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勋燎教授（图） 

[作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单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张勋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博士生导师。从事考古教学科研工作。自九十年以来，已先

后发表《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看天师道的起源》、《川西宋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

等论文十余篇。 主要著作有：《古文献论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川西宋墓和陕

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道教五岳真形

图和有关两种古代铜镜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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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博士生导师。

男，重庆市江津县人，1934年 1月 24日生。1953年自贡

市第三中学（旭川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1957 年毕业后畄系给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作助教，

从事考古学教学科研工作，1978 年晋升讲师，1980 年晋

开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补为博士生导师。

现兼任国家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宗教学研所究研

究员。 

工作期间，曾给历史专业讲授《考古学通论》，为考古专业讲授《魏晋至明考古》、《中

国考古学史》、《古文献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及有关目录学》（简称《考古目录学》），给硕士、

博士研究生讲授《历史考古综合研究方法论》、《考古文献选读》、《道教考古》等课程。指导

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参加过长江上游万县至云阳段、广汉三星堆、邛崃、乐山崖墓遗址调查，

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 10名、博士研究生

3 名（包括日本畄学生一名在内的在读生两名），毕业者己按时取得学位，大部分获得高级

学术职称，霍巍博士巳晋升教授并增补为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本人从事考古教学科研工作，秉承冯汉骥、徐中舒先生的传统，强调考古学是历史科学

的组成部分，考古研究应当为古代史研究服务，以复原古代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目的。

研究考古材料，应当与民族学、人类学和古代文献记载结合起来，把它们摆回到当时的历史

环境中去，从纵横两个方面与相关历史事物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由现象深入本质，认识它们

的性质、用途、作用、意义，通过考古材料认识古代社会历史，避免把考古材料孤立起来作

单纯外部形态的研究，以分型分式分期为终结目的。从事研究，必湏具备多方面的深厚的古

代传统文化知识基础，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论，才能由博反约，纵深发展，形成体系。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本人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道教考古”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道教

考古材料的研究，将道教、道教史和考古两方面的专门学科知识融合起来，广泛结合道书和

其它有关文献记载，对东汉以来的考古发现材料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清理，把其中和古代道教

活动有关部分识别出来，归纳成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对它们的年代、性质、名称、用途、用

法、作用、意义加以认识，帮助解决汉唐考古和古代道教史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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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数十年来，对先秦以至明代不同类型的考古材料进行了广泛的专题研究，本着旡新见不

成文的原则，撰写了若干论文和专着。已出版主要供研究历史考古参考的《古文献论丛》专

书和《“七”、“十”考》、《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门石刻的初步研究》、《从考古发

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新疆吐鲁番 216号唐墓壁画考释》、《敦煌石室奴婵马匹价

目残纸的初步研究》、《李冰凿离堆的注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等论文数十篇。此外，

尚有《中国历史考古综合研究方法论》、《中国古典考古学史》、《古文献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

及有关目录》等专书及其它若干论文初稿将陆续修订出版和发表。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已先后发表《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看天师道的起源》、《川西宋

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直形

符》、《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姚伯多造道像碑文拓本考释》等论文十余篇，提出了与学界不

同的一些新说。如认为天师道最初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元年间或稍前起源于以西安、洛阳为中

心的北方地区，然后有一支由汉中传入四川发展为五斗米道；唐代灵宝派以西京长安为中心，

在上层贵族中仍中仍很盛行，并非如学界所说灵宝派在唐代已“默默无闻”；如此之类，在

国内外学术界也都引起了注意。1999 年月，应邀赴日本大阪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宗

教、神话与长江流域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报告了《重庆巫山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

铜牌与道教》的论文。2000 年 5 至 6 月，又应法国远东研究院劳格文院士等主持在香港中

文大学举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领域的转变、启迪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

《道教考古与道教古代史研究》论文，论证了道教考古材料对古代道教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提出了建立中国宗教考古新的分支学科“道教考古学”的构想。有学者认为，这是道教史研

究方面的一个突破。与博士生白彬合着的三卷本道教考古专书《中国道教考古》（北方卷、

南方卷和综合卷），在 2001年内即可脱稿交出版社出版。其它有关治学内容、方法、特点等

方面的情况，详见 1999年朝花出版社出版张士林先生所编《学林春秋》第三编拙著《我和

历史考古学》。 

主要著作 

1、《古文献论从》（专着），二十七万字，巴蜀书社 1990年 12月出版。 

2、《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出版。 

3、《川西宋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

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 12月出版。 

4、《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 技

术出版社 1993年 12月出版。 

5、《道教五岳真形图和有关两种古代铜镜的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 1991年 12月出版。 

6、《试论我国南方地区宋墓出土的道教“柏人俑”和石真》，《道教文化研究》第七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5年 6月出版。 

7、《江西高安出土南宋淳熙六年徐永墓“酆都罗山拨苦超生镇鬼真形”图石刻》，《道家文化

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6月出版。 

8、《试论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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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姚伯多造道像碑文拓本考释》，《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 2 期。 

10、《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四川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三十五周年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11、《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出土道教文物初论》，《巴渝文化》第二辑，重庆出版社 1991

年 3月出版。  

12、《成都出土南朝石刻造像之真伪》，《成都文物》1991年第 2期。 

13、《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本人执笔，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名义发

表），《文物》1961年第 11期。 

14、《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本人执笔，以“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名义发表），

《考古学辑刊》1981年第 1期。 

15、《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

社 1987年 9月出版。 

16、《荆门出土巴蜀铜戈图铭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 1991 年 4

月出版。 

17、《凉山昭觉石板墓的族属和古代的乌浒人》，《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 3期。 

18、《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门石刻的初步研究》（与袁曙光合着），《中日古代西南

地区中外交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2月出版。 

19、《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与刘盘石合着），《文物》1980年第 4期。 

20、《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 1期；该文后又

修订重刊于四川、云南钱币学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 7月出

版）。 

21、《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 4期。 

22、《四川理县出土的一部明代水利著作——童时明的〈三吴水利便览〉》，《文物》1974 年

第 4期。 

23、《咸丰三年茂汶〈瓦寺土司差役碑〉初析》，《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此《专集》为《四

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 7月出版。 

24、《从漏泽园看所谓的太平盛世——宋代的漏泽园遗迹和漏泽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

1975年第 4期。 

25、《出土器物题铭校读拾零》，《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 5期。 

26、《〈洛阳金谷园村汉墓中出土有文字的陶器〉补正》，《考古》1964年第 5期。 

27、《古文献记载铜鼓材料辑录》，《四川省史学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 9月出

版。 

28、《“七”、“十”考》，《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 5月

出版。  

29、《〈史记〉新标点本讹“七”为“十”校订》，《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月出版。  

30、《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 3期。  

31、《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216号唐墓壁画考释》，《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 4期。  

32、《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人殉和“舂塘”葬具》，《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第 4期。  

33、《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与方鹏钧合写），《考古》1980

年第 3期。  

34、《〈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考古》1961年第 9期。  

35、《宋代考古学在水利事业方面的应用》，《中国历史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

辑），1984年 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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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唐代关于石鼓文的研究及其评价》，《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 1990

年 6月出版。  

37、《唐五代时期的金石学》，《华西考古研究》第一辑，成都出版社 1991年 10月出版。  

38、《杆秤的起源和发展——兼论四川、河南出土的汉权》，《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第 3期。  

39、《古璧和春秋战国以前的衡权（砝码）》，《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 1期。  

40、《南宋国家标准的文思院官量和宁国府（安徽宣城）自制的大斗大斛》，《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第 1期。  

41、《关于我国落花生的起源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 2期。  

42、《关于今后开展夜郎考古的几点意见》，《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第 1期。  

43、《古玩文化史谈》，三万五千字，巴蜀书社 1994年 7月出版《古玩宝典》一书序言，（其

后由宋途、陆仁成配图以《古玩赏析》书名出版单行本）。  

44、《考古学家徐中舒》，《考古学年鉴》1992年。  

45、《徐中舒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和特点述略》，《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

书社 1998年 10月出版。  

46、《白头年少感师恩——蒙文通师百岁诞辰琐忆》，《学林往事》，朝花出版社 2000年 3月

出版。  

47、《我和中国历史考古学》，《学林春秋》三编，朝花出版社 1999年 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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