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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的特殊意义及对策 

龚兢业*1 

华夏民族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民族，其文化更是多元瑰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巴文化是巴族在内的巴地各民族创造的

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1〕

。巴文化既是巴蜀文化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巴人故里”之称

的达州属于四川巴文化的核心区域和文化集中地，达州市党代会、人代会提出了“加大巴文化研究与宣传力度，建设全国巴文

化高地。”
〔2〕

对于达州而言，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有这个独特优势，更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支撑“巴文化高地”的独特优势 

达州上古属巴地，秦汉时期隶属巴郡。这里已有近 5000年的考古史、2300余年的建制史。远古巴渠大地上，居住着三支民

族，一支是蛇巴、一支是虎巴，另一支是诞生于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賨族。三支民族共同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

灿烂的文明。特别是经过自秦、汉、明、清以来的历代战争，巴国的几度兴衰，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汉文化、蜀文化与达州

土著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兼收并蓄、独具特色的巴文化，包括了重点文化遗址、众多文臣武将、无数文物古籍、独特巴风賨韵

等，成为今日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的坚实基础。 

（一）文化遗址独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川渝地区巴文化遗址集中沉淀于达州市的罗家坝、城坝，两大遗址均属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年代久远、面积广阔、内涵丰富、保存完好，是嘉陵江、渠江流域古巴文化起源、发展、消亡的中心

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是整个长江流域探索古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同时，两大遗址的规模、出土文物

数量及级别、文化堆积层等都在各地巴文化中首屈一指。罗家坝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古蜀船棺葬遗址一道，被称为“继

三星堆之后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城坝遗址又名宕渠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巴地賨人建立的賨国国都，称为賨城。秦灭巴

蜀后，于公元前 314 年在此设立宕渠郡，隶属巴郡，屡为州、郡、县治，为川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前后延续达

1000 多年。另有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的渠县汉阙、巴蜀一绝的渠县文庙、中华一绝的开江陶牌坊、中国红色第一街的石桥

牌坊、三教合一的真佛山等独居魅力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历史人物众多。这里自古文臣武将辈出，不乏彪炳中华史册的重要人物。春秋战国时期，賨人鹖冠子跻身于诸子百

家，成为法治先贤和西南道学鼻祖；大汉名臣冯焕和车骑将军冯绲，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圣旨修有冯焕阙；三国大

将王平成为蜀国后期主将，其塑像伫立于武侯祠；创建大成国的皇帝李雄，被誉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为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增添了厚重感；唐宋时期的李峤、李适之、刘晏、韩滉、元稹、张商英等文人曾宦居达州，而后入朝为相，

达州有“六相祠”为念；宋代经学大师黎淳，与“三苏”齐名；大明户部、吏部尚书卫承芳，以“公正廉明”著称，被赠太子

太保；破山和尚乃明末清初我国一位著名的佛门巨匠、诗人、书法家、禅宗大师，是著名禅院双桂堂的开山祖师，世有“小释

迦”之称，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佛教传承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明末抗清英雄李长祥乃一代忠臣，威震江南；清初民主先锋唐甄，

被推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位重要历史人物；镇守台湾的王万邦，誓死抵御倭寇，成为中华民族首个抗日英雄；大清叱咤风

云的“振威将军”罗思举，传奇故事众多，遗赠太子太保。及至近代，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等众多红军将领、抗

日英雄成为共和国不朽之基石。这些人物的精神特质，完全代表了巴文化之灵魂。 

（三）巴风賨韵长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达州人在巴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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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妙的童谣、谚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民歌、民间舞蹈、戏曲、杂技等，总共有 10大类，计 140 余项。其中巴渝舞、

竹枝词是古巴人和賨人创造的不朽的艺术，至今成为四川川剧等艺术的母体。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大竹竹唢呐、渠县耍锣鼓、

三汇彩亭会、土家余门拳、石桥烧火龙、安仁板凳龙、翻山铰子、开江拗棒等至今还是现代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又是

现代艺术的源泉。刘氏竹编、灯影牛肉等民间工艺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彰显了巴人的高超智慧和创造力。 

（四）文物古籍浩繁。全市馆藏历史文物甚多，其中已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13件、二级文物 76件、三级文物 2522件。近年

来，罗家坝、城坝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尚未鉴定定级。其中，有战国的青铜兵器、铜罍，有东汉的说唱俑头、陶猪、铜灯，有

汉代的陶壶、铜洗，有南北朝的铜鼓，有唐代的瑞兽葡萄镜，有宋代的黑釉瓷器，有明朝的大明通行宝钞，有清朝的何绍基行

书轴和郑板桥的行书中堂，有近代张大千的水墨设色人物图轴等。城坝遗址出土的虎钮錞于及“汉賨人邑侯印”收藏于国家博

物馆。这些馆藏珍贵文物，同样是古老的达州和巴文化的有力见证。春秋战国时期的鹖冠子著有《鹖冠子》，被收入《中华五

千年谋略宝库》；大唐诗人元稹宦居通州时，与白居易一道创造了诗歌史上的“次韵酬唱”，留下了大量的“通州诗抄”；唐

甄的《潜书》“是数千年中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
〔3〕

；李长祥的《天问阁文集》、罗思举

的《罗壮勇公年谱》等，这些都是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二、建设“巴文化高地”的特殊意义 

“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4〕

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元素之一，它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同样具有“强大精神支撑”的作用。 

（一）彰显巴文化核心价值的现代意义。一个地域文化品牌的独特性，除了其物资形式呈现的独特外，还应有其形而上的

文化灵魂即核心价值的独特性。悠久灿烂的巴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练与沉淀，至今亦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因素就是有

其文化灵魂与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可概括为“忠勇信义”。不管是传说中巴人射虎、斩蛇除恶，还是史书记载的助武伐纣、

平定三秦等，无不体现了这个核心价值。尤其是众多历史人物，更是下意识地践行了这一价值观。汉代的冯焕、冯绲父子，忠

于朝廷、平叛边患、勇于担当，即便蒙冤下狱，也相信“朝廷”，深得皇帝器重。三国大将王平始终忠于蜀国，为其出生入死，

捍卫江山。大清王万邦带着 50 0宕渠兄弟镇守台湾，一次海战，全军覆没，包括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但他依旧坚守国土，誓死

抗倭。及至近代，一大批革命者，更是坚定信仰、忠诚革命，以致毛泽东同志亲笔书赠宣汉人、川东游击军及红三十三军军长

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亲笔书信于达川区人、开国上将陈伯钧为“红军干才”。“忠勇信义”这一核心价值在巴地

众多英雄豪杰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而这一“忠勇信义”这一核心价值与“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拼搏、不胜不休”这一

伟大红军精神和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形成了古老巴地人文精神的“传承链”。因此，建设“巴文化高地”，

就是将这一“传承链”弘扬广大，让人们知晓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本质、本

性所在。 

（二）弥补巴蜀文化半壁江山之缺失。四川地域性历史文化——巴蜀文化有两大翼，一翼是蜀文化，一翼是巴文化。四川

的巴文化即指以川东达州为主要区域的巴地文化。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包括重庆、陕南、黔北和鄂西等地，都在积极研究和

利用巴文化。长期以来，四川着力研究、传播和打造蜀文化，使其影响力不断攀升，一系列有关蜀文化的研究机构、研究成果、

保护机构及文化旅游景区不断催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比之下，四川的巴文化就有些黯然失色，既缺乏深

入研究、有效研究，更没有很好地利用和发扬光大，具有较大影响的巴文化旅游景区还没形成，更没有给现代人带来经济效益。

如果巴文化在四川缺失或缺位，那么“巴蜀”文化就差了一半，或者四川巴蜀文化只是一个“残缺”的地域文化。因此，大力

研究、传播、弘扬和利用巴文化，建设“巴文化高地”,补齐“巴蜀文化”之短板是整个四川文化建设的责任和担当，势在必行。 

（三）提升川东区域中心城市的吸引力。达州位于川渝陕结合部，自古乃川东门户。近年来，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使得

达州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更加明显。然而，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不仅仅是地盘大、人口多，更重要的是文化地位的匹配。如果文

化的缺失，“中心”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外壳。西安、成都等城市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关键还是文化的支撑。尤其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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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其城市建设并非“最好”，然而，它对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引力却是“最好”的。达州的巴文化资源是一

个潜存着的巨大的宝库，对于“巴文化高地”建设有着广阔的前景，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吸引力。 

（四）形成川东旅游热潮的真正到来。作为四川东部，其各种旅游热潮没有形成，一直处于低谷。达州虽有巍峨的群山、

秀美的江河、众多的古镇，但作为自然旅游景区的打造，与峨眉山、九寨沟、漓江等地方山水自然相比，显然没有突出优势，

要吸引全国甚至世界游客前往旅游自然山水，这自然有些困难。因此，川东旅游发展必须结合巴文化，发展文化旅游。川东的

巴文化是巴蜀文化的一半，其他文化相比，有其自己的差异性、独特性，更有其知名度、美誉度，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个“差异

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应该前途无量。罗家坝巴文化遗址，堪称“巴文化的三星堆”，但它不是三星堆，而是“巴人祖源”

地。尤其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賨文化，对于达州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其城坝遗址堪称“巴文化的金沙”，但它不是金

沙，而是“賨国故都”。城坝遗址上那遍地汉砖、汉井是其他地方少有的，汉阙群数量是全国最多的。川陕苏区时期留下来的

革命文化遗址、故事传奇、伟大红军精神是独特的。那些青史留名的众多巴渠英雄豪杰是属于达州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独

特的。同时，以巴文化符号、文物、人物等为素材，打造系列旅游文化产品，这产品就具备了浓郁的巴文化特色。因此，用大

手笔、下大力气，充分彰显巴文化之“差异性”，“抓好历史文化挖掘、植入和再造，塑造独具魅力的旅游主题和文化灵魂。”

如此，“把达州建成国内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5〕

形成川东文化旅游热潮，指日可待。 

（五）催生独具特质的文艺精品力作。巴文化的悠久、厚重、多元等特点，为各种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巴文化高

地”既要有物质元素的支撑，更要有灵魂的“高地”，这个灵魂的“高地”就是催生一大批独具巴文化魅力的文艺精品力作的

诞生，催生一批巴文化作家艺术家的涌现。长期以来，蜚声华夏的“巴山作家群”还没有拿出一部像样的具有巴文化特质的文

学作品，建设“巴文化高地”，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氛围和“孵化”平台，是可以“鼓励创作一批具有中国气派、达州特

色和巴渠风骨的精品力作，打造达州文化品牌。”
〔5〕

 

三、建设“巴文化高地”的积极努力 

近年来，达州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加大了对巴文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提出了打造“巴文化高地”的目标，并

写进了党代会、人代会工作报告。 

（一）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新时期以来，达州市各级党委、政府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切实加强了对巴文化特别是罗

家坝、城坝两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的领导。一是市上成立了巴文化发掘与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宣汉、渠县也成立了相应的

组织机构，启动了对巴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二是制订了专门的措施，出台了《巴文化发掘与研究工作实施方案》，提

出了“一条河（渠江）、两个遗址（罗家坝和城坝遗址）、两条道（荔枝道和米仓道）、三座山城遗址（渠县礼义城、大竹黄

城寨、通川区和达川区的铁山关）”的“1223”工作思路。三是主动作为，加大向上争取力度，市上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

带队到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汇报工作，争得了支持。 

（二）遗址保护日渐加强。2010年 11月，罗家坝和城坝遗址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成

都片区”项目库。2013 年 5 月，罗家坝遗址纳入了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文物局将城坝遗址纳入了储

备项目库，完成了城坝遗址核心区域 50万平方米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制定了《达州市文物保护工作六年规划（2015—2020年）》

《达州市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管理办法》，初步建立了巴文化遗址保护机制。2014年，开展了第七批国保单位记录档案建立、

一至六批国保单位档案资料补充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罗家坝、城坝遗址的“四有”工作。 

（三）文物发掘逐步推进。罗家坝遗址先后于 1999 年、2003 年、2007 年三次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 950 平方米，发

现春秋战国墓葬 65座，出土各类文物 120 0多件。经专家鉴定，这些文物分别为新石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其中，

20 03 年发掘清理的 M33号墓，是一座战国早中期墓葬，随葬器物 200多件。其中青铜器 160多件，专家推测应为巴人王侯或巴

王墓葬。由此可确定罗家坝遗址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地位。城坝遗址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出土了战国时期青铜器 7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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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现清理西汉土坑木椁墓 3 座，出土铜、陶、漆木器 200 多件。其中特征鲜明的铜虎钮錞于和铜钲是王侯贵族身份地位的

象征。国家和省内专家一致认为，该遗址是四川境内乃至全国少见的汉或更早时期的城池遗址和賨人国都遗址，具有重要的考

古价值。 

（四）研究宣传全面启动。一是组织机构正在完善。市政府正在推动筹建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达州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文理学院已建立巴文化研究院。宣汉、渠县两地分别成立了巴文化研究会和宕渠文化研究中心、汉阙文化研究会。二是研究成

果不断推出。相继推出《地域特色文化研究——巴渠文化资源整合与产业发展论》《巴人文化初探》《賨人与賨人文化》《賨

人故里》《城坝遗址出土文物》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三是宣传工作逐步开展。中央电视台先后对两大遗址进行宣传报道，制播

了专题记录片《罗家坝之谜》《巴国探秘》和《賨人之谜》;《中国文物报》专版刊载 20 余位全国著名秦汉史学家考察城坝遗

址座谈会的发言;《华西都市报》两次整版宣传城坝遗址及賨人，称賨人为“东方的斯巴达人”。通过宣传,两大遗址的知名度

得到较大提升。 

（五）开发利用得到重视。近年来，达州充分利用巴文化资源，修建了达州博物馆、元稹纪念馆、六相广场、巴山书画院、

賨人文化陈列馆、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等巴文化基础设施。创作上演了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梦里巴人》

《賨人》，舞蹈《巴人》还出国巴厘岛演出，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市县两级政府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最佳模式，着

力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了两大遗址公园的规划、申报、建设等前期工作。渠县在保护利用文化遗址方面起步较早，

效果相对较好。建立了渠县历史文化博物馆，成功开发打造了賨人谷风景区及賨人文化陈列馆，修建了览阙大道和中国汉阙文

化博物馆，完成了对渠县文庙的修复。2015 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单位授予渠县为“2014’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

的地”，渠县成为全国 14个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当前，巴山大峡谷正在创编大型实景演出作品《梦回巴国》，

双月湖正在打造“巴国水乡”。 

四、构建“巴文化高地”的对策措施 

巴文化在达州已形成资源厚积、核心区域之态势，达州也为建设“巴文化高地”做了大量工作，初显成效，但真正建设“巴

文化高地”的高潮还没到来，还需付出更大努力，还需得到四川及其他友好地区的大力支持。 

（一）强化保护，各种措施要到位。文物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是文明历史不可替代的物象佐证，要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

文物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对一系列巴文化遗址要深入开展落实划定

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建立记录档案、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等“四有”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当地群众因

生产生活对遗址造成的各类损坏问题。各地对巴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中，务必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为今后的管理利用

发展留足空间、开辟捷径。 

（二）重视文物，考古发掘要跟上。对巴文化遗址要尽快进行全面勘探，重点发掘，争取更大考古发现。要建立、健全与

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相关的应急预案,且重视和加强实施力度,从而使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尽可能地保护好考古发掘现场，

为建设遗址公园贮备资源。要尽快出版各类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对已出土的文物要加快进行修复、鉴定，并争取“物归原主”。

要逐步解决遗址地下文物分布、地层关系、年代衔接、文化面貌等尚不清楚问题，为保护、利用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三）整合力量，研究宣传要加强。加大力度，整合各种研究力量，推动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和达州巴文化研究院的建立，

造就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成果推介，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和推介攻势。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

加大对考古发掘和达州“巴人祖源”、“賨国故都”的宣传报道，不断提升川东巴文化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抢占四川乃至全国

巴文化打造的制高点。要充分动员全市文艺界力量，以巴文化为题材，创作各类文学艺术作品。政府应在这类文艺作品的研讨、

公开出版、演出、展示、拍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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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为今用，利用工作要加快。要让文物尽快活起来，造福一方。及时启动罗家坝和城坝两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的立项和规划编制，高起点做好遗址开发利用的规划，正确选好利用途径，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及时配套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

建设，做到规划先行，分期实施，逐年推进。要认真分析全市文物资源优势，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合理设计文物利用的方式、

手段和目标，推动文物信息产业化，将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区域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要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教

育功能，依托博物馆、陈列馆、“巴渠大讲坛”、“巴渠文化千里行”、中华巴渠文化网站等载体，对广大青年学生开展爱国

主义和巴文化优秀传统教育。 

（五）完善措施，保障机制要健全。一是健全工作机构。省、市、县都应完善相应工作机构，加强对巴文化遗址，尤其是

重点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协调、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快速有效推动各项工作。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切实重视巴文化

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将他们充实到文博单位；把社会和高校里对巴文化有研究特长的人员组织起来，给他们定课题、

出经费，在规定的期限内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三是切实保障工作经费。省、市、县三级财政应将“巴文化高地”建设的各

项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研究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形成共

同保护、共同开发、共享成果的良好格局。四是加快地方立法步伐。根据立法法、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省、市政府及文化

主管部门要积极提出立法建议，由人大常委会适时对巴文化保护利用进行地方立法，将该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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