两位川籍维新文化人士 （杨锐 、 刘光第 ） ， 他们为启蒙理想贡献了

生命 ， 为启迪四川人的觉悟做出了重要贡献 。

第一阶段的文化亮点
；

一是以
“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

为文化地标 ，
象征着西蜀人文化心理群

体性 由古典形态 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 由封建思想桎梏向 民主 自 由思想解放的转

型 ， 留下了 巴蜀地域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史遗产 ， 为百年来巴

蜀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解放的锁钥 。 特别是川人杜

鹃啼血的历史精神 ，
经过辛亥时期

“

啼鹃诗人
”

雷铁崖 以
“

家山危殆 ， 愿效杜

宇之啼
”

的救国主义的新阐释 ， 使古典啼鹃文化成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虫

义啼鹃文化 ， 丰富了杜鹃啼血的文化传统 。 在今天的抗震救灾中 ， 这
一

杜鹃啼

血的历史精神也显示 出了它的特殊作用 。

二是
“

五四
”

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的兴起 ， 促使
一

批知识化精英沿

着 留欧学统 ，
开辟出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追求真理之路 。 少年 中国学会的李璜 、

周太玄 ， 推动留法勤工儉学的吴玉章 ，

“

旅欧少共
”

的核心人物赵世炎 、 邓小

平 、 陈毅 、 聂荣臻等人 ， 留学法国 ， 成就了各方面的人才 ， 特别是走向革命的

人才 。 他们体现了
“

唯蜀有才 ， 奇瑰磊落
”

（孙中山语 ） 的 巴蜀人才特点 。

三是抗战时期全国高校 内迁巴蜀 ， 使成都成为那个时代中 国学术文化的中

心 。 当时的成都被誉为
“

中 国文艺复兴的根据地
”

， 成都华西坝成为巴蜀文化

中西融合的现代化进程的光辉地标 。

第二阶段 ， 是从 1 9 4 9 年新中 国建立 以来这 6 0 多年 ， 同 整个中华文化
一

样 ， 是巴蜀文化走向现代化 ， 探索和实践中国气派 、 巴蜀风格和巴蜀特色的 巴

蜀文态建设曲折演变发展的时期 ， 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梦想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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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期 。

在巴蜀文化 曲折复杂的 由古典形态 向现代性转换的进程中 ， 留下了今天的

名城古镇 、 文人园林 、 名人故居 、 名观古刹 、 文庙书院等文化地标遗产 ， 成为

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 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 ， 不可避免地出现历史文化遗

产 的破坏性现象 ， 但真正的高危期不是城市化不足时期 ， 反而是改革开放以后

城市化加速时期 ， 这是历史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 的高危期 。 因此 ， 尤其要注意

历史遗存和文化信息的保护 ， 使巴蜀真正成为历史遗产天空中
一块满天星斗闪

光的宝地 ， 使巴蜀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中 ， 以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的新的神奇面貌 ，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三 、 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

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 ， 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生长 、 生存和发展的

历史进程 ， 其基本性质来源于下列两方面的矛盾运动 ：

一

方面是以古江源文明

为龙头 ， 以
“

水利殖养其国
”

为特征的 乡村农业文化和静态的充满 田园诗趣的

农业生活方式 ； 另
一方面是以长江冲出盆地为动力 ， 以

“

吴盐蜀麻 自古通
”

的

交通之利为龙头 ， 以
“

市张列肆 ， 货贿山积
”

为特征的城市工商文化和动态的

充满生机活力的工商生活方式 。 这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
一和矛

盾运动的结果 ， 形成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 。

（
一

） 巴 蜀 文化是诞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的静态 文化 ， 如 同 中 华农业社会

一样 ， 具有一定的封 闭性和静态性 。 但是 ， 优越秀冠的
“
天府之 国

”

，

“

其物产

富 力 ， 实 已为 中 国之冠
”

， 物产丰饶 ， 沃野千里 。 这
一鲜 明特点 ，

更凸 显 出 四

川 盆地是生命盆地 ， 更是天府农业文明超稳定的 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巴蜀农业文明的发生是从岷山河谷 ， 包括成都平原 、 临邛 、 江原 （今崇

州 ） 、 南安 （今乐 山 ） 这一三角地带开始的 。 这
一地带 ， 古名

“

都广之野
”

， 是

中国农业三大起源地之
一

。 治水是它的根本 ， 无坝 自流引水灌溉的都江堰及其

扇形水系是它的文明地标。 天府农业以位居古 中国 四大水源江淮河济
“

四渎
”

之首而形成骄称于世的江源文明 。 江源文明构成了天府农业文 明的特殊面貌 ，

成为 巴蜀文化的典型特征 。

由于巴蜀农耕时代特别悠长 ， 兼之农耕文明 的个性特色又格外鲜明 ， 这就

使天府农耕文明成为巴蜀文脉基本性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 。 直到近现

代进人工业社会后 ， 农耕文明这
一

决定性因素还对巴蜀城乡生态与文态 ， 乃至

巴蜀人心理状态 、 生存方式 、 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 ， 起着根深蒂 固的作用 。 今

天要建设生态文明 ， 我们还不得不回归 巴蜀农业城市的生态春天里去寻根 ， 继

承其优秀个性和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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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 蜀城市文明形成于 4 5 0 0 年前 ， 历 史悠长 。 在 巴 蜀古 典城市工商经

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巴 蜀 古典工商文化 ， 其性质是流通的 、 跳跃的 ， 充

满 生机和创造性 ，
是城 市 向前发展的 活 力 和动 力 。 它 与 天府农业基拙互为 条

件 ， 相辅相成 ，
是城市生存发展及思想 、 智 慧得以进步和创新的策源地

巴蜀城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 同巴蜀山水有极大关系 。

先看巴蜀的水 。 四川盆地境 内有河流 1 4 0 0 多条 ， 其中流域在 5 0 0 ？ 1 0 0 0

平方公里范围 内的河流有 2 3 0 多条 ， 长江五大氷系水网的密布 ，
全境乔木树枝

状或扇形羽毛状的水道结构 ， 千舟可过万重 山的三峡水道 ， 外流型的 四川盆地

特征 ， 是巴蜀古典工商业城市生长、 繁华与兴盛的动力和血脉 ， 水给巴蜀文明

带来了活力 。 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入长江 ， 流聚于盆地最低部 ， 宛如

大水库 ， 有容乃大 ， 水又给巴蜀文明带来凝聚力和 向心力 。 蜀水是巴蜀文明之

母 ， 巴蜀文明伴蜀水而生 。

再看巴蜀的山 。 盆地四周的高山峻岭 ， 本是巴蜀对外交通的阻力 ， 但由于

山林竹木 、 瓜果药材 、 桑蚕漆蜡 ， 物产丰盈 ， 应有尽有 ， 是东亚大陆条件最优

越的富饶之地 ， 反而促成巴蜀人巧思勤作 ， 筚路蓝缕 ， 不畏艰险 ， 激励出兴建

栈道笮桥 ， 冲出盆地的建设性 ， 结果
“

四塞之国 ， 无所不通
”

， 培养 出 开拓对

外市场的意识和探求盆地外知识的欲望 。 开拓与开放 ， 兼蓄与兼容 ， 反而成为

巴蜀人的集体文化性格 。 要想跨出盆地 ， 那么 ， 东出三峡 ， 走出夔 门 ， 便与楚

文化的江汉平原山水相通 ；
北越秦岭 、 大巴山 ， 便与秦陇文化的关中之地乃至

河洛中原岭谷相连 ； 走近西北 ， 则与横断山脉的
“

藏羌彝走廊
”

嵯峨相接 。 司

马迁说
“

栈道千里 ， 无所不通
”

， 本来闭塞 的盆地反而因地理条件的多样性 、

多变性而导致古代四方交通 的便捷和交流的便利 ， 使巴蜀文化具有突 出的开放

性和兼容性
——

早在 3 0 0 0 多年前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 （金沙 ） 文化时期就表

现出来了 。

更进一步从中华地理优势看 ，
巴蜀还有个有趣的现象 ： 它是 中华大地的重

心极 。 它的地域正好位于四大世界古文 明 的北纬 3 0
°

线上 。 如果用吴 尚 时的
“

中华对角线
”

来画 ， 其交叉点正在成都 ， 成都是 中国三级 阶梯地形的腹心 。

再用胡焕庸的
“

中国人 口疏密分布线
”

来画
一下 ， 巴蜀正位于东南半部人 口密

集和西北半部人 口疏松分界线的 中轴上 。 这样的地理位置 ， 颇便于巴蜀与外界

呈南北纵向轴与东西横向轴的交叉与联系 ， 颇便于巴蜀的文化 、 人才 、 物资与

中外四方等距离的交换与交融 ， 至今还对我们放眼第三亚欧大陆桥的陆桥经济

建设带来历史优势和历史传承的经验 。 李后强先生把巴蜀称为
“

西部天眼
”

，

西部开 弓箭的蓄势待发处 ， 是很有见地的 ， 这是西部开发高地的最重要的着

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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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 天官书 》 说 ：

“

中 国山川东北流 ， 其维首在陇蜀 ， 尾没于勃碣 。

”

在古人看来 ， 巴蜀处于中国 山川走势之首的龙头地位 ， 故有史以来 ，
巴蜀易于

自成一个文化区系 ， 有利于其历代经济与文化的开发 ， 争取到西部发展的战略

高地和示范区排头兵的地位 。 放大到海内外交流关系来看 ， 巴蜀古文化与汉

中 、 关中 、 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 ，

“

就中 国与南亚的关系看 ， 四川可

以说是
‘

龙头
’ ”

（考古学家苏秉琦语 ）
。

总的来看 ，
巴蜀虽地处内陆 ， 同其他地方文化

一

样 ， 既有封闭保守性 ，
又

有开放兼容性 ； 它是开放性大于封闭性 、 兼容性大于保守性的独特文化区 。 其

中华地理中心带的优势 ， 有利于它向 四方辐射 。 自 3 0 0 0 多年前三星堆文化时

期开始 ， 巴蜀就开辟出第三个欧亚大陆桥和它与南亚沟通 的通道 ， 现在已习称

为
“

南方丝绸之路
”

。

四 、 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 ： 神奇 、 神秘 、 神妙

巴蜀文化与中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 ， 有共同性 ， 也有特殊性 ； 有共识和

认同 ， 也有独特个性 。 如几千年不 同地域的文化认同 和国 家认同 ， 这是共同

性 。 开放性 、 兼容性 、 向心凝聚性等 ， 各个地域都是相同的 ， 甚至文化面貌的

基本特征都差不多 。 但作为地域文化的
一支 ， 它确有其个性 ， 有其独特性 。 巴

蜀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生态文态的神秘奇绝 。 自 然 、 文化 、 心灵的
“

三神
”

：

神奇的 自 然世界 、 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 ， 就是巴蜀文化有异于其

他地域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 。

（
一

） 神奇的 自 然世界
一

盆巴 山蜀水 ， 万卷天府之国 ， 巴蜀有奇异的山水和原始 自然生态 以及古

老独特的地质现象 ， 引起历代海内外人士对它的神奇赞叹 。

“

剑 门天下雄 ， 夔

门天下险 ， 青城天下幽 ， 峨眉天下秀
”

， 加上九寨 、 黄龙的奇 ， 海螺沟 的神 ，

大熊猫世界的异 ， 等等 ， 至今都有吸引人们的魅力 。 早在
一

千多年前 ， 初唐四

杰之一的王勃就盛赞蜀中山水乃
“

江山之俊势 ，
天下之奇作

”

， 是
“

宇宙之绝

观
”

， 是天下第
一

流的 山水景观 。

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观察 ， 巴蜀山水有两大神奇之处 ：

一是位于神奇的北

纬 3 0
°

度线 ， 与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诞育地处于 同
一

纬度 ， 出现了不少神奇秘

绝的 自然文化现象 。
二是大地褶 、 大背裂和大裂谷地貌引起 巴蜀多

“

三峡
”

、

“

小三峡
”

、

“

小小三峡
”

的神异景观 。

“

三峡
”

不仅特指长江三峡 ， 而且成为 巴

蜀峡谷激流共称的文化名词 ，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 其他大峡 、
二峡之类都代替

不了它 ， 它已是 巴蜀文化特有的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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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神秘的 文化世界

巴蜀历史文化最大的特征是神秘 ， 体现于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和战国船棺

葬的
“

蜀之为国 ， 肇于人皇
”

，

“

开国何茫然
”

的神秘 ， 体现于大禹兴于西羌之

谜 ， 巴蜀人创作 《 山海经 》 之谜 以及都江堰神话的奥秘 ， 还体现于
“

文宗 自古

出西蜀
”

的世出文宗之谜 ，

“

殊俗状巢居
”

之谜 ， 等等 。 巴蜀作为长江上游古

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 中心 ，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

个重要摇篮 ， 与其他地域文化

相 比显得奇异之处 ， 就在于它更神秘 ， 多未解之谜 。

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看 ，
巴蜀文化有下列特征 ：

一是从物质文化层面看 ，
巴蜀是建筑样式上的巢居——干栏文化的起源

地
，

＂

野人半巢居
”

（杜甫诗 ） ， 巴蜀是巢居 氏族的发祥地 ； 巴蜀也是交通文化

史上栈道和笮桥的起源和兴盛之地 ，

“

蜀道
”

包含着很多神秘之处 ；
巴蜀梯 田

和林盘的特色农耕人居文化 ，
也颇具巴蜀人农耕创意的匠心 ， 梯 田多属于 巴人

地区 ， 林盘则主要是成都平原蜀人的居地 。

二是就精神文化层面看 ， 它有以下几大特征 ：

仙源故乡 。 神仙说最早起源于蜀 ， 古蜀是仙源故乡 。 巴蜀是仙道和道教的

诞生地 。

“

天数在蜀
”

与
“

易学在蜀
”

。 春秋时资州人装弘明天文 ， 为孔子之师 。 汉

有 阆 中落下闳 ， 唐有李淳风 、 袁天罡等 。 历法 、 卜算 、 阴 阳之学 ， 是巴蜀最早

的土著学问 。

“

易学在蜀
”

， 这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话 ， 称赞四川易学传承有独

到特色 ， 连贩夫篾叟都懂易经 。 汉代严君平 、 扬雄的
“

太玄学
”

和晋代范长生

的
“

蜀才易
”

， 唐代李鼎祚的 《周易集解 》 ， 明代来之德的象数易学世传于蜀 。

“

西蜀 自古出文宗 。

”

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西蜀 ， 从汉代赋圣司马相

如 、

“

汉代孔子
”

扬雄 ， 唐代天下文宗陈子昂 、 诗仙李 白 、 诗圣杜甫 ， 宋代
“

文章独步天下
”

的苏轼 、 剑南诗宗陆游 ， 明代文坛宗匠杨慎 ， 清代 函海百科

的李调元 、 性灵南宗张问陶 ， 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 、 巴金 。

“

吾蜀擅宗匠 ，

天地有大文
”

（宋张翥 《谒文昌阁 》 ） ， 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 ， 或虽不是蜀人 ，

却是深受巴蜀山水与文化熏陶的天下文坛领袖 。

“

才女在蜀 。

”

凌濛初在 《初刻拍案惊奇 》 中专 门写了
一

回
“

女秀才移花接

木
”

。 他在其中盛赞
“

蜀中女子 自古多才
”

， 他还把王昭君称为
“

成都姑娘
”

。

从卓文君到武则天 、 杨贵妃、 花蕊夫人 、 浣花夫人 ， 直到黄崇嘏 、 黄娥 、 曾

懿 ， 都是蜀中才女 。

“

菩萨在蜀 。

”“

菩萨在蜀
”

是唐代梓州通泉县灵鹫山 （在今射洪县 ） 的故

事 ， 这里用来说明禅宗在西蜀有独特的发展 。 佛教 向有
“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 ，

言蜀者尤不可不知禅
”

的说法 ， 就是指 巴蜀在禅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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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由玄奘在成都修具足戒求学五年 ， 开拓了 巴蜀佛学由 唯识启疑惑求真知的探

索风气 。 当六祖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的时候 ， 六祖的师兄弟智诜则在资中创立

了净众——保唐禅系 。 这是巴蜀禅系之始 ， 其特点是兼融南宗慧能和北宗神

秀 ， 既兼有南北顿渐禅风 ， 同 时又有
“

不南不北
”

特征 ， 颇便于 向
“

由禅人

净
”

的路径发展 。 到禅宗八祖什邡人马祖道
一

， 则进
一步弘扬了六祖慧能一

系 ， 提倡
“

平常心是道
”

， 创立农禅丛林制度 ， 使禅宗生活化 、 人间化 ， 成为

人间佛教 。 他为禅宗中国化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

“

儒源在蜀 。

”

大禹兴于西羌 ， 创作
“

洪范九畴
”

， 根据他的治水经验 ， 提

出五行以水为首 ， 水被视为文明之母 。 大禹是儒学之祖 。 孔子说
“

吾与禹无间

然矣
”

，

二人身处异代而心有灵犀 ， 孔子的儒家学派就是在大禹兴起儒而又 由

殷礼和周礼加 以发展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 故孔子说
“

吾从周
”

。

总的来看 ，
巴蜀是仙学之源 、 道教之源 、 儒学之源 ， 在仙 、 道 、 儒三方

面
， 巴蜀人对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做出 了开源性的贡献 。 至于在禅宗中

国化方面 ， 巴蜀人则做出 了奠基性贡献 。 由此可见 ， 在中华文化的主干儒释道

三学上 ， 巴蜀人都有 自 己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 留下 了丰富奇特的历史文化资

源 ，
也留下了无尽的文化奥秘 ， 有待我们去保护 、 探索和利用 。 神秘的巴蜀文

化是今天创新经济和创新文化的创意源泉 。 众多创意文化资源 ，
至今还没得到

认识和利用 。

（三 ） 神妙 的心灵世界

就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式来观察 ， 蜀人仰望星空善于幻想的
“

仙化世界
”

形

成了历代蜀人浪漫奇特 、 不循故辙的球型思维传统 。 从三星堆古蜀人的诡异到

西晋成汉墓同样怪异的陶俑 ， 从相如的仙游到李 白 的仙诗 ， 从苏轼的豪放与梦

幻到郭沫若的泛神与浪漫 ， 都展示 出这样的思维特色 。 而蜀人
“

领异标新
”

的

文化心理形成蜀人
“

好做翻案文章
”

的逆 向思维传统 。 扬雄 、 苏轼 、 杨升庵 、

郭沫若都好做翻案文章 。 再解读
“

后来治蜀要深思
”

这句话 ， 说明蜀人与蜀学

具有
一

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童今文经学 、 重文学 ， 关心国家治策 、 关心现实 、

关心政治 的求实思维传统 。 以上三方面构成蜀人神妙的心灵世界 ， 也造就了许

多百科全书似的文化巨人 。

五 、 沿着流光溢彩的 巴蜀历史长河前行

总而言之 ， 巴蜀文化从初生之时起 ， 就是
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

系 。 巴人强悍劲勇 、 朴实率真 ， 蜀人柔性褊诡、 聪明多智 ， 巴与蜀两种不同文

化性格合成为刚柔相济 、 阴阳相合 、 相辅相成的统
一

整体 。 开放性与整体性的

结合 ， 就是开创性与完美性的和谐统
一

；
既要有 冒险进取 、 超前开创的创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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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又要有追求完善稳定 、 善于守成的守业意识 。 这就是我们沿着巴蜀历史长

河回溯和前行得出来的总认识。

如果把巴蜀文化比作
一

个巨人 ， 那么 ， 生生不息的传统就是她的血脉 ，
神

奇 、 神秘 、 神妙的面貌就是她 的特征 。 这条血脉流贯 巴蜀这个文化巨人的全

身 ， 从巴蜀文化的童年
一

直生长到 当今 ， 经过长达 4 5 0 0 年 以上历史文脉量和

质两方面不断的积淀和延伸 ， 为我们 留下 巴蜀 自然 、 文化与心灵世界三方面不

可多得的历史遗产 ， 显现 出神奇 、 神秘、 神妙的面貌 。 这些性质和特征 ， 对于

今天构建巴蜀特色文化和今 日 四川人的精神 ， 对于 巴蜀现代化进程 ， 正在起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 我们正传承和弘扬着巴蜀这样一种有着独到特征的 、 闪着历

史光辉的文化传统 。 今天构建特色的 巴蜀文化 ， 沿着流光溢彩的历史文化长河

前行 ，
面前还有很多路需要我们继续走下去 ， 把巴 蜀文化的光辉继续发扬

光大 。

六 、 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

（
一

） 巴 蜀 文化研究的进展

现代 巴蜀文化研究 8 4 年来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初步开展了对巴蜀文化

学理论、 范畴和体系 的探索 ， 形成了专门 的研究组织、 机构 、 团 队和
一

批专业

研究人员 ，
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 特别是进入 2 1 世纪以后 ， 在西部大开

发 、 信息化 、 产业化和国 际化背景下 ， 巴蜀文化研究迎来 了新的发展和繁荣 ，

在创意产业带动下 ，
巴蜀文化研究的领域 、 范围不断扩大 ， 涵盖了城市建设 ，

社会 、 工业 、 商业 、 农业 、 民俗 、 宗教 、 民族 、 文学 、 艺术等诸多领域 ， 与社

会 、 经济 、 文化建设 日 益紧密结合 ，
呈现出

“

多线进化
”

、 立体发展的趋势 。

1
． 研究组织机构

改革开放 以后 ， 省社科院和在川 内高校相继成立了
一

批有关巴蜀文化研究

的机构 ， 聚集 了
一

批专 门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 。

2 0 0 1 年 4 月 ， 省委批准成立 四川省 巴蜀文化研究 中心 ， 挂靠省社科院 ，

经费由 省财政计划单列 。 该中心是全省性统筹 、 协调和组织 巴蜀文化研究力

量 ， 制订总体规划 ， 组织实施科研课题 ， 促进科研成果的宣传 、 出版推广和转

化 ， 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学术资源 的组织。 该中心出版了
一

批 以
“

巴蜀文化研

究丛书
”

为代表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 参与和主持省 内若干大型以植人巴蜀文化

为内涵的城乡景观建设 ， 如主持天府文化景观建设和灾后汶ｊ 1

1
石纽山大禹祭坛

建设的策划 ， 以及旅游与文化产业方面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大量工作 ， 促进 了我

省创意产业的发展 ， 成效显著 。 同时 ， 该中心还参加了全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议组织 ， 促进了多地域文化的联合研究和组织交流 。 川大 、 川师大 、 西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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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西华师大 、 绵阳师院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有关巴蜀文化研究所或研究 中心

等机构 。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还设立 了三星堆文化研究院 。 省文史研究馆与西华

大学还编辑 出版了 《蜀学 》 等专辑期刊 ， 也都各有不 同成绩 。

2 ． 重要学术活动

自 1 9 9 1 年以来 ， 以 巴蜀文化研究为 中心 ， 举办了 多次 国际性或全国性学

术会议 。 重要的有 ：

“

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
”

（ 1 9 9 1 年 6 月 ） 、

“

巴蜀文化论著

选题研讨会
”

（ 1 9 9 7 年） 、

“

巴蜀文化研究规划会议
”

（ 1 9 9 7 年 6 月 ） 、

“

纪念三

星堆考古发现 6 0 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 际学术研讨会
”

（ 1 9 9 2 年 ） 、

“

巴蜀

文化走进好莱坞国际学术研讨会
”

（ 2 0 0 9 年 ） 、

“

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

会
”

（ 2 0 1 0 年 ） 、

“

巴蜀文化与西部开发研讨会
”

、

“

司马相如与 巴蜀文化国际研

讨会
”

（ 2 0 0 4 年 ） 、

＂

尹 昌衡与四川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

（ 2 0 1 1 年 ） 、

“

光

明论坛 ？ 西蜀文化研究
”

（ 2 0 1 2 年 ） 等 。

3
． 主要研究成果

近三十年来 ， 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 ， 但多是巴蜀文化不 同门

类的
一些专题论述 ， 有关巴蜀文化学的宏观研究著作很少 ， 通论性的 巴蜀文化

研究著作更为鲜见 。 其中 ， 主要的通论性著作有 ：
2 0 世纪 8 0 年代 由省 巴蜀文

化研究会出版的
“

巴蜀文化丛书
”

（共 5 本 ） ， 2 0 0 4 年 由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

中心组织和结集 出版的
“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

（共 6 本 ） 。 此外 ， 由 省社科院组

织出版了 《巴蜀文化图典 》 ， 省文史馆编辑出版了 《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

大型普及丛书 （已出版四辑 1 0 0 余册 ） 等 。 同时 ，
还编撰了 《中华地域文化通

览 ？ 四川卷 》 《 当代 中国城市发展丛书 ？ 成都卷 》 等中央单位牵头组织的大型

学术项 目 。

当前巴蜀文化研究工作正进入全面系统的大型学术研究工程阶段 ，
开展的

主要工程有两项 ：

一项是由省委繁荣与发展哲社领导小组领导 ， 由 省社科院组

织编撰 ， 由 川渝两地近 6 0 位有造诣的学者撰著的大型文化工程 《 巴蜀文化通

史 》 ， 共 2 2 卷 9 0 0 万字 ， 拟于今年底完成全部书稿 ， 交出版社 。 另
一项是 由省

委常委批准的 ， 以川大为牵头单位 ， 以省社科院为最大配合单位的 《 巴蜀全

书 》 大型古籍整理学术工程 ， 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估计整理文献

6 0 0 0 余种 ， 历时 1 5 年左右 。

（二 ） 今后地方文化研究 的新趋势

从上述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可以看出 ， 今后走 向多区域文化的 比较与联合

研究 ， 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 是时代的呼唤 ， 是人民群众最深刻 的

需要 。

一

是打破各地域文化学者孤立研究本地域文化的状态 ， 把重点转 向区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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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间的交流 、 融会与互相影响的研究 ，
逐步走向联合与合作 。

二是需要坚持本土文化的解读权和话语权 ， 不能被西方强势文化 的语境 、

话语和研究范式牵着鼻子走 。 这与吸纳西方先进思想并不矛盾 。 本土文化也需

要学习西方 ， 要有国际视野和现代思维 ， 同时又要不拘泥于古人 ， 而是要立足

于新时代的辩证立场 ， 坚持民族文化为本体 ， 坚持本土的文化解读 。

三是加强各地域之间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和地域文化神剪建设的研究 ， 促

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 ， 从而为中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做出地域化的

贡献 ， 使
一统多样的 中华文化复兴梦更加绚烂美丽 。

每个地域都有 自 己地域的学术 ， 是各 自地域精神文化的核心 ， 体现着各 自

地域的精神 、 个性和神韵 ， 是各地域精神家园秘藏的宝库 。 例如 ，
巴蜀有蜀

学 ， 岭南有岭南学 （陈寅恪称之为
“

南学
”

） ， 均各有其特点和神韵 。 研究和把

握地方学的根柢与内涵 、 文心与神韵 ， 找到今 日城市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神韵和

灵魂 ， 从而寻找到地域文化软实力之根 ， 仍然是今后地方文化研究面临的严峻

任务 。

（执笔人 ： 谭继和 、 彭 东焕 、 刘平 中 ）

【作者简介 ： 谭 继和 ，
四 川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 员 ，

四 川 省历 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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