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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文明拥有着一段灿烂、古老的历史，那里既有

留存千年的文物古迹，又有曲折婉转的人物故

事。随着时光的变迁，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之下，那些曾

经的人和物的故事，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再也没有人能

够了解当时的真相，再也无人能够诉说其中的曲折，它

们，渐渐地变成了一桩桩难以解决的悬案。

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总是充满了好奇。奇妙、诡

异的半坡人面鱼纹盆是否是外星人光顾地球时的遗留

物？创造了辉煌青铜文化的巴蜀国为何会突然消失？

用于占卜的龟甲何以成为医治疑难杂症

的神奇灵药？享有中国古代“四大美

女”美誉的杨贵妃，真的死在了马嵬坡

吗……奇案、怪案、冤案，一桩桩、一件件，这些发生

在遥远朝代的离奇故事，像谜一样召唤着人们不断去探

究，去追寻……

《中国历史悬案》收录了50余个悬而未解的历史

谜案。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往事，令人不胜唏嘘；一

桩桩悬疑谜案，令人拍案称奇。那新颖而引人入胜

的讲述，那150幅珍贵的图片，那一段段精彩诠

释人类文明的神秘片段，为读者展现出一个

神秘莫测的天地。

让我们一起徜徉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

中，走过岁月扬起的一朵朵浪花，在大浪淘沙

中开启一扇知识的大门，这扇大门将引领你走入

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前言
P R E F A C E

U
N

SETTLED
Q

U
ESTIO

N
S IN

 C
H

IN
A

 H
ISTO

RY

中
国
历
史
悬
案



PART.1         

悬疑重重的文明遗址／6

■半坡遗址之谜/6

■牛河梁遗址探秘/10

■良渚文化遗址之谜/12

■突然消失的巴蜀文明/14

■刻在甲骨上的神秘符号/18

■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阿房宫/22

■探访夜郎古国/26

■东方“庞贝城”/30

■匈奴人寻踪/32

中国历史悬案

UNSETTLED
 QUESTIONS IN CHINA HISTORY

■人间仙境“桃花源”今何在/36

■解密敦煌藏经洞/40

PART.2  

神秘玄妙的古迹文物／44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谜案/44

■一部悬疑五百年的天书/46

■镶嵌在岩石上的画卷/48

■悬棺揭秘/52

■一块引发数场战争的和氏璧/56

■越剑为何出于楚墓/58

■泰山无字碑究竟是何人所立/60

■含义莫测的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62

■中国古代的兵学宝库/66

■谁动了它们的脑袋/70

■郑和宝船之谜/72

■北京城墙为何独缺一角/7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PART.3         

尘封难解的名人往事／76

■屈原为何自沉汨罗江/76

■难解的秦始皇身世/80

■曹操为何不称帝/84

■洛水女神知是谁/86

■杨广是否弑父夺权/90

■玄武门之变的背后/92

■谁是取经第一人/96

■武则天和无字碑的谜团/98

■杨贵妃下落之谜/102

■宋太祖之死疑案/104

■狸猫换太子/106

■蒙古皇帝蒙哥死因难明/108

■建文帝朱允 的去向/110

■李自成失踪之谜/112

■吴三桂降清是否为红颜/116

■曹雪芹家世之谜/118

PART.4         

扑朔迷离的惊世奇案／122

■装疯卖傻为哪般/122

■明代王恭厂爆炸奇案/124

■明代“红丸案”/126

■明代移宫奇案/130

■探花不值一文钱/132

■张文祥刺马大案/134

■名伶杨月楼奇冤/136

■晚清民间奇案/140



6

圆
圆的脸庞、笑眯眯的眼睛、倒立如“T”字母的鼻子、哈哈

大笑的嘴巴以及分别用鱼或鱼形纹装饰的双耳和高耸的发

髻……对于绘有这组奇妙、诡异图案的半坡人面鱼纹盆，有人说

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有人说它是远古巫师作法时的面具，还有

人说它是6000多年前外星人光顾地球时所戴的帽子。那么，究竟

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探秘远古村落
通过诸多努力，考古工作者对半坡遗址的村落进行了复原。

走进村落，可以看见许多方形或圆形的房屋。它们多数都是半地

穴式的，每个房屋都有很多柱洞，也就是说房屋的骨架由环形的

柱群构成，再用树枝和

其他植物的茎叶混和

泥土建成墙壁。这种

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

土棚，却是6000年前

先民的杰出创造。

悬
疑
重
重
的

文
明
遗
址

PART.1

历 史 放 映

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距今6700

年～5600年。1953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东的半坡村发

现了这片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遗址。经过近4年的发掘，获得了

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其中包括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

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

幼儿瓮棺73座）。

半坡遗址之谜

半坡遗址记号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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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村落中央的是一座大屋，四周围绕建造着许多小屋。那么，这

些大小不同的房子里都住着什么人呢？这种环形布局又有什么特殊的含

义呢？

半坡人处于母系氏族阶段，妇女在氏族公社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

从事采集果实、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等劳动，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更稳定。

同时，她们又担负着照顾老人和繁育后代的重任。每个小房子里，住着本

族的妇女和来自其他氏族的男性，她们和这些男性的婚姻生活是不确定

的，要依附于母系大家庭，子女跟随母亲，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在大

房子里住的是最受尊重的“老祖母”。大房子也是老年人和孩子的集体住

所。这种环形布局，不会是无意识的，应该是一种维系母系大家庭团结精

神的体现。

在环形居住区四周，环绕着一条壕堑围护。堑深6米～7米，宽5米～8

米，长达数百米。据推测，壕堑的作用除了抵御野兽袭击和外族侵扰外，

在下雨时节，也可以用来疏导村落里的积水。它是一条防护村落的屏障，

半坡遗址原始村落复原建筑

⊙现位于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遗址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村

落遗址，1957 年建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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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氏族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贫富、没

有剥削与压迫的，那么又为什么会有这

种安葬形式的差别呢？人们困惑不解。

半坡人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6000年前的先民要想

过上定居生活，必须要有稳定的粮食来

源。那么，半坡人的食

物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从出土的许多用石

或骨制成的箭头来看，

半坡人已经普遍使用了

弓箭。他们还使用石

球、石矛等，这些都是

狩猎工具。他们以此延

伸自己的手臂，获取猎

物，满足生存需要。

另外，半坡人已经大量地使用石

铲、石斧、石锄等生产工具。在半坡遗

址中发现了许多罐子，里面贮藏着已经

埋藏了数千年的粮食——粟。粟耐旱易

种，便于贮藏，至今仍然是中国北方种

植的主要作物。粟的发现，

证明半坡人已经学会了栽培

种植，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原

始农耕阶段，也证明了中国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农业发

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

早栽培粟的国家。先民们用

石斧砍伐树木，割除杂草，

并放火焚烧，再用石铲翻掘

土地，用石锄和尖木棒挖穴

也可以算得上是城壕的雏型。建造这样

一条壕堑大概需要挖出一万多立方米的

土，而半坡人的挖掘工具只是简单的

石铲，要一铲一铲地掘成这数百米的壕

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当时

的一个氏族又能有多少人口呢？除去老

弱病残，又还有多少强壮者呢？这些问

题至今仍是个谜。但不

管怎样，这个壕堑的工

程对他们来说是浩大

的，也是艰难的。

在壕堑的北边有一

片墓葬区。这是一片完

整的氏族公共墓地，死

者头部向西，排列得十

分整齐。墓葬的形式以

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葬或四人葬；有

一次葬，也有两次葬。有的死者是仰身

的，有的死者是俯身的；有的死者肢体

平直，也有的死者肢体弯曲。考古人员

还发现，在仰身葬的墓室里多出土随葬

品，而其他墓室则没有或很少。既然母

8

半坡遗址中的许多发现令人震惊。半坡遗址出土

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粟去壳后就是小米），在一个陶

罐里发现了保存着6000多年前的粟籽。这一发现证明

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在另一个陶罐里还

发现了菜籽，经鉴定有的是白菜籽，有的是芥菜籽。

在半坡遗址中还发现了猪、狗、牛、马、鸡等动物的

骨骼，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驯养这些动物了。还发现

有鹿、狐狸、免、獾等动物的骨骼，这些动物是人们

捕获的，其中鹿的骨骼最多。

◇历史收藏夹◇

鱼纹彩陶盆

⊙此盆的外壁画有比较写实的鱼纹。

在以半坡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

鱼纹是母题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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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种。收获的时节，人们就用石镰或陶镰来收

割，把粮食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脱皮碾碎，然

后食用，剩余的粮食便用罐贮藏起来。

奇妙的人面鱼纹盆
半坡人已初步具有了审美观念和灵魂等

原始宗教观念，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化，为后来

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半坡遗址出土了大批奇

妙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口用露地线纹做等距离的

四方八位式分割，盆壁上画着两个人面鱼纹、两个

网格纹，它们位于盆的四壁，呈对称分布。

这些画有人面鱼纹的彩陶，虽然诞生于远古时期，却具有浓厚的艺术

感染力。彩陶上的图案，有的如游动的鱼，有的如奔跑的鹿，很写实地表

现了半坡人的渔猎生活，寄托着捕获更多的鱼和鹿的希望。图案多在陶器

内壁上部，笔画流畅疏朗，又具有装饰作用。而最具有吸引力的，莫过于

这些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戴着三角形的头饰，或许这就

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或族徽。在表现手法上，这些鱼纹图案已经脱离了鱼的

自然形态，成为抽象的几何图案。那么，旁边已经抽象的网纹代表的也是

鱼或渔网吗？

网格纹为呈45°角的斜置正方形，每边划分10等分，共100个格，每个

格的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图式上

没有严格标准，而是写意性地绘出，有的甚至很潦草。大部分网格都因为

太小而看得不是很清晰，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

块；有的则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这种100格网

纹，在发现之始被视为“鱼纹”，体现的是当时半坡人用网捕鱼的生活场

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网格纹与天象历法有关，是太阳光通过树木之后

在地上的投影空间的想象。也有人认为网格纹和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

也象征着耕作与雨季的关系。有人拿它和“河图”、“洛书”联系起来，

认为河图和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因为半坡鱼纹常见的100格

网纹，四角上的三角形呈两两尖角顶对，用10×10的形式组成方阵，不仅

合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也符合河图、洛书的形式。不

过历史真相究竟怎样，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9

彩陶人面鱼纹盆

⊙ 高 16.5 厘米，口径 39.5 厘米，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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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勾云形器

传
说，女娲娘娘是华夏的始祖。可是，历

史上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人们又是

从何时开始信奉她的，一直是个谜。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

在牛河梁遗址见到了“女娲”。

传统观点认为，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是黄

河、长江流域。然而，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的发现，

再次震撼了人们的双眼，震撼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意识到，中华

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辽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

明的发源地。

女神庙和女神像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1983

年，考古学者在牛河梁北山顶发现了一座庙

堂遗址。庙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

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

南，为附属建筑。在建筑物墙壁的残块上，

绘有赭色与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

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

History
文明
遗址

历 史 放 映

牛河梁遗址距今约5000余年，属于红山

文化晚期遗存，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

考古大发现”之一。现存有大型祭坛、女

神庙和积石冢群，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

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5000年

前，那儿曾坐落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

的原始文明社会，她的存在将中华文

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牛河梁遗址探秘

红山文化·玉雕兽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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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座庙堂供奉的是谁呢？

人们在庙堂西侧发现了许多人物

泥塑残块，包括头、肩、臂、手、乳

房等器官。显然，这些是女人像的残

块。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或张开手

臂，或曲肘握拳，但都呈盘膝坐姿。

其中，有一尊和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塑

女神像。她的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

却保存完好。她的眼睛是用5片淡青色

圆饼石做成的，看起来炯炯有神，极

富生命力和神圣色彩。

据推测，牛河梁女

神可能是上古人对女

娲的一种回忆或崇

拜，或者是当时

族群里的权势者

的 象 征 ， 更 或

者 是 受 到 崇 敬

的祖先。而传说

中古代最高统治

者的祭祀活动——

“郊”、“燎”、“火

帝”也可能在这座供奉

着女神的庙里举行过。

金字塔形积石冢
在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人们还发

现了4座积石冢，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

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其规模之

大世所罕见。在一号冢中心大墓里，发

现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他的头两侧

有两个大耳环，胸部有勾云形玉佩，双

手握着一对雌雄玉龟，手腕上还戴着玉

镯。人们推测这位墓主人生前是该部落

的领袖，统治着这个富有的族群。

在距离女神庙4千米外的转山，人

们还发现了一座“金字塔”式的大型建

筑遗址。这座金字塔建筑占地近万平方

米，基部直径100余米，残存高度20

余米，顶部堆积大量坩埚片，下部中

央位置埋有骨架。如此巨型建筑，

真不知数千年前的人类是怎样搬运

巨石的。

牛河梁金字塔，堪称中国目前

发现的最古老、最庞大的金字塔。美

国、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一些学者，在

实地考察后，也都惊叹红山文化是可与

埃及金字塔、印度河摩亨佐达罗古文化

相媲美的世界性发现。

1 牛河梁神庙供奉有动物塑像，包括猪龙和禽爪，意味着牛河梁人已经超越了对自然

的崇拜阶段，进入到了图腾崇拜时期。

2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饰“猪龙”，整体扁圆，体卷曲如环，大耳，吻部前突，口略

张开，体型厚重、光洁，体现了牛河梁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技法。过去，一般认为龙是蛇、

蜥蜴、鳄鱼等多种动物的组合体。然而，牛河梁“猪龙”似乎是“猪首蛇身”，如此一

来，人们不得不对“龙”有新的设想。

◇历史收藏夹◇

红山文化·玉雕神兽

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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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渚文化与红山文化遥相呼应，一南一北，都代表着中华大

地上的原始文明。

良渚文化遗址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分布，东到上海，南至钱

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长江，其影响范围包括浙东、

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重

要地位。

蚩尤的部落
蚩尤是传说中与黄帝同时期的东南夷部落的首领。他英勇

好战，不断与周边部落战斗，被尊为战神。不过后来在与中原

的黄帝部落进行大战时，他被打败。

那么，蚩尤的地盘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

纭。有些学者从蚩尤部落的分布范围、存在时间和信仰等各方

面考证，认为蚩尤部族就是良渚人。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

从时间上看，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约距今4200年，相当于

良渚文化末期。由此推测，蚩尤在战争中接连取胜的时候，正

是良渚文化发达的时期；蚩尤被黄帝打败的时候，也正是良渚

文化衰败的时期。除此之外，良渚文化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钺

（钺是一种兵器），可见良渚人的好勇强悍。而蚩尤族中有一

支叫羽人的分族，和良渚人一样崇拜鸟、兽，颇有相似之处。

History
文明
遗址

历 史 放 映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古文明，以莫角山

为核心，共有遗址50余处。良渚文化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

址密集。从已经发现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来看，这

一文化距今约5250年～4150年，已经进入到铜石并用的时代。

良渚玉器尤其精美，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江南人的细腻婉

约……

良渚文化遗址之谜

良渚文化·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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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的制玉工艺十分发达，除了

制造珠、管、璧、璜、琮、蝉等器物，

还创造出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

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

纹、蒲草纹等丰富多彩的纹样。这些纹

样通过或深或浅的线来表现浮雕，强化

对主题的表达。玉体纹饰华丽，直线深

而直，线沿光整平滑；折角线深而宽，

线底略呈弧形。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

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纹饰则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

顶峰。

◇历史收藏夹◇

奢侈的生活
良渚人的食物以水稻为主，种植技

术非常高，遗址中发现有石犁、石镰、

石锛、石斧、石镞（箭头）等生产工

具。平时，他们猎取鹿、麋、獐、象、

野猪、老虎以及各种鸟类，

圈养猪、狗、鸡、鸭等家畜

家禽，还从水中打捞鲤鱼、

鲫鱼、青鱼、蟹、鳖、龟、

蚌、螺蛳等水产品。除此之

外，他们还享受着毛桃、李

子、酸梅、枣等天然美味的

水果。

良渚人懂得养蚕和织

布，还喜欢佩戴玉项链、玉管珠、玉璜

一类的东西，脚上还要戴一些小而薄的

玉器，类似于现代人戴的脚镯、脚戒

指。他们把房子建造在高台上，以防止

水的侵入。房子是“干栏式”的，整座

房屋除几根柱子着地外，其他部分都离

开地面悬空，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潮、防

蛇虫，有点像云南的吊脚楼。

此外，良渚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

能制作精美的黑陶，包括鼎、豆、盘、

尊、簋、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等器

物。如今，进入良渚文化遗址，人们仿

佛进入了一座巨大的玉器博物馆，一个

令人震撼的玉器世界。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

⊙位于江苏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人民广场，建

筑面积 8080 平方米，展出有 5000 余件珍贵文

物，其中，最具特色的是 100 余件良渚精美玉

器。目前，该馆是中国首家以文化地理区为单

位设置的博物馆，也是一座展示余杭历史文化、

良渚文化、江南水乡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

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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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川西平原的东

北部，东邻龙泉山脉，西接岷山山脉南麓，属于冲积平原

的二级阶地。这里水源密布，土壤肥沃，是“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千百年来，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片土

地下，竟然掩埋着距今5000年～3000年的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

1929年，人们在四川省成都市北的月亮湾发现了玉石器。1986年

春，一号、二号祭祀坑也相继出现，三星堆在沉睡了数千年之

后，惊现在世人眼前。

古国现身
考古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根据出土

的文物和几十年来的发现，可以还原古蜀文化的序列：月亮湾极

有可能是宫殿区，三星堆区域是祭祀区，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

作坊区，如果把那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

的土埂看做城墙的话，古时都城的轮廓就

可以勾勒出来了。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

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这首著名的《蜀道

难》，似乎道出了巴蜀文明流传的时间，但它显然是以神

话传说为基础，极尽文人的夸饰。如今，科学工作者在三

History
文明
遗址

历 史 放 映

三星堆遗址距今5000年～3000年左右，上承古蜀宝墩文

化，下启金沙金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

江流域远古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

早的文明。目前，三星堆发掘有古城遗址1座，东城墙长1100

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内存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

祀坑等多处。

突然消失的巴蜀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

大型人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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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堆发掘出土的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

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证明了它们跨越的时间

涵盖了距今4800年～3000年的漫长岁月，而且

在这1800年间，古蜀文明一直在这个地方发展，没

有间断过。

那么，这里的古蜀人来自哪里？他们的青铜器是

否说明这个民族与中原文化有什么渊源呢？

根据最早的文化层堆积，可以推测出4800年

前，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支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的氏

族部落群体。当时，他们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许多氏族在三星堆、月亮湾、西泉坎、大堰村等台地上

定居下来，过着渔猎、农耕和制陶相结合的生活。人们自

给自足，慢慢积累起一定的财富，逐渐在月亮湾台地形成聚

落中心。

鱼凫王国的盛衰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根金权杖，长1米多，上面刻着一个圆脸的人物

雕像，他面带微笑，头顶“玉冠”，身份似乎极为特殊。更值得注意的

是，在权杖上刻着鱼和鹰的图案，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代表着

这根权杖的主人——鱼凫王。

可是，他为什么叫鱼凫王呢？他所统治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考古学家推测，距今4000年～3600年，当中原地区进入奴隶制国

家，建立夏代的同时，这里也进入到了早期蜀文化时期。当时，川西平原

水泽广阔，从岷山等地迁徙到这里的蜀人与土著人融合，既会在平原地区

耕种，也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以鱼凫为图腾，被称为“鱼凫氏”。

随着财富的积累，古蜀人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当中原进入商代早

期的时候，川西平原也进入了奴隶社会。鱼凫部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人头铜像

⊙像高 48.5 厘米，头部呈圆形，面罩紧密地扣合在脸部。

面罩外形：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

闭唇，宽方额头，两只耳朵尤大，耳廓呈长方形，

上饰有云雷纹，耳垂上穿有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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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利益，以月亮湾古城堡为中心，扩建起三星堆城市。

根据出土的有龙的神树、大立人像以及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

像，可以想象出古蜀人开始进行祖神崇拜等宗教仪式。伴随着

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古蜀王国的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机器已

经形成。

从三星堆晚期地层出土的密集的房址和大量精美

的文物推断，距今3600年～3200年，是三星堆古

蜀王国最繁盛的时期。古蜀国人口众多，国力强

盛，青铜冶炼和黄金制作工艺十分发达，逐渐发展

成为雄踞一方的文明中心。蜀王成为西南夷各地族

群的领袖。出土的大青铜人像代表着蜀王，小青铜人像

则代表着西南夷各地方族群之长。

当中原的朝代更迭进入到商末周初时期，三星堆的巴蜀文明

也日渐衰颓。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使得三星堆近4平方千米的

古城突然变成废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城毁于特大洪灾，也有

人认为和蜀国内部政治更迭、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有关。古蜀国

都废弃的真实原因至今没有定论，古蜀人神秘消失，谁也不知

他们去了哪里。

金沙遗址
三星堆都城废弃后，古蜀国的都邑到底迁至何处？这个

问题似乎必须要由文字记载来回答。然而文明辉煌的古蜀人

和现代人开了个玩笑，他们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

2001年2月，在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当地工人

在开挖工地时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这里出土了1200多件

珍贵的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和象牙制品。考古界称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文化发掘工作中的又

一重要发现。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像高 1.7米，是三星堆最大的一座铜像。头戴花冠，阔眉、杏眼，

双手高抬作握物状，站在由怪兽承起的“法坛”上，当为巫师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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