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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第一章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第二
章文明起源时代古蜀政治组织的演进，第三章巴评议化与巴地的族群和政治组织，第四章三星堆文化
：神权政权与文明第五章巴蜀的政治制度与礼乐文明第六章分级制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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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三代蜀王的来源　　所谓“三代蜀王”，是指历史文献记载中早期蜀史上的“三代”。　　
根据古文献记述，早期蜀族分为“三代”，一脉相传。《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
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华阳国志·蜀志》载：“(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
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
柏濩(或作灌)，次王曰鱼凫，”这就是所谓蜀史三代论。　　蜀史“三代论”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
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怕
濩、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
传延续蜀祚的大一统的国家。　　如果“三代”时期的蜀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那等于就是说这时的
蜀早已超越了史前时代政治组织的所有发展阶段，达到了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及其统治体系的发展阶段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三代蜀王非但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它
们族群有别，来源非一，在成都平原活动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三代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将有助于我
们认识文明起源时代古蜀政治组织的基本情况。　　一般认为，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古文
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地在今茂县北境的叠溪。《汉书·地理志
》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称蚕陵，此即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谭其骧确认的岷
山南段，正在于此，蚕陵以南岷江南入成都平原之地，自古遗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
无疑是蚕丛氏向成都平原迁徙拓殖的证据。　　蚕丛氏是氏族的一支。《后汉书·冉駹传》记载汉武
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治今茂县凤仪），“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当中“依山居止，累石为室
，高者数十丈，为邛笼”的族类，即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为氏类的冉駹。《汉书·武帝纪》颜
师古注引应劭说：“今蜀郡岷山，本冉駹也。”冉駹是蚕丛一系的分支，是峨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创
造者。蚕丛“纵目”，与戈基人“纵目”一致，而戈基人即是冉駹。冉駹古音与蚕丛相通，其“依山
居止，累石为屋”，与蚕丛“居岷山石室”一致。冉駹的石棺葬文化，也与史籍所载“（蚕丛）死，
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相同。冉駹既为氏族，蚕丛氏当然也是氏族。
　　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约在早商之前，与夏代相当。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
，属于三星堆遗址第2期，应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蚕丛既早于鱼凫，又存“数百岁”，说明其
年代约与夏代同时。汶川增坡发现的体小扁薄的磨制石器，石材用料、器形以至大小均与三星堆所出
相同，但磨制较粗，表明时代较三星堆早。这也说明蚕丛氏年代早于商代，同时说明蚕丛氏是构成早
期蜀族的因素之一。　　关于柏濩，历代史籍语焉不详。考古资料中，三星堆遗址第1、2期之间有一
个明显的变化，而第2期与第3、4期一脉相承，为鱼凫氏统治时期的文化。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
序，则有可能第1期包含有柏濩的文化遗存。但柏濩一代的史事无考。　　鱼凫是三代蜀王的最后一
代，也是早期蜀国的统一者。《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
立祠。”唐卢求《成都记》、宋罗泌《路史·前纪》谓“鱼凫治导江”，在今灌县南，不一定可信。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说鱼凫田于湔山，是指其军事行动，而忽得仙道则是隐括其败入湔山
，当是被杜宇战败后退走湔山，并不是说鱼凫都于此。宋孙寿《观古鱼凫诗》及《温江县志》都称县
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这些，无非说明了成都平原是鱼凫氏活动的中心。　　三星堆遗址2至4期
出有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一般认为与鱼凫氏有关。1号祭祀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
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三星
堆遗址第2期约当夏商之际，第4期约当商周之际，2至4期一脉相传而又有所发展演进，正与鱼凫“数
百岁”相合。如此，鱼凫氏的年代约相当于有商一代（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　　鱼凫氏也是
氏族的一支。《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同书《
大荒经》也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郝懿行疏曰：“互人，即《海内南经》氏人国也。氏互
二字，盖以形近而伪，以俗氏正作互也。”所说建木，《淮南子·地形篇》：“建木在都广”。都广
即广都，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建木之西，乃是眠江上游之地。史籍说鱼凫王败走湔山（今都江堰市
、汶川境的茶坪山），“蜀人思之，为立祠”，“庙祀之于湔”，说明鱼凫兴起于此，亦退保于此。
而湔山正是氏人所居，汉初在其地置湔氏道，即因氏族聚居的缘故，可见鱼凫氏为氏族。　　鱼凫之
凫，或伪作妇。《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
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妇为颛顼所化，即言是颛顼后代、这与《吕
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书所记颛顼与蜀的关系一致。郭璞注引《淮南子》曰：“后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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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今本《淮南子·地形篇》云：“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
苏，其半鱼在其间。”其事、其地均与人面鱼身的氏人国如出一辙，应是鱼凫氏来源的又一传说。妇
、凫一声之转。三星堆1号坑出土金杖图案上的人、鱼、鸟，正表现出“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
凫”这种上古人们关于人类与动物的相互转化观念。这也是鱼凫为氏的证据。　　由上可见，三代蜀
王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是早晚不一的，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在夏
商之际，鱼凫王进入成都平原，融合了蚕丛、柏濩两族，形成了早期蜀族，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
了强大的早期蜀王国，但在三代蜀王并世的时期，他们却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前后相继、一脉相传的
王朝。　　　　二、西陵峡古文化中的三星堆渊源　　在巫峡以东、西陵峡长江干流沿岸，远达江汉
平原的西边，夏商时代分布着若干属于三星堆文化系统的考古遗物。它们是占蜀三星堆文化从成都平
原沿江东下，东出三峡，连续分布的结果，也是古蜀三星准文化分布空间的极东界限之所在。　　近
年以来，为配合三峡工程，长江流域规则办公室考古队、湖北省考古学界和四川省考古学界等，在西
陵峡两岸做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珍贵的古文化资料，为研究长江上游、中
游之际地区的古文化面貌提供了基本条件。　　二里头文化时期西陵峡沿岸的朝天咀类型文化，分布
在西陵峡区至鄂西的长江沿线，包括中堡岛上层、朝天咀B区、路家河和白庙子的部分遗存、峡口区
宜都县毛溪套灰坑、红花套和城背溪上层的部分遗存，其中以朝天咀B区的发现为最丰富。在朝天咀
类型的四种主要文化因素集结中，乙群因素即是从成都平原传播而至的三星堆文化集结。　　西陵峡
两岸的三星堆文化集结，表现在文化形态上，是三星堆文化所特有的夹砂灰陶系，陶器有圜底罐、小
平底罐、高柄豆、陶盉、豆形器、鸟头柄勺、尖底杯、尖底钵等器物组合群。表现在数量上，这些文
化因素集结几乎占据了西陵峡地区夏商时代文化遗存一、二期的主要地位。其分布范围，西接巫峡地
区沿江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如前所述），东达江汉平原西边的江陵荆南寺。这些文化遗存，均具与三
星堆文化相近的发展演变进程。因此，湖北省考古学界的专家们普遍认为，这种文化无论同鄂东以黄
陂盘龙城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相比，还是同鄂西以沙市周梁玉桥为代表的江汉土著文化相比，都迥然不
同，明显地是受到了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的影响。对此，人们一般都表示赞同。　　现在
的问题是，长江西陵峡两岸三星堆文化集结的性质是什么？具体而言，它们究竟是古蜀文化沿江自然
传播，还是三星堆文化与西陵峡古文化交汇发展，或是古蜀文化向东拓展扩张所以导致？　　自然传
播的结果，即是通常所说的“影响”。不论从西陵峡区三星堆文化空间分布的广度、深度，还是从它
的持久性、稳定性，以及从它与当地其他系统的古文化遗存判然有别而自成一系等情形分析，这支文
化显然不能够仅仅用“自然传播”或“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一类概念来表达和涵盖。假如仅仅是“影
响”，那么不论其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其程度和范围都将是有限的，都不可能达到取代原先土著文
化的地步。因为既然是影响，就必须以原先的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决不可能全盘异化。可是，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各种资料却说明了相反的情形：不是土著文化因素为主，而是三星堆文化因素集结为主。
很明显，这是“影响”所不能解释的。　　那么，是否能够用“古蜀文化因素与西陵峡远古文化因素
交汇发展”这类概念来解释呢？　　所谓交汇发展，至少必须是两支不同文化的直接接触、交叉发展
和融会一起，异源合流，同炉而冶，其中既有一种文化因素的集结，又有另一种或另几种文化因素的
集结，并且一般说来存在主流与支流之分，即占主导地位的和占次要地位的文化之分，平分秋色的情
况则难以见其实例。再者，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江上楚蛮之地”，或“荆蛮”、“楚蛮”，一般也是
指江汉平原或至鄂西北汉水流域，尚不得推导到上古的西陵峡区。可是，考古资料向我们展示的却不
是这种情形。所以，西陵峡以东的长江干流地区，夏商之际应是几大文化的边际交流区，即从中原南
下的二里头文化，从成才平原东进的古蜀三星维文化，西陵峡土著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接触交流区。
这几支文化各积压之间的分布，固然不是壁垒森严，却也井然有序，足以判然有别。所以只能说得上
共存与交流，谈不上交汇与合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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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对巴蜀文明论述颇深，有考古基础。
2、作者认为不存在早期巴文化，川东一带的文化是蜀文化向川东地区的传播
3、阅读多遍，受益匪浅
4、所谓“早期巴文化”之说，其实是以后来的观点套早期的情况。考古材料证明，巴地、鄂西地区
的早期文化，受到蜀文化的强烈影响，本身就是古蜀文化的辐射区域。后来巴地才出现了几种不同的
文化，包括姬姓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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