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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
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
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
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
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
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

内容概要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
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
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
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
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
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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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 传说时代（古蜀时期）1.古蜀的原住民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古老的民族，也是巴蜀地
域最古老的原住民。
不过，上古时代的“羌”，与现代意义的“羌”，在内涵与外延上并非一致。
现代的羌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绵阳北川羌
族自治县等地，人口总计20万。
至于古代中国的“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羌⋯⋯主牧羊。
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
”台湾的民族与人类学学者王明珂先生在其《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图1
）一书中写道：华夏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称呼西边的那些民族如西方牧羊人为“羌”⋯⋯从族
群理论出发来看，那时所谓的羌人是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的。
所以，历史上“羌”或“氐羌”的概念，一直是华夏心目中西方族群的概念。
那么，这一时期的羌人主要分布于何处呢？
王明珂先生指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
”对王明珂先生的前半段认识，笔者表示赞同，但不认同他后半段的话语——那把“羌”的分布范围
说得太窄小了。
已故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里曾有过大段表述，大意是：上古时的羌人乃分
布于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今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全部地面）的广大
地域上；古羌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族群。
古史记载中关于“神农生于姜（羌）水”，“黄帝长于姬水”，“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
”，“禹生于石纽”等传说所涉地段，在上古时期都属这一族群的地域。
上古羌人向东进入中原，“与土著的华族杂处，共同发展农业，从而孕育中华文化”。
他们向东南从岷山而下，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并在这一“进人”过程中形成蜀
族。
古代被称为“羌”的族群，其实乃是古巴蜀地域（今川渝地区）最古老的原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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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巴蜀文化”的名称是卫聚贤先生在一篇题为《巴蜀文化》（分载于1941年、1942年的《说文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第七期）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其缘起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所谓巴蜀铜器在成
都古董市场的大量现身。
为此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巴蜀文化”的大讨论。
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巴蜀文化专辑”反映了这次大讨论。
因此，巴蜀文化最早当属考古学上的概念，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居住于巴蜀地区的人所
创造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物质文化的遗存。
经过六十余年研究，“巴蜀文化”无论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大大扩大了。
它在当代学者的眼里，已成为古代及近代先后居住于巴蜀地区的人在巴蜀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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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为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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