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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博物馆作为收藏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殿堂，真实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的足迹；博物馆在保护、研究、展示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适逢我国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之世，博物馆在公众生活中地位日益

凸显，公众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极佳的发

展期。

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博物馆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开展业务、学术交流的阵地也有待于进一步扩大。为了使我国博物馆发展更

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探索和实践博物馆事业专业化、现

代化、社会化的理论与方法，四川博物院特创办《博物馆学刊》。我们渴望

通过自己的一点绵薄的努力，为中国特色博物馆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增加一块

新的砖石，使《博物馆学刊》成为全国各博物馆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取长

补短、共同发展的交流平台。

《博物馆学刊》内容将推出博物馆学研究、文物研究与鉴赏、文物保

护研究、著名博物馆评介、精品陈列展览品鉴、历史文化研究、民族民俗研

究、巴蜀文化研究等专栏。我们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本着“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成为传播普及先进文化和优

秀民族文化，介绍引进世界博物馆先进理论的平台；使其成为全国各博物馆

沟通合作，展示博物馆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桥梁。

《博物馆学刊》第一辑的出版，只是我们前进的起点，要将其办好并非

盛建武（四川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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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希望《博物馆学刊》在发展过程中，关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沿，不

断创新；立足于博物馆行业自身的特点，创出自己的特色；坚持开放原则，

广延贤才，使《博物馆学刊》成为有鲜明特色、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可读性强

的读物。

《博物馆学刊》一经问世，无论主编者是谁，而事实上它已属于博物馆

学界、属于全社会，期望在博物馆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扶持下，在公

众的呵护下不断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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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士美 四川省南光机器厂高级工程师

【摘要】先父冯汉骥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四川大学任教，

在华西大学社会系担任主任，在四川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下同）担任馆长。先父冯汉骥在

四川博物馆担任馆长期间，曾主持过王建墓的发掘，并将四川博物馆由犀浦迁至皇城内的明远

楼，后又迁至人民南路跳伞塔对面的“原子能展览馆”内，为今日之四川博物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冯汉骥 　四川博物院

先父冯汉骥（伯良），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乡冯家湾，1904年在家乡私塾发蒙，

1909年入宜昌私立华美书院学习。1917年先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华美书院毕业并保送到安庆私立圣

保罗高级学堂。1919年先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到教会所办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并

获得免学杂费的全额奖学金。但入学后，校方要求先父信教并学神学，遭到先父的拒绝，校方遂

要求先父在毕业后须全额偿还全部费用，故先父在毕业后省吃俭用，两年内还清了全部费用800余

元。先父在私立武昌文华大学攻读文科兼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

1923年至1931年期间先父先后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浙江大学文理图书馆等担

任馆长。

1931年夏，先父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为了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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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在学习之余做过各种工作。后先父与裘开明、于震寰共同编撰了《汉和图书分类法》（A 

Classification Schema for Chines and Japane Book）一书，该分类法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及美国大部

分图书馆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之后先父便在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现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做兼

职华文编目以维持学习和生活之费用。1933年先父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院，1936年先

父以《中国亲属制》（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的论文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哈

佛大学《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杂志评论“该论文不仅在研究中国亲属

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世界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先父便在哈佛大学

任教并兼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即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代理主任。

1936年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访问美国，专程到波士顿邀请先父回国筹建中央博物

院人类学研究所。先父便辞去了哈佛大学的职务，并推辞了哈佛大学提前送来的终身教授聘书，于

1937年初举家离开纽约经欧洲并在欧洲数国游历了数月后，于1937年8月7日在意大利热那亚登船返

国。当船航行至红海时，得知上海已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于是在船到香港时全家只得由香

港上岸经广州到武汉。时逢中央博物院已内迁至武汉，原有研究所已作了撤并，故无力再作筹建新

的研究所的安排。李济特面向先父致歉，此时先父接到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系先父在浙江大学

的同事）的邀请赴四川大学任教。1937年11月初我们全家到达成都，先父在四川大学教授人类学、

先史考古学和人生地理学。

1938年暑假，先父获得四川大学资助，只身前往四川西北高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岷

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地区，考察羌族和藏族的现状及历史，历时百余天。先父风餐露宿，备经艰辛。

此行除在民族学方面获得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考古

发掘之先河。后来，先父撰写了《The Cistgraves of Lifan》（《礼藩的石棺葬》）。1939年暑假，教

育部组织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先父任社会组组长，并给了一个考察专员的虚衔以便进行考察工作。

此次考察也历时百余天，对西康的民族进行了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积累之资料厚达数尺。可惜

的是，此项工作因故未能完成。此后先父仅撰写了《西康之古代民族》一文，介绍了若干观点。先

父在完成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的考察任务后返回峨眉，此时程天放派人向先父游说，以先父身为

部聘教授，四川大学是党国的大学为由，要求先父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遭到先父严词拒绝，不再

赴峨眉四川大学任教。

先父返回成都后，曾考虑应云南大学吴文藻教授的邀请，赴云南大学筹建云南大学的人类学

研究所，以便进行民族学方面的人类学研究，或考虑应在贵州的浙江大学邀请回浙江大学任教。恰

逢此时先母陆秀正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因先母是北京师范大学公派留学，故按照惯例回

国后要回母校服务两年）。此时，先父的好友蒙文通教授（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受四川省教育

厅厅长郭宥守之托，希望先父能以遗弃在皇城内“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两千余件文物为

基础（包括在日本空袭后损坏部分），筹建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教育厅合办的“四川博物馆”。“四

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是在任鸿隽任四川大学校长时建立的，由邓只淳任主任委员，有四川大

学的一些教授任委员，如徐中舒教授、蒙文通教授等人。先父1937年到四川大学任教后也参加了该

委员会。四川博物馆（因为是由“国立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教育厅” 合办的，故一直用此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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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理事会成员有郭宥守（理事长）、程天放（副理事长）和蒙文通、方叔轩、邓只淳、向

楚等理事。该理事会于1940年初由理事会正式聘请先父为四川博物馆馆长，在城守东大街“四川省

图书馆”内筹建“四川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最初组成人员有陈仰之（任秘书，由四川大学调

入）、曹增荣（任文书）、柏复武（任事务）、蒙学敬（任抄录），教育厅派一名会计沈××（教

育厅主任会计沈省庵之子），另有一名事务员。

陈仰之是郫县犀浦镇人，当时在郫县犀浦镇北、成灌公路以南有一座荒废的庙宇，经他建议

将其修缮后作为馆址。在修缮好后，将在皇城内的文物陆续搬到犀浦的馆址内，并布置了四个陈列

室（历史文物陈列室3间，民族文物陈列室1间），于1941年春开始定期对外展出。当时“四川博物

馆”有三个部门：（1）秘书组陈仰之任秘书，其下有曹增荣、柏复武等人。（2）历史组由先父自

兼主任，其下有陈仰之、柏×（女，西北大学毕业生）、魏×（山东人）。（3）民族组由马长寿

任主任，其下有柏汉先、蒙学敬等人。另外尚有刘泽、刘复章、王子荣等工作人员。由于馆员的

工资甚低，月薪为3~5斗米，故有馆员陆续离开，先父为了生计也在“华西大学”社会系兼课。此

时，先父仍想去云南大学或浙江大学任教，曾多次向郭宥守提出辞呈，但郭宥守却一再挽留先父。

恰逢此时先父在外西抚琴台“天成铁路成都办事处”的防空洞内躲避空袭，该办事处的负责

人在挖防空洞时遇见了石壁，便就此事向先父请教。先父首先肯定这是一座墓葬，后经先父论证这

是前蜀王建之墓。先父便对郭宥守说：“教育厅如能向内政部及教育部申请到发掘执照，我便可以

暂时留下来。”郭宥守立即着手向内政部和教育部申请发掘执照，此时先父将博物馆的工作交给陈

仰之和马长寿负责，并开始准备有关的资料，待教育部和内政部的发掘执照颁发下来后，于1941年

9月15日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刘复章、刘泽、杨×、魏××及四川省政

府派来的监察员1人。王建墓发掘成功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郭沫若先生曾评价如下：“抚琴台的

发掘的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在中国学术界必有极大的贡献，这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如是在欧

美，想必已经轰动全世界了。听说冯先生是人类学家，在工作上极为严谨是值得庆幸的。”在王建

墓中发现王建的玉册和座像，先父感到十分欣慰。在王建墓挖通的那天，笔者正在抚琴台上玩耍，

在先父同意下也进入了墓内。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在台阶上有王建的玉册和汉白玉座像，在台阶下万

年缸内还残存一些液体，在棺床上有一些彩色木质棺椁的朽木残片，而在这些朽木下还有散发着臭

味的水银。王建墓发掘后，在社会上流传抚琴台挖到了金娃娃的谣言。这便引起了当地黑社会头目

徐子昌的贪欲，派人闯入墓室，踩断了玉册（现存的玉册是经修复的玉册）。在没有抢到金娃娃和

珍宝后，他们便将先父捆绑在乡公所三十六小时，第二天经四川省政府出面才放了先父。先父保护

文物的决心并未动摇，又继续进行发掘工作。但此后王建墓的发掘又引起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

院筹备处的觊觎，由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济与四川教育厅郭宥守签订一个

合同，成立了以四川省主席张群为主任委员的“抚琴台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吴金鼎主持，有

王天木、王文林、莫宗江等人参加并进驻抚琴台现场，逐步将先父及四川博物馆参加的人员排斥在

外。1942年9月王建墓的现场发掘工作结束，将出土的文物和现场收集资料搬到犀浦的四川博物馆

内进行整理工作。吴金鼎、王文林也来到四川博物馆。半年后由吴金鼎、王文林撰写了一个发掘

报告，但傅斯年和李济看了之后认为该发掘报告不能用，此事就不了了之。但他们离开四川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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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时却将全部资料和测绘的图纸一并带走。此后先父重新测绘了大量图纸和整理考证了大量资料。

在1962年先父撰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可视为先父近20年

辛勤劳动之总结。该书除对墓室结构、雕刻和文物作了详细的描述外，还科学复原了墓室的细部结

构，同时结合古代文献对主要的雕刻和文物作了考证和研究。所以该书的出版不仅是考古学重要的

文献，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的重要文献。在该书撰写完成四十年后，文物出版社

又多次再版了该书。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四川博物馆每周星期日将四个陈列室对外开放供人参观。但由于经费紧

张，很少开展其他工作。由于薪水低，很多工作人员相继离开，如陈仰之离馆回家，马长寿到三台

县东北大学任教……

1946年8月，外省籍的工作人员相继回家，馆内十分冷清。在犀浦开展工作十分不便，经先父

多方奔走和努力下，才争取将博物馆搬至皇城内的明远楼。但由于此房太破、太乱，又有丐帮曾长

期在内居住，为此修了围墙并将房屋的门窗加以修复，将明远楼的一排门房作为办公室及宿舍，明

远楼的一楼辟为陈列室，二楼作为库房。但由于经费有限，以每月两车（汽车轮胎的板车）左右的

速度进行搬迁，并在犀浦馆内留有工作人员看守。笔者记得在修复明远楼时曾问先父成都到处都是

黑土地，为什么在皇城内却是黄土？先父告诉我由于皇城是明代藩王蜀王的宫殿，故皇宫内的黄土

是从东山取来并夯实的，厚度达九尺九寸。20世纪40年代我国赠送外国的熊猫都是在博物馆的陈列

室内等待转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并任华西大学社会系系主任和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

教。1947年及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先后两次邀请先父去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后因先祖母及先

祖父先后去世，故先父两次未能成行。1950年初，法国国家科学院曾聘先父为外籍院士。

1950年西南区成立，为了保护西南地区的文物，成立了“西南博物院”，先父到重庆担任“西

南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主持全院的工作。1956年西南区撤销，先父回到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任

教并创建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1957年中国科学院聘先父为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此时先

父仍担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当时由于“四川省人大代表委员会”及“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

需要皇城内的明远楼，需要将四川博物馆的一部分搬至在人民公园内楠木林后面，一部分在半边

桥街。1959年博物馆又迁到人民南路跳伞塔对面的“原子能展览馆”（该展览馆是1958年苏联援建

的，为展示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住在四川博物馆，为外交部翻译了一部巴基斯坦史。后来中印关

系恶化，先父又为外交部查找了中印、中英有关西藏地区的历史资料。当中苏关系恶化后，先父又

为外交部查找了有关中俄边境的历史资料。同时先父为他的“中国文化起源多源论”研究课题做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也为一些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作一些学术上的指导。1975年11月先父的身体已经很

弱了，但仍坚持为从湖北、湖南、江西、江苏、贵州及云南等地来四川参观的考古工作者作有关

“夜郎研究”的报告。报告后提问十分热烈，提问和解答一直进行到深夜，共十余个小时。会后他

便深感体力不支，立即进入医院治疗，此后，先父便时病时起。1976年10月先父在病床上得知粉碎

了“四人帮”的消息，倍感兴奋，希望自己能早日恢复健康，再从事他所热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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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先父终因年事过高，身体虚弱，医治无效，于1977年3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先父主持四川博物馆30余年，使之有今日之规模。先父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40年，满

园桃李，遍植滇池、黔岭、蜀道间。今西南地区考古、民族、文博工作者很多出自先父门下，风流

余韵，绵绵不绝。

笔者文笔拙劣，在四川博物院成立70周年、先父逝世三十余年之际，特撰写此拙文，以资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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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向 四川大学教授

【摘要】本文通过对四川盆地东部的三峡古文化和西部的成都平原古文化的分析，结合考

古学上的最新发现，揭示四川巴蜀文化区在文明化演变进程中的地域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

尝试论述巴蜀地区多民族文化格局对四川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巴蜀文化区　文明化进程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它是吾中华古代文明中的有机构成部

分。古代的东亚大陆上曾先后形成过许多文明中心，它们相互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亲缘关系，但又

有其自身的区域特征。鉴于本区先秦文献的匮乏，用考古新发现来对本区的文明化进程特点进行分

析，尤其是对四川盆地东部的三峡古文化和西部的成都平原古文化在文明化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特征

的分析，将有助于对我国有关文明化演变进程问题的深入认识。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来观察和探讨。

第一，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古文明中心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尼罗河

谷、南亚印度河谷等地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同处于北纬30°，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

交通便利，有利于抵抗天灾人祸。［1］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大，而别有特点。本来北纬30°线上应

［1］（美） Ｈ．Ｊ．德伯利著，王民等译：《人文地理：文化、社会和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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