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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叫做“文化天府”。
这是一种颇有新鲜感的提法，有它特殊的韵味。
人们热爱成都的秀山润水，热爱成都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加了不少修饰语，诸如
锦绣天府、神秘天府、诗意天府、安逸天府⋯⋯有趣的是，这些修饰语都离不开蜀文化，是从蜀文化
这个根上生出来的。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
美国著名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里，认为“神韵”（或曰‘神圣’）是全球城市的
第一品质。
“神韵”就是文化性，它既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又是体现城市个性和特质的永久性的城市
印记。
不同性格和神韵的城市有不同的历史印记。
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城名意为诸神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这就是她的永久性记忆。
同为休闲浪漫型历史城市的杭州和成都，其个性和文化神韵又有所不同。
杭州是“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奥敦周卿：《双调蟾宫曲》），神
韵是秾丽型的。
成都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引古记）
，神韵是安逸型的。
这种差异性就形成为她们各自不同的永久性城市印记。
　　全球发展到现代城市阶段，包含着的城市文化性和多样性就更突出了。
所以，凡是世界名城，正如乔尔·科特金所说，都努力保护自己的历史印记，追寻自己的文化脉络，
张扬自己的个性，发展创新的思想。
世界名城巴黎就是在以罗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奥赛博物馆形成的中心区“文化三角”与歌剧院区
、香榭丽舍大街和德方斯形成的第三产业“金三角”两个区域同时受到充分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不
断发展和创新的，从而彰显出巴黎自身的神韵和特色。
成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的世界历史都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
积累因素以外，还在于她始终保护着、传承着和发展着“天府”这一永久性的印记和神韵。
它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有可能得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创造性，有
可能得到唤醒。
人们今天给予成都不少桂冠，诸如“中国最具风情城市”、“中国最幸福城市”、“全国十大宜居城
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成为人们心目中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不是成都风景好，异乡焉得忘归乎？
”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和文化地域特色的升华和发展上。
最近，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排行榜上，成都在上列两方面都排名第一，这也表明成都人对城市文化
神韵建设的重视。
　　天府广场文化景观注入浓烈的蜀文化内涵，就是基于成都城市的品性特质，基于海内外人士对成
都特质文化的认同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套系列丛书就突出了文化，用了“文化天府”这个新鲜书名。
现在出了第一辑，以后还会连续不断地出下去。
　　丛书的第一辑是专写成都天府广场大型文化景观及其十二文化柱体系的。
天府广场是城市景观体系的新亮点，是展示成都文明精华、城市个性和独特魅力的第一窗口，是城市
中非常活跃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
该广场景观以人性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美，以巴蜀文化为魂，采用艺术设计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
合的方法，利用高科技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神奇的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交融，传统与时
尚的结合，静态艺术景观与动感音乐声光的整合，构建为“龙腾风舞拥朝阳”的和谐天地自然之图的
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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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体现蜀文化内涵，还专门设计了展现蜀文化十二体系的文化柱。
这十二体系以成都为中心，扩而及于巴蜀文化，由历史名城的生态与文态、发展历程和地方特色的民
俗风情三大部分组成。
这是成都文化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一连串光彩夺目的闪光点的再现，是蜀文化体系以载体形式出现的第
一次全面展示，是成都旅游的宏观指南。
作为艺术景观，它也是城市大地艺术和广场艺术的杰作。
本丛书就是根据蜀文化十二体系写成的，目的是为来成都的旅游者，提供十二本惯心悦目的、文化内
涵深厚的、高品位的旅游读物。
　　在当代，世界性的旅游潮流正显现出观光旅游向回归自然、回归文化的高层次体验旅游发展的趋
势。
文化心理的美感享受和心灵感应，是旅游者高级层次的体验，是境界最高的旅游。
它使旅游者从开始的悦目赏心、物我相偕的第一境界，进入到怡心畅神、物我相融的第二境界，再经
过升华，达到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第三境界，体味到自然与人文和合的“中和美”，在激起人们高
度美感的同时，激发人们创造的灵感。
这既需要旅游者主体具有欣赏眼界和文化修养，也需要旅游客体即景观景物有可供神游的品位。
蜀中山水自有清晖，清晖自能娱人，成都和巴蜀景观拥有这样第一流的神品性。
我们相信以天府广场为体验起点，扩而及于成都和四川，加上旅游者第一流的体验和高尚的文化素质
，“一盆巴山蜀水”就一定可以读出“万卷天府之国”的韵味来。
“文化天府系列丛书”愿为引起海内外游人对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的恒久的兴趣和热诚的探索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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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有4500年以上的城市文明发展史，2300年以上的城市规划建设史。
五千年文脉传承不断、三千多年城址不迁、二千多年城名未改的历史特征，为世界历史都市所罕见。
“龟城走向、二江环抱、三城相套”的城市格局，乃珍贵的历史遗产。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成都是山水相依、秀美风雅的宜居城市。
汉代为五都之一。
唐代有“扬一益二”之争，宋号“天下名镇之冠”，成都乃地大物繁、货贿山积、俗好娱乐的名都。
名城建筑，特色突出：民居四合院、干栏吊脚楼、林盘小茅舍，乃其精华。
“剑南盆景”出现于唐代，唐园林格局留存于新都，自然天成，飘逸大方，行云流水，风流儒雅，成
都乃天府之国，上善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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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成都颂天府广场记诗意的成都璀璨的古蜀文化遗存古蜀王国的演变天府明珠，上古之都二江环抱的城
市格局龟画城的变迁濯锦锦官城蓉城的风花雪月元朝的成都镜像变城记成都街道的“川味”街的不同
名目建筑是城市岁月的纪丽谱古桥春秋蜀风浓郁的城市园林名城、名镇、名村的诱惑旅游主要线路景
点简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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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璀璨的古蜀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是石器
时代的早期阶段，一般认为这段时间约在距今250万年至一万年前。
那时，成都平原已有人类活动痕迹。
伴随自然气候变暖，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新的发明、创造继续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构。
　　位于成都市北郊驷马桥以北一公里的羊子山，是成都平原地区考古材料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
1956年在这里清理了_座西周时代的土台遗址，土台高达10米，分三级四层，属于供祭祀用的四方土台
。
同时又在土台基址下的地层进行了试掘，发现有五件距今约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表
明了在远古时期成都平原上就有人类生活和居住。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成都平原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物。
　　根据羊子山打制石器的发现来推断，至迟在距今一万年前，成都平原上就有先民们生活和居住了
。
根据《羊子山土台遗址的清理报告》分析：在所发现的五件石器中，有四件是由细粒石英岩质的砾石
打制而成的，形状很不规则，制作还很原始，而其中三件有明显使用过的崩口。
由此证实，这些石器是确经人类打制并且使用过的。
　　1995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找到了存在时间早于三星
堆古城的宝墩古城，距今4500年左右。
这证实了20世纪60年代相继发现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
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六处古城遗址，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遗存。
　　宝墩文化遗址无疑是蜀文明孕育时期的代表，是迄今所知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
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因为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城邑”建筑开始出现。
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宝墩古城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度6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
高处约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劳力成年累月的劳作。
它是成都平原上最大的一座城池，这说明宝墩文化时期的居住者已经进入农业定居的生活模式，其原
始氏族组织社会结构已被更为复杂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芒城遗址是1996年在都江堰发现的史前城址。
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
出土的距今4000年以前的众多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列入“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芒城遗址是当时古蜀先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财富，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建的。
其内外城垣系同期修筑，均为夯筑而成。
两道相距二十余米的城垣之间形成一道深四米多的壕沟环绕整体遗址，壕沟内的淤泥充分证明当时壕
内长期蓄满了水，足以证明当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防御技巧。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这座具有防御功能的芒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时
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小型房址。
房屋为地面长方形的双问套房，面积约50平方米，居住面积墙体基础部分保存完好，其墙体修筑是先
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上密集圆竹，形成竹笆墙，于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房顶盖草，实为川
西农家建筑的雏形。
据考古专家介绍，房屋的建筑形式是古蜀先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意味着四千多
年前生活在芒城的原始聚落趋于解体，出现了以单独家庭作为社会单元的形式。
因此，这座小型房址被赞为“成都平原第一房”，它对研究当时的婚姻、家庭及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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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是以“宝墩文化”为代表，那么，
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则无疑是二期文化的佼佼者。
　　距离广汉市约三四公里之处，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巨大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曾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
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房旁边疏通排水沟时，发现了一窖精美的玉石器，总量有四百余件，
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帷幕。
　　除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海贝震惊世界外，三星堆出土的不少陶器让建筑学
家十分惊喜。
一些器物属西南首次发现（可能是下水道或供水设施），包括形体极大的镂空圈足陶豆、喇叭口深腹
罐、高圈足镂孔陶器座等等。
其中陶质建筑构件，出土区域在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台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月
亮湾台地一带，极可能是宫殿建筑的区域。
建筑构件出土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晚期，这无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
因为大型建筑聚落的出现，对一个文明形态的稳定和支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蜀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
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和城市文明，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
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
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古城遗址，不仅有力地证明成都已经拥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城市文明，而且进一步
佐证了一个事实：成都平原不但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古蜀文化与其相邻的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与距离遥远但有文化交往的东南亚文明
、南亚文明、西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三星堆古蜀文化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外来文明的影响力。
所以，开放性、兼容性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主要文明特征。
而这些特征，加上古蜀先民“崇鸟敬日”的精神信仰，逐渐形成了一种人文精神，天长日久，积淀为
—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古蜀文明与众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充分表明古蜀先民具有渴望开放、吸纳经验的民族特征。
古蜀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开放性。
　　3　古蜀王国的演变　　成都，无疑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它牵动、吸纳了散布在成都平原周边的
文明聚落。
在这个文明中心的基础之上，耸立起—个金字塔般的、足与中原夏商文明相媲美的古蜀王国。
它初创于夏商之际，灭于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前后相续1500～1600年之久。
综合古史和传说，古蜀王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
如《华阳国志》所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　　“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
“蜀”名称的来历，史书记载有两种说法：—说蜀就是蚕，是因古蜀王蚕丛教民栽桑养蚕，使四川成
为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另一种说法，蜀是一种形态类似桑蚕的毒虫，因此有专家认为“蜀”极可能
是商朝统治者对蜀地人的蔑视性称呼。
学者们推断是商朝人最先发明使用“蜀”字，并且有多达二十多种写法。
每一种写法，都有一个大大的“目”字，意思是“纵目”。
最早，“蜀”字下面没有“虫”，“虫”是后来加上去的，金文将它固定下来，直到汉隶才固定为现
在的“蜀”字。
　　古蜀先民的故事就像雾霭一样，一直在四川盆地盘桓。
蜀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羌族的一支，他们沿岷江流域南迁进入四川盆地，在成都平原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传说中最早称王的是蚕丛和鱼凫，继后者为柏灌。
他们捕鱼、农耕并作，对成都平原进行了早期垦殖，杜宇王朝以及开明王朝，则分别对应于中原的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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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至舂秋战国时期。
　　一种说法是，蜀向家蚕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蜀山氏向蚕丛过渡的过程，蜀山氏部落最早以“蜀”
为号，蜀变蚕后，他们便以“蚕”为号，改称蚕丛氏。
证据是：其一，蚕丛氏的“蚕”就是蜀进化而来的；其二，自从古籍中出现蚕丛氏以后，原本频频出
现在史料中的蜀山氏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不复见于史料中。
　　杜宇时代晚期，蜀国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
《蜀王本纪》叙述道：“望帝积百余岁。
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
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
望帝以鳖灵为相。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受之而去，如尧之禅让。
鳖灵即位，号日开明帝。
”这个故事相当离奇，鳖灵死而复活既有悖常理，尸体竟能逆江水而上更不可想象。
透过传说的层层迷雾，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在杜宇时代，四川盆地曾发生一次特大洪水，一支来自荆
楚的民族，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杜宇氏的统治，成为蜀国故地新的统治者，即开明氏。
　　传说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常引起后人的思念。
富有招魂意味的杜鹃，成为了蜀国贡献给后世最为著名的“文化动物”。
　　开明氏袭位后，号称丛帝，丛帝生卢帝，这时是春秋中后期，蜀国力强盛。
开明氏最初统治川西的时候，还保持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到九世开明帝时，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的礼乐
文明，并予以发扬光大：“始立宗庙，以酒日醴，乐日荆，人尚赤，帝称王。
”（《华阳国志·蜀志》）开明氏建国之初，原定居在广都樊乡（今成都双流县牧马山），大约在战
国前期，迁到今成都市区，建立庙宇，成都首次成为一个都城，沿袭至明朝。
自此，成都成为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公元前316年，秦国趁蜀国和巴国发生战争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率军，灭掉了蜀国和巴国，使四川地区
归属于秦国的版图之内，古代蜀国的历史就此结束。
此后，又因历代帝王统治巴蜀的最高治所设在成都，而成都为古蜀都，“蜀”也就成了四川地区的简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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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府广场是城市景观体系的新亮点，是展示成都文明精华、城市个性和独特魅力的第一窗口，是
城市中非常活跃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
该广场景观以人性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美，以巴蜀文化为魂，采用艺术设计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
合的方法，利用高科技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神奇的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交融，传统与时
尚的结合，静态艺术景观与动感音乐声光的整合，构建为“龙腾风舞拥朝阳”的和谐天地自然之图的
大景观。
为深刻体现蜀文化内涵，还专门设计了展现蜀文化十二体系的文化柱。
这十二体系以成都为中心，扩而及于巴蜀文化，由历史名城的生态与文态、发展历程和地方特色的民
俗风情三大部分组成。
这是成都文化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一连串光彩夺目的闪光点的再现，是蜀文化体系以载体形式出现的第
一次全面展示，是成都旅游的宏观指南。
作为艺术景观，它也是城市大地艺术和广场艺术的杰作。
本丛书就是根据蜀文化十二体系写成的，目的是为来成都的旅游者，提供十二本惯心悦目的、文化内
涵深厚的、高品位的旅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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