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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彝族文化解三星堆之谜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3-24 期数：522 阅读：681次

      三星堆出土铜器中，有一种酷似古代车轮形的器物。王昌富认为，应是表现太阳和十月太阳

历的罗盘。其外圈代表太阳，圈内5根分别代表十月太阳历纪月的五元素——土、铜、水、木、

火。 

 
 
 
      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了目前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铜方鼎。人们一直认为，立足

中原的商朝是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顶峰。然而，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次出现了80多个

青铜面具却证实，远在4500-5000年前，古蜀国甚至有了更高的铸造技术。 
      广汉市位于成都北面偏东约50公里的地方，它的城西8公里有一个三星村，三星村有三堆高

出地面的黄土堆，震惊世界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里被人们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有许多未解之

谜，日前，记者采访了刚刚结束两会彝语翻译工作的中央民族翻译局的彝族学者王昌富—— 

 
 
 
 

用彝族文化解三星堆之谜 
 

 
□     本报记者 俞灵 

 
 
 



      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起就陆续有重要的古文物发现，最大规模的一次发

掘是1986年，出土了1300多件举世罕见的大小青铜文物。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有大型青铜立人

像、大型青铜面具，带纯金面罩的“直眼人”青铜人头像，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虎形器、金箔虎

形器、龙形器、金杖等，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域考古中从未发现，显得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地方

民族文化色彩，因而震惊了世界。近一二十年，三星堆一直是考古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门话

题。 

      可以说，三星堆的神奇与独特在于其中掩藏着许多让现今的人们百思不解的“谜”。比如：

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渊源是来自古印度两河流域还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文化？现今中国彝族、土

家族、哈尼族、羌族中有没有具体或间接解释三星堆文化的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三星堆古蜀国

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情况如何？秦引民万户入蜀和后来的引民“填

蜀”以后，原巴蜀居民和民族到哪里去了？三星堆古蜀国的语言文字、建筑艺术、文学艺术、冶

炼技术、养殖业技术到哪里去了？已经出土的文物精品，如青铜立人像、青铜面具、金杖、青铜

太阳轮等冶炼过程，制造技术和冶炼厂遗址在哪里等等。许多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讨论，有很多独

到的见解，结果却不尽令人信服。作为彝族的学者，王昌富近些年一直关注对三星堆的研究。他

认为，三星堆是独立存在于中原文化的。 

 
 

大型祭坑是彝族火葬遗存 

 
 
      古蜀国王祭坑在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星堆遗址多数文物出于祭坑。王族火葬后，尸骨难

留，便造青铜器祭之，祭品随之祭葬于坑。王昌富认为，之所以祭品均烧毁而深埋于坑，是与古

代宗教意识及其葬式有关。 

      古蜀人行火葬，其随葬品也随之火葬。至今，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还保持古俗，行火葬，其

随葬品一同火化，其中有碎金、碎银含于口中，让灵魂冥界可用。这些随葬品活人谁也不可“分

享”、争用，否则鬼魂会置活人于死地。这样，使有些专家不解的三星堆“文物均被火烧，坑内

埋入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之谜便清楚了。可见，跨越数千年的彝族传承文明保持了彝族远古祖先

的文化传统。 

青铜人头像的头饰与彝族头饰极为相似 

 
 

礼器造型图纹与彝族近同 

 
 



      礼器是礼制的具体体现。王昌富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礼器造型与彝族木制漆器餐（酒）具明

显有“亲属关系”，多为高脚、大肚、敞口形，适合席地而坐时用。 

      礼器中不少能找到彝文化的因素，乃至相同。如：玉璋与“乌土”就相同。“乌土”是祭祀

时毕摩专用之物，是祭师身份、地位的象征，通天地之招牌，神圣至极。 

      礼器中有许多鹰、虎、蛙、鱼、龙、蛇、凤等铜器和陶器，其造型与今天彝族生活器具有相

似之处。彝族宗教意识中尚鹰崇虎敬蛙，认为鹰是自由、勇猛、见多识广的象征；虎为凶猛、无

敌的象征；而蛙于人有恩，曾密告要喝混浊之水，方能言语、聪明。这些宗教观念充分体现在三

星堆出土的遗物和彝人生活用具中。 

 
 

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与彝族头饰相似 

 
 
      在高度发达的我国商周文化中，过去从未发现过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人雕像。三星堆遗址

出土的青铜人像、头像，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中缺乏独立人像雕像的空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

趣和全世界的瞩目。 

      这些人头像形式多样，装扮各异。有的头戴辫状“帽箍”，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同胞头上缠

绕的头巾极为相似，这种辫状帽彝语称“俄体”；还有圆圆的头顶上将发梢聚成一撮，王昌富

说，这可能就是《史记》所记载的西南夷的“椎髻”。这些不同发式和不同冠式的青铜人头像，

表现的是人们不同的身份和职责。这也说明了古蜀国已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出土人物多

为头像，王昌富认为，这也印证了彝人“顾头不顾足”的历史渊源。 

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疑是彝族支格阿尔射日月神话的反映 

 
 
      1986年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发现大型青铜神树两件，被称为“一号

大型神树”和“二号大型神树”。一号神树的树干上有9枝树杈，每枝上立一鸟。树干上和树枝花

托下有光环，树侧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龙。造型生动，极具写实感。 

      在彝族典籍《勒俄特依》中记载：远古的时候，宇宙处于混沌朦胧状态，充斥着雾状气体，



没有日月。后来支格阿尔呼唤日月，唤出毒日6个，毒月7个，宇宙处于焦灼难忍之中。英雄支格

阿尔站在蕨、杉树上，引弓射日月，射下5日、6月，仅剩残缺的独日独月。并只准太阳白天出

来，月亮半月全出一次。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或许就是对这一神话的描写和反映。 

      另外，王昌富还认为，彝族的神树信仰具有普遍性。彝族毕摩大小祭祀仪式离不开插神树，

多用杨柳、杉、杜鹃树等枝条制作。其中有一棵为最大的神树，神和灵魂来往于天地，充当通天

的神路，至今还深藏于彝人宗教活动之中。 

 
 

青铜直目人事实上集彝族神化中多种超凡神奇的功能于一身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中，有三件体型庞大的直目人面像，他们有一双明显

凸出眼眶的眼睛，一对向斜上方伸出的大耳，一副高高的鹰钩鼻，一张上翘接近耳根的大嘴，额

头正中还凿有一方孔。整个面部给人一种神秘而又亲切的感觉。其中最大的一件青铜人面像，

《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称“阔眉大眼，眉尖上挑，眉宽6.5厘米至7厘米。双眼

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

箍，宽2.8厘米，眼球中空。面具通高65厘米、宽1.38米（以两耳尖为准）、厚0.5厘米至0.8厘
米。” 

      关于眼球突出的直目人面像，其文化和族属渊源，王昌富认为应是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华

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

椁为纵目人冢也。”过去文献中“纵目”一词，许多研究者都不得其解，异说纷纭。青铜直目人

面像出土后，许多考古工作者都认为“纵目”就是这样向前突出的眼睛。由此，“蚕丛纵目”的

千古之谜也随之而解了。 

      这个象征古蜀人蚕丛的铜像事实上集彝族神化中多种超凡神奇的功能于一身，即“赫惹柳

止”（千里眼，传说中其眼大且直）和“那者博黑那”（展耳听山外）等。更有趣的是，彝族比

喻聪明绝顶的人为“依且炯倮补”，即“头上开窍”；还有，在其额前高高耸起一柱，实为彝族

如今 “英雄髻”的最早表现形式。 

      王昌富告诉记者，云南著名彝经《彝族创世史》中也有关于人类祖先“纵目”的记载： 
 
      猴子又演变， 
      变成竖眼人， 
      双眼直竖竖， 
      …… 
      竖眼人时代， 
      没有年和月， 
      没有日和时， 
      …… 
 
 

青铜立人像俨然是彝族武将着战服挺立 

 
 



      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立人像。形体如

此高大、制作精美的青铜铸像，在迄今我国出土的商周前文物中从未发现过。 

      青铜立人像由方座和立人像两大部分组成，采用分段嵌铸法铸造而成。人像粗眉、大眼、高

鼻、阔口、大耳，头戴高冠，身着深衣，两臂平抬，两肘弯曲，两手呈握物状，赤脚，站于方台

上。面部肌肉紧缩，容颜十分肃穆，像是正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王昌富告诉记者，这座青铜

立人像活像一个威严神圣的彝族武将着战服挺立着。从头观察：1、头戴高冠；2、两耳像彝人一

样穿孔；3、衣领呈V字形而无高领；4、胸前佩戴彝族称“都他”的英雄带；5、双臂戴彝族称

“显”的臂套；6、衣饰上的纹样与彝族服饰相同；7、外套与今阿都彝区相同——瘦身齐膝；

8、裤子与今阿都彝区“小裤脚”相同。这一切装饰无不与阿都彝人相同或相似。 

      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

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

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

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彝族曾经辉煌过 

 
 
      研究表明，彝族先民在史前已创造了以彝文为标志的灿烂文明。考古发现了9000年至8200
年前的古彝文，在长江中上游乃至辐射到黄河流域都有古彝文的考古发现。在中原夏商之际，彝

（夷）系统民族已在长江中上游独立存在，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创造了独自的文化体系。

彝族先民以西南这片广袤、富饶、峻拔的山地为历史舞台，在同自然与社会的生存抗争中，创建

了自己的辉煌文明，并逐步扮演起长江文明初始剧的主角，继而形成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

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国”为雄厚根基的长江文明的主体民族，其文明光芒辐射到

了中外。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日渐衰落，而文明的余晖仍有蕴存。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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