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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陈桂权 何易展
1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秦巴文化产业研究院，四川达州 635000） 

【摘 要】“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文理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各地专家围绕“区域早期

历史与考古”“区域民俗艺术与社会调查”“区域文学与文献”“秦巴文化传播与产业研究”四方面展开学术交流。

会议以多学科、多视角的维度，拓展了巴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反映了巴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关键词】巴文化研究；南方丝綢之路;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8）02—0108—05 

“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11 月 22-23 日在四川文理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文理学院与达州市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达州市博物馆承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

地方文博系统的 150余位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60余篇。会议围绕着“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

路”这一主题，分别从“区域早期历史与考古”“区域民俗艺术与社会调查”“区域文学与文献”“秦巴文化传播与产业研究”

四方面内容，展开了热烈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本次会议具有如下特点: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参会论文既

有对考古发掘细节的阐述，又有对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间关系的探讨;所涉学科门类广泛，从文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

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多学科、多视角开拓了巴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与会专家积极参与，热烈讨论，

发表了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推进了巴文化研究的进程。 

一、区域早期历史与考古 

关于巴人早期的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三峡地区考古遗迹的大量发掘，对我们了解认识巴人早期的社会经济、生产、

生活状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庆师范大学杨华教授与硕士生何学琳详细介绍了在三峡巨梁沱遗址中，发掘的一处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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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制作露天加工场所出土的文物情况。文章称该发掘共清理石制品、陶器、瓷器标本多达 1519 件，

另外还有完整的动物遗骸 360 余件。这一石器加工场的发现，为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活动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重庆美术馆研究馆员刘前凤、特园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馆研究馆员王茜介绍了三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考

古发现情况。湖北恩施博物院朱世学研究员指出，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材料看，早期巴文化的源头当为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早期巴文化。重庆师范大学硕

士生余毙莹、张欢通过对宣汉罗家坝朱砂葬的分析，指出巴人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朱砂的族群，巴人与丹砂间有着深厚的情感

和历史渊源。史书上关于“宕渠”“賨城”的记载语焉不详，且前后矛盾较多。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国

指出“賨人”是秦汉时期对享受赋税优待的南方蛮夷，即古巴国地域少数民族的称呼。“賨”之名源于夏代“崇人”。巴国时

期，崇人为巴之属族，秦汉称为板楣蛮。崇人聚居在渠江、嘉陵江流域河谷地带，秦汉之宕渠是崇人聚居的中心。历史文献和

出土文物揭示了古賨城或崇国都存在的可能。2014年至 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工作，推动了两汉宕渠城的研究。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宕渠城应是秦灭巴蜀以后在川东地区设置的县城之一，

属巴郡。两汉时期，宕渠城成为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魏晋时期突然湮灭。历史文献中关于賨城的记载较多，且

地域不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卫东、周科华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賨城与两

汉的宕渠城在一起，且均处于现在的城坝遗址。达州市博物院马幸辛研究员结合亲身经历，回顾了达州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

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 

在巴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巴”字含义的解读众说纷紜，对于巴人的起源、图腾崇拜、迁移路线，及巴与蜀文明之间

的关系，也纷纷陈述己见。本次会议中，多位学者就此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四川省社科院段渝研究员通过对巴蜀印章和图

像中“英雄擒兽”母题的分析，阐释了古代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间的关系。并指出罗家坝墓葬中的“英雄擒兽”母题图像，其

文化来源应当是从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而至的。四川文理学院何易展教授通过对甲骨文中“巴方”的分析，全新阐释了巴与蜀之

间的关系。他认为“巴方”是一个地域性范畴，而非具指某一诸侯国。他从逻辑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角度进行

研究，认为巴与蜀的关系可能是并列关系，但更可能暗含了一种包属关系。达州博物馆王平副研究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胡昌钰研究员指出了巴名称应源于蛇图腾，“巴”字应该是“蛇”的象形字，是巴氏族的图腾标志;认为巴人既不是东方太皞的

后裔，也不是西方黄帝的后裔，巴人的先祖“蟹”，应为南方一支古老的民族。从越到蟹再到巴，蛇是他们拥有的共同图腾标

志，他们源于同一图腾——蛇。虎应是巴人崇拜的自然神;廪君最初并未顺清江而下向东迁徙，而是向西迁徙的。最后，提出了

巴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即初始的野蛮时期，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阶段，进人文明社会却成为附属国的阶段

和独立发展阶段。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志翔对巴人族源、巴人至巴地等内容进行考察，认为典籍所记巴人为太皞后裔有一定

道理，早期巴人当为夏商之前从北方南下的部族，且一直与中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嘉陵江与汉江可能为早期巴人人巴的主要

路线。成都师范学院王朋博士分析了虎形象在巴族文化观念中的三种内涵，指出人与虎之间可以互换生命形态，并借此实现灵

魂的交流。三种内涵的交叉结合构建了巴族生死观念，这也是巴族虎崇拜的核心实质。长江师范学院曾超教授指出，在已出土

的巴人文化遗物中，有众多或为虎形或为虎纹饰的遗物，这既是“虎”对巴文化重大影响的反映，更是我们传承、弘扬巴文化

的无尽源泉。 

在巴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巴地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认为，移民因素，尤其是“湖

广填四川”对巴文化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研究巴文化之前应该先对巴文化从时代性、地域性上作界定，明确巴文化的研究界限

和特点。他建议巴文化的研究要重视移民，从具体文化人手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巴文化研究体系。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指出南

方丝绸之路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他认为可通过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文明通道的关系，进一步发现巴文化与周边文化，尤

其是楚文化的密切关系。重庆大学董涛博士通过分析重庆地区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中原传说间的关系，认为大禹文化可以说

是巴文化遗存至今的重要内容，指出剖析大禹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理解巴文化的重要途径。重庆师范大学刘力副研究员指出，随

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使得地处西南之隅的巴蜀也开始了华夏化进程。通过“开土列郡”，巴蜀首先从政治体制上跻身华

夏帝国行政序列；随着秦汉对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更化改造，巴蜀民众渐趋“染秦化”“好文雅”，从而逐渐与中原

习尚、主流文化趋同;随着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巴蜀族源谱系亦发生变化，“黄帝”后裔的族源建构推动巴蜀从血统上完成华夏

化进程。华夏化的巴蜀成为中原与西南夷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王虎对《史记•西南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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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庄嬌王滇”作了全新的考辨。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张爽选取分析了《华阳国志》中《巴志》与《蜀志》的先民与英雄

神话传说，剖析出巴、蜀两地地理、政治特点和历史思想的同异性，指出了巴、蜀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西华师范大学蜀

道研究院、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的《荔枝道洋巴段考古调查简报》详细介绍了荔枝道洋巴段的遗存情况与重

要历史遗迹，为进一步开展蜀道调查研究打下基础。西南大学马强教授分析了汉晋至唐宋年间，大巴山地区交通主线的变化，

指出在中国古代大巴山地区的交通中，军事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交通体系的变迁受制于军事战争的影响很大，这在汉晋三

国及其宋蒙战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三峡大学刘自兵副编审详细梳理了达州地区古代的交通状况。暨南大学硕士生周航指出，

宋代达州“明通县”之名称是“明通”还是“通明”，目前尚不能断言，应以两说皆可为宜。该县有一个由院升县的过程;该县

所产之井盐外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循东关水而下经长江干流至西蜀地区，二是经洋巴道至陕西地区，三是经“紫阳万源道”

至京西南路地区。西南大学马剑副教授考证了唐代大巴山南麓高层政区（监察区）之统领、州县之置废及县治城址之转移情况。

重庆师范大学唐春生教授从农具、作物类型两方面考察了宋代三峡地区的畲耕农业，并指出畲田的生态破坏性有限。四川文理

学院陈桂权博士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西南矮种马成为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主要驮载工具的必然性，并介绍了其所形成的马

帮文化。 

二、区域民俗艺术与社会调查 

在巴地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本次会议也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三峡大学桑大鹏教授指出，汉末之时道教的世俗教祖张道陵，

选择当时三峡巴人生活的腹心地带创生道教，使道教宿命式地与巴巫结下了不解之缘，巴人的诸多巫术操作模式，及鬼灵观念

都对道教起到了一种潜在的建构作用，在符篆派、丹鼎派、术法派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峡大学陈文武研究员指出，在古代

巴人的工艺美术品中，玉器、陶器、青铜器是最重要的三大类，时代最古老的是玉器，黑玉雕刻品系列是其特色。陶器的发现

数量是最多的，代表器物是尖底器、花边陶釜、陶印章等，是造型奇特的南方文化代表，并重点介绍了作为巴工艺美术代表标

志器物的青铜器，如虎钮餑于、编钟、柳叶剑、虎纹戈、矛、钺等。湖北恩施博物馆馆员张慧指出，湖北清江流域的民间歌舞

“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奇特的丧祭习俗，也是集歌、乐、舞浑然一体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具有社会、

历史、民俗、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是巴地民间歌舞的“活化石”。 

“巴渝舞”是学界讨论比较集中，但却并未形成共识的热点问题。四川文理学院马璐瑶、刘术《汉代巴渝舞考》一文梳理

了巴渝舞进入汉代宫廷，及其名称变化的情况。李晓龙博士《＜巴渝舞＞宫廷流变考》指出，《巴渝舞》因刘邦而进人汉宫，

至汉末已“句读不可晓”。曹操命王粲改制《巴渝舞》，是《巴渝舞》从地方舞蹈色彩向宫廷乐舞雅化转变的开始。南朝梁新

制《巴渝舞》，只是徒具其名，形态实已不同，后被隋、唐归为《清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岳精柱研究员，通过对宣汉毛

坝场姓氏“营”地名形成的梳理，分析了客籍人川后，客土之间，家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同建立和守护乡土秩序过

程。四川文理学院讲师罗大蒙分析了巴县及周边巴文化区的丧服制度，指出其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和国家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

要的形塑功能。四川文理学院姜约副研究员指出，巴地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塑造了巴族群“朴直敦厚”“刚勇重义”“乐观

豁达”的文化性格。巴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艺茵从原料、制作工艺、样式等方面，分析了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的服饰特

色。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教授对巴人文化区山寨城堡的分布、功能、性质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其对于巴文化保护和传承都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文理学院讲师张杰通过民间传承人的口述，还原了巴山民间故事中“王幺贡爷”的形象。四川文理学院

讲师党超亿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借助民俗文化纪录片、人类学资料片、口述史纪实、民俗故事微电影、传承人系列微纪

实等影像实验，阐释了以荔枝道为脉络，分布其间之巴文化的无限神话迷思、深层蕴藉与人文精神的魅力。 

三、区域文学与文献 

巴地，因其在王朝版图中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文化认知中的“蛮夷”之地，使它成为朝廷贬谪、流放官员的集中地之

一。这些被贬文人来到巴地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巴文学”。研究“巴文学”也是研究巴文化的主要

内容之一。南京大学许结教授从区域文化视野考察巴文学，指出巴文学与楚、蜀、秦都相互影响，区域文学以诗歌、舞蹈相融

合，产生了独具特征的巴渝舞和竹枝词等文学样态，对丰富中国文学传统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巴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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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个历史节点。四川文理学院漆娟副教授以中唐著名文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被贬谪巴地的创作表现为例，指出由于地

域视野的大转变，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特定的区域时空的折射下也相应发生变化。同时，他们在该区域的文学成就也极大地拓展

了巴文学的内涵，使沉寂已久的巴文学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安徽师范大学潘务正教授指出，清同治年间蜀人姜学渐编纂的《资

中赋钞》，力求构建赋的地域特征。四川师范大学汪燕岗教授与硕士生张爽的研究表明，清代巴蜀宣讲小说以劝善惩恶为创作

宗旨，有固定的叙述体式，正文采用韵散结合的说唱方式，其故事主题不离“圣谕”，宣扬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些作品

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都是用本地方言口语写成，保留了很多巴蜀地区的清代方言，其艺术特色共同构成了巴蜀文化重要

的一个文学现象。重庆工商大学薛新力教授分析了巴蜀学者周询两部红学手稿:《＜石头记〉说豉》与《红楼百咏》，指出这两

部手稿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红楼梦》的阅读欣赏都极具参考价值。重庆师范大学陈忻教授指出，杜甫在夔州的时间将近两

年，这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其诗歌创作特别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杜甫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忧、为百姓酸辛沉重的生

活而痛，也为自己漂流衰颓而悲，其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溢着萧瑟凄寒的“秋意”。 

重庆文理学院杨判教授指出，杨慎《全蜀艺文志》的编辑原则是“博选而约载”，所谓的“博选”，即选文征引的文献极

为富赡，所选诗文数量增加、文种分类细化，充分彰显其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所谓的“约载”，即对繁复的文献资料，按照一

定的义例选录。西南交通大学陈伦敦副教授指出，万历年间安徽人范槲所作《蜀都赋》在校勘、保留史实、保存民俗、订标点

之误等方面的价值，并判断其刊刻时间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间，刊刻地为浙江。四川师范大学

硕士生陈婷与张海副教授，分析了《益部谈资》在记录巴蜀才女的才情、巴蜀地区自然景观及蜀地地形的特点、蜀地的物产、

手工业制品以及珍贵文物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贵州师范大学王雅克副教授，将苏轼词作中的“梦词”分为:记人忆事之词、闲情

逸致之词、万事皆空之词类，指出影响苏轼梦词创作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社会土壤、二是成长环境、三是人生经历;苏轼“人生

如梦”的思想受佛教影响极大，梦词背后也有佛理的渊源。四川文理学院林平教授称当代新边塞诗人代表杨牧的作品扎根于大

西北，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艺术提炼和概括，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具有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和

诗艺的真实的特征。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安敏考证了明清之际，达州人李长祥所著《天问阁文集》成书的

具体年代，通过对其中《甲申报臣传》所记载的明末史实的梳理，补充并佐证了明末流民、党争等史事。 

四、秦巴文化传播与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是当今学界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发掘文化潜力，服务于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是文化产业研究的

应用方向。本次会议上，与会相关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西南医科大学的饶馥婷博士，从泸渝城市文化

特质的巴文化同源性、泸渝城市文化特质的巴文化共性和长江文化带之于泸渝文化共同体打造的策略分析三个方面，对泸渝城

市文化建设进行了深人的论述。西华大学王国巍教授认为达州地区作为巴文化的主要传承地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达州

市应从战略规划上，处理好巴文化与地区经济的双收益，努力把达州市打造成中国著名、世界有名的巴文化核心区和巴文化旅

游目的地。四川文理学院雷斌副教授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分析了巴文化创新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达州市方志办邓高研究员对达州市如何建设巴河文化旅游特区提出了政策建议。四川文理学院范

藻教授认为，面对城乡间的差别，公共文化服务要做到标准化和均等化，实现城市和乡村文化资源的共享;在发挥政府主导和市

场配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凸显自己的特长，做到合情合理的资源调配，建立起服务基层的可行可信的协作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公共文化城乡资源共享的“八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