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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井飞烙照天垂一一巳蜀科技史咯

思序"巴蜀文化系列丛书"

杨析综

由四}II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岳、四J 11师道大学巴蜀文化研究

中心、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寨出额的"己蜀文化系列丛书"，

现在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自有关专家分别撰写的丛书，第

一次向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多层亩地系统展示了巴蜀文化博

大精深的体系及其丰富内容。它的出瓶，将使社会各界全面领

珞巴蜀文化的壮商景观，透彻了解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切实

把握巳蜀文化的深刻实庚，对于了解西部大开发尤其是J!I渝地

区大开发的历史和王军实，亦具重要的参考价童。

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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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

江上榜的古代文明中心，己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

组成部分。己蜀文化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拚值，而且

对于继承发扬巴蜀文化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巳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是在 20 1it纪 40 年代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正式提出来的。从 40 年代捞到 80 年代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

时期中，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尤其先

秦史)、考吉学、古文字和民族学方面。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一批学者注意到巳蜀文化在整个历史时期显著的继承性，和在

不同发展阶段显著的地域特色，因而提出广义巴蜀文化的新模

念，即指从古至今巴蜀地区的文化。

当前关于巳蜀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先秦巴蜀文

化. f!P原来意义上或狭义的己蜀文化，这一镜念在学术界采用

最为普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一种是考古学上的巳

蜀文化，主要通行于考古学界，并得到全国考古学界的肯定;

另一种是广义已蜀文化，这个概念越来越取得学术界和社会各

界的认同。

从广义的角度上看，已蜀文化是指从吉至今以四川盆地为

中忌，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捂周邻地区各

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复合文化的总汇。巴蜀文化是一个博

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

几个子系统，由这几个子系统组成它的基本框架，在不同层面

上展开它的全部内容。

巳蜀文化的内涵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文化本身的演变，巳蜀文化经药了数千年的深刻

变革，有许多文化理素已被历史的琅潮所淹没，但它的基本文

化形态、人文精神和民风民俗却长期保存下来，积为传统，并

以此区别于其地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

巳蜀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古以来，巴蜀就发展了同

中原以及周邻地区各种文化的关系，并在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

北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正是由于巳鸯文化的开放性，才使它在吸收中外文明优秀

义井飞焰熏天垂一一己蜀科技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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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井飞焰黑天垂一一-巳蜀科技史略

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并发展出内容丰富丽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知11拦星空中一颗璀琛的明星。

提据古代史、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是由

各大区系文化多元整合、一体发展而成的，巴蜀文化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区系。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全中国的文化呈现为

几个大的摄块，形成几大文化区系，均各有渊源，击成体系，

而又互有，交流，构成中医吉文化的主干。位于长江上游的巳蜀

文化区，是其中的一大板块，在中国文畴的缔造尤其中国西部

的开发史上发挥了我极商重要的作用，是中自早期文明的主要

组成部分之一。

在整个历史时期，已蜀文化部以其显著市独特的内握和特

点闻名于世。夏商时代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神权文明，西周至春

秋战国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礼乐文明。战国末叶秦统一巳蜀后，

已蜀文化逐步转型，成为秦汉文化的一支重要地域亚文化，同

时又给秦汉文化以积极影响。汉魏之际，巴毒是中国道教的重

要发源地，天JJiIî道成为全国道敦的主干，形成巳蜀文化的一个

突出特色，在全亩产生了重大影嘀。南北朝时，巴蜀地区的民

族文化十分丰富，给巴蜀文化注入了新内容。睛唐五代，已蜀

文化与中京文化大交流，全医大批文化名人人蜀，便已蜀成为

唐代全国文学最繁荣的地区，已蜀的经济文化都走在全自的前

列，时人称为"扬一益二

就。宋代四川经济高度繁荣，文化高度发达，文学、史学、哲

学名家辈出，经济上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论

在中国经济史还是中雷文先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

是由于南宋四川抗蒙〈元)的英勇斗争，廷缓了蒙古大军西侵

欧洲的步伐，对世界历史有着重大影碗。元代四川遭蒙古蹂

壤，急剧衰落，明代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清初大批移民



前来四川，开创了巴蜀文化的薪阶段。近代回归文化丰富多

彩，文史哲名家颇多，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尤其是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自J 11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已蜀文化也从此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占据过重要地

位，尤其在长江上游开发史和西部经济文化发展史中影确十分

深刻而巨大，堪称长江上游和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对全

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并具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一

直影确到今天，长盛而不衰。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已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

角。巴蜀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西部开发历史和西部文明演

进的研究，其成果将直接为西部开发战略提供极富价值的历史

经验教训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因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显商易见，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巳蜀文铭，继承发扬巳

蜀文化优秀传统，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弘扬中华文化作出

贡献，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重任。

火并飞烙熏天垂一一-已写科技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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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诸多的表瑛形态，又有形

成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的文化精神，研究的领域十分广蝇。这

里，提出当前雪要研究的若干方rmo

(1)巳蜀文化史。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刻论述己蜀文化的

起源、演变和发展，重点探索巳蜀文化的发展演变机制和文化

进化的动力法剔，全面展现己蜀文化的兴盛历程，勾画巴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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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井飞焰照天委一一-巳蜀科技史，岳

统的形成与演变、结构与功能、组合与重组，揭示巴蜀文化的

发展特点，并将它放在中华文化史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

从而建梅起巳蜀文化的发展体系。

(2) 巳蜀考古。从考古学的角度，论列E蜀文化的物质体

系，展示巳蜀儿女的巨大创造力和一系列物质文明成果。系统

整理和总结数十年来巳蜀考古的主要发现，揭示巴蜀物最文化

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从而建构起巳蜀物贵文化的发展体系。

(3) 己蜀文化的开放与交流。巳蜀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四川是怎样打破封闭的自然环境与外界

进行交流的?这些，都是文化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引人注吕的课

题。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将揭示巳蜀文化与外部文化接

触、碰撞和交流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揭示己蜀文化得以不

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源呆。

(4) 己蜀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上，已蜀哲学家曾经作出

过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地总结巴蜀

哲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探讨巳蜀哲学家

是怎样吸软巴蜀文化的丰富养料，从高从己蜀走向全国的。这

将是具有开创性的一项工作，对认识巳蜀文化的巨大潜力也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己蜀宗教文化。国)JI地区自古有着发达的宗教文化传

统，在民间生活中发挥过多重作用。探讨四川民间宗教和道教

的起源、发展、演变和所起的作用，探讨道教、佛教的发展及

其对巴窑文化的影响，探讨四JII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史上

的地位等等，同样是揭示巳蜀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6) 己蜀文学史。四川i 自吉文风鼎盛，汉、唐、五代、

宋、明、清历代均出过不少名闻全国的大文学家，现当代更有

以郭沫若、巴金等大文豪为代表的四JII文学家群。探讨囚}II文



学发展的内部机制，探索四川文学家辈出的原因，将可揭示E

蜀文化的特点和风格，展示已蜀文化精湛的人文主义内容。

(7) 己蜀经济史。因JII地区在地理上自成单元，同时又控

艳长江上带和中国西南，经济地位自古就十分重要。建立四川

经济发展史体系，探讨巴蜀经济盛衰的原因，探讨历史上四川

经济模式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碗，以及四川经济的盛衰对中

虽经济发展的影璃，总结囚}11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将是具

有现实意义的。

(8) 巳蜀艺术。巴蜀历史上产生过绚丽多姿的文化艺术，

从工艺美术到音乐歌舞，都具有被郁的乡土特色和鲜明的艺术

风格。探讨并恙结囚JII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是展示巳蜀文化丰

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的 )11 剧艺术。}11剧是我虽几大黯种之一，广泛流行于四

川、贵州、云离等省，剧本众多，曲牌丰富，曲调位美，表演

细腻，尤其归属高腔独具特色，颇受海内外欢迎。对川剧艺术

的历史进行总结，是巴蜀文住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巳蜀丝绸与南方丝绸之路。巴蜀丝绸自吉名商海内

外，巴蜀是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摞地之一。对己蜀丝绸艺术从文

化史角度进行整理和总结，是己蜀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

一。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则是探索己蜀文化与中原和周邻文化

以及外壤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巳蜀的域市与建筑。巴蜀的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

既与全国城市的发震有着共性，又有其独特的模式和内部结

构。巴蜀古代建筑，从民居到宫现寺院，都体现着已蜀独特的

生态环境和文化适应娃，表现出巳蜀文化的创造力。从先秦以

至明清，巴蜀的城市建筑和纪念性建筑，保存下来的为数不

少，颠负特色，享有盛誉。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将是展示巳蜀

火井飞焰照天垂一一巳蜀科技史略

噩
「
巳
蜀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
总
序



瞌
「
巴
蜀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
总
序

火井飞焰黑天垂一一，已蜀科技史，各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2) 巳蜀风俗志。巴蜀民风民信是巴蜀传统的重要表现

形式之一。古老丽多元的巴蜀文化融会了四JII各地各民族的各

种风情，最能体现已蜀民间的通俗文化内容。除性格特点、行

为方式、居住和丧葬等文化形式外，诸如传统节庆活动、婚

嫁、舟车、服饰等等，都凝结着己蜀文化的精神租风格。对巴

蜀民俗进行系统整理，将全面展示巴蜀民j写文化即通俗文化的

主要内容。

(13) 巳蜀茵语与方言。已蜀图语是解开巴蜀文化早期发

展阶段之谜的一把钥匙，巴蜀究竟有元文字?巴蜀文字〈己蜀

图语)究竟是何性质?与中原汉文字究竟是何关系?这些都是

中医古文字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巴蜀方言词汇丰富，

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极富表现力，尤其大量歇后语很有特

色。对巴蜀方言进行总结，也是展示巴蜀文化尤其是揭示四川

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14) 己蜀科技史。巴蜀科技在历史上素称发达，有多种

科技成果曾经走在世界科技前列，至今仍放射着光辉，为中外

庚称颂。如都江堪、种植主主术、天文学、数学、井盐技术、医

学、物理学等优秀成果，均需进行整理恙结，给予科学的说

明，从而展示巳蜀文化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方面所取得的

引人瞩吕的成就。

(15) 四 }I! 石刻艺术。四111石刻艺术起混甚吉，丰富多影。

唐宋时期，四月石刻艺术臻于极盛，多富艺术奇观，多、大、

精、 f是其显著特点。四川石刻艺术作品在数量上位居全国首

位，分布亦广，乐山大费的高度是古界石菊艺术之冠，大足、

安岳等地石刻观音造像尤稽。四}11石刻艺术多与佛;道等宗教

有关，还有不少量信生活题材的作品，均是研究已蜀文化与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会生活的宝贵资料，也是充分体现已蜀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16) 己蜀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是反映己蜀人的生态

环境和文化适应性的关系，以及反映巴蜀社会生活的重要方

面。巴每酒、茶的历史可追混到先秦时期，流传至今，形成了

多种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如)11酒中的五粮液、泸判老害等

"六朵金花"， }I/荼中的蒙I莫名荼等等。)11菜自成体系，是全国

的四大菜系之一，享誉全世界。)11菜、)11酒、)11荼以及各种四

川名小吃，均具丰富丽极有特色的文化内蕴。探索四川饮食文

化，重点在于探讨饮食的文化内蕴。

(17) 己蜀少数民族文化。巳蜀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居住菌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少数民族具有颇富特

征并且极有盛名的文化传统，成为巳蜀少数民族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总结这笔历史财富并探讨它们在巴蜀文化发展演变中

的作用以及交互影响和结果，是研究巳蜀文化生命源隶的重要

方面，同时展示巳蜀文化绚面多姿的民族特色。

(18) 己蜀百货。 5蜀文化的丰沃土壤孕育出一代代巴蜀

名人。四}11历史上出过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

和艺术家，他们对己蜀文化和中华文化都作出过重大贡献。选

择一百个巴蜀先贤加以记叙，是展示巴蜀文化巨大影响力和人

格渗透力的重要方面，也可看出巳蜀JL女对中华文先发展所起

的作用。

(19) 巳蜀名准与旅潜。巴蜀地这不但富于壮丽的自然景

观，而且富有大量人文景观，包括历史人文景观、文人墨客胜

迹，具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了解这些资踪，尤其宣传E蜀

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是今后已蜀旅游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

要途径之斗。

(20) 已蜀文化与西部开发。已蜀在中国西部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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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地理上具有联系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位置，而且在政

治经济文化上具有西部枢纽的战略地位，在政治、经济、文

化、民族和自防等主要方面，都具有向内凝聚和自外辐射双重

功能。深入研究巳蜀文化对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开发

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为西部开发提供历史弦据和借鉴，是

巳蜀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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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巴毒文化是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当前，在研究方

向上特别需要拓宽摄界，深入实际，研究方法上要努力做到三

个结合。

苔先是最到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相结合。没有理论上的概

括和提高就不能掌握巳蜀文化的精髓，不能看清几千年的文化

积淀对我们民族心建深层结构的影响。对司蜀文化的起摞、成

因和恙体特征，需要从古代的文献、考古发据等方面进行系统

的探讨。同时，这种研究也要同班实生活结合起来，同分析当

前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具有生命

力，从南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为此，我们要走出书斋，到社会

各个方面的实际生活中去，研究巳蜀文化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发

展趋势，实现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其次，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对于传统文化坚持两分

法，继承、发扬其优秀的、有用的方面，又要摒弃其中保守

的、落后的东西。对传统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是

极端错误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也不能一概肯定，全盘照撞。只



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精，才能使继承与革新很好地结合起来，

有利于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历史上，正

是巴毒文化有开阔恢宏的气度，善于暖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才

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辉煌先JI烂的地域性文化，但也由于自然

条件的影自由，已蜀文化又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如何加以具

体分析，使我们从中在思想上受到窟发，行动上有晓确方向，

那需要在研究上猥下功夫。

第三，文化建设与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改革开放梧结合。

经济建设是我们各项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推动文

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时，文化建设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近年来很多地方都注意到把弘扬地方优秀文化

与促进经济发展、开拓国内外贸易往来、提高地方知名度结合

起来，达到"以文促经，以经助文，文经并茂"的效果。文化

建设给经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经济建设作文化建设的有力后

后，这是值得如以总结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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