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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言

《四)11革命老区发震研究》第二辑是致力于革命老远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的集体研究

成果。本专辑是从近两年来西)11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课题结题成果中遥远的 31 篱忧秀

诠文卷调研报告。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川挟苏区革命精神遗存及

传承研究，四)11革命老区自我能新能力提升研究，国)11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等多

方面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围住，并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

《巴文化发据与打造研究》被达州市人民政府醋市长吴应刚签批ν‘)11东革命老区加快在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研究一一以达州市为例"被《达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4 年

第 5 期)刊载ν‘)11陕革命老区贫困县扶贫难题破解研究"被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要成果专报)) (第 10 期，总第 238 期)刊载;该成果还也"关于破解川陕革命老区

贫困县扶贫难题的思考与建议"为题，被中共四)11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刊物《调查与

决策)) (2014 年第 8 期〉刊载。这对于加强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成果转化，

提升研究中心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四JIj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全体同志

参与了编务工作。同时也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颠哥付出的辛勤劳动。书中如有

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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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三小面句"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友在传指争意义

李?于斌①

摘 要"教育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链和灵魂，同

时也是当前我医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约战略指导方针，对地方本科院校的转

型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其中，"面向现代化"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面向世界"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必须树立的基本理

念，"面向未来"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邓小平三个面向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国!每盘界，面向未来" (为有文方便，以r简称"三个面向勺

是邓小平同志于 1983 年 9 另为北京景山学校建校二十周年所做的题词。"三个面向"的

题词，虽然只有 16 个字，但言简意骸、内涵深刻，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事灵魂，

同时也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的薪形势下，重温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重向"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租借鉴意义。

一、"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精神内涵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西南"教育思想，精辟地隔弱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

和战略吕标，高度概括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思怒，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

〈一γ‘雷同珉代化"的精梅内涵

现代化是近代中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实现或代化是邓小平思考和挂动改革开放事

业的起点和中心课题。② 1975 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不久，其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

中就多次强揭撞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酵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

① 作者简介 2 李万斌，中共党员，在骂川省闽中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层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会员、理

事，现任囚JII文理学院党委书记。主要从事高校教育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已主持、参与省政府、省教育

厅科研课题 8项，出版著作〈含工具书) 8 部〈本) ，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论文 70余篇e
② 王秀霞.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的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1].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4 (2): 69 • 71. 

1 



四)If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二辑〉

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

运。咱而对于怎样实现现代化，又川、平同志 1977 年 5 月在与王震等人的谈话中，进一

步隔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实现理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②这说明邓小平同志

在提出教育的"兰个面窍"时，不是就教育论教育，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全局来认识和讨论教育改革发展问题。教育"司向现我化"发展方针的提出，不但

明确了评合教育工作的实践标准，也找至2了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社会需求和动力。因

此，主R住了教育"面向现代化"这一核岳，就主R住了教育的提本任务，抓住了教育"为

什么摄务"这一根本问题，西这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但"现代化"本身是

一个历史穰念，我妇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今天我幻所指的现

代化，除了经济现代化之外，还包括文化的现代化、体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综合

指标。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全面"之说，正是对理代化目标

的拓展，并且它还将不新与时俱进。在这种新形势a下，教育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也必然要与时俱进地作相应谓整。

〈二γ‘E向世界"的精梅内涵

在新中E或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内部外部诸多因素的影

确，我们的教育实践呈现出摄强的封胡性和排他性。不仅拒绝学习西方一些嚣家成功的

教育改革经验，就连我国一些住秀的传统教育文化资漂在某些特定时期也被否定和批

判。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期我罢教育事盘的发展。而邓小平适时地提出教育

要"雷向世界押的战略发展思路，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的强烈要求，突出了中国教育发

展的国际先特色，从而使中国教育在"面向世界"这个向度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

突破。但教育的对好开放，也意味着西方社会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其腐朽的意识彭

态与合值理念。因此，邓小平同志在鼓励教育要雷向注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民

时，还特别提醒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王克点和

方法去分析、去鉴别、去批判西方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这也告语我们，在学习和结

鉴外昌先进经验和或果的同时，一定要坚持立是中国实际，反对生搬硬套，自觉抵制种

种腐朽东西的最蚀，尤其要注重塾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将其纳人国民教育与终身

教育的全过程，既让他们具备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道德良知，又让他们在望际交

往中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贵。

〈三) "iEii向未来"的精神内远

尽管在教育理论界，大家对"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已形成共识，但这主要

还是基于教育工作特躬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复杂性、系统姓、长期性、未来性等一般层面

2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z 第 2卷 [M]. 北京 2 人民出版社， 1994 , 162.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 第 2 卷 [M工北京z 人民出版社， 1994 , 10. 
③ 石中英"三个商向"与中国教育改革江].中国教育学刊， 2013 (1的， 1-4. 



论"三个面向"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义

再提出来的。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珞小平同志站在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离度，提出了"教育要西南未来押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新不仅仅是一

个教育学的一般命题，更是一个教育发展战略的价擅取向，其深刻内插在于"从未来社

会发展的高度来设计我钉今天的教育"，黯不是从过去寻找吕标和方法。邓小平提出教

育要"面向未来"，主要着眼于教育对象从小提起、教育内容先进，以及教育满足社会

远期需要等方面。①尤其强调"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指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

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能 21 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

努力提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挺起，这是在战略眼亮的一着。"②在提出"三个面向"的

教育思想之后，邓小平同志还相继提出了镜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租科教兴国的战略国

策，从党的治国理念和罢家发展战略层面确立了中国教育理代化的重要地位，使教育现

代化发展和教育面向现代化的战略得到了有效实施。③

二、"三个亩向"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义

"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提出已有 31 个年头了。主十多年来，在又阳、平同志"兰个

面向"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在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下，我国大部分地方本科皖校特别是 600 多所新建地方

本科院校正面拖着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我们以"三个

面向"教育思惹为指引，通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手段与发展

举措，助撞地方本科院校的华丽转型。

〈一γ‘E离现代化"是边万本科费校转童发展也震坚持的基本万向

当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已成为我国《教育法》的明文规定。高

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盟务于社会主义理代建设的功能与途径主

要是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朝文化传承与创薪四个方面来实现的。但高等

院校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向类型的高校由于其办学定

金、办学水平有差鼻，因雨其服务的定位包括服务层次、服务对象和服务能力等也会有

房不同。地方本科撞校是我型高等院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丽特殊的群体，具有"办在远

方、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的特征，与地方经济、地方产鱼、地方社会有着天然的联

系。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M立足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韭发展这个中心。就本质商言，地方本科院校原本就是为了满是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再创建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地方服务。从这一意义来看，如果撞方高

校不震行自己的使命，便会失去自身生存的条件和依据。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必须要提

"噩向现代化"、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作为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① 张玲"三个面向"教苔思想之内涵及现实意义探究[1].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4 (1): 118~ 121.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z 第 2 卷 [MJ. 北京 2 人民出版社， 1994: 262. 
③ 周希贤"三个商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z 社会科学版， 2013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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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颊应时代潮流，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充分发挥自身在人力

资源、智力资摞、技术资、源、文化资摞等方面的住势，利用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与

区域社会形成的特殊的地缘关系、人缘关系和情感关系，扎扎实实地开展好社会跟务工

作，以棋摄有为的社会瑕务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茹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二γ‘E离世界"是撞万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必须樨立的基本理念

进人 21 世纪以来，睡着经济全球化的不霸深入，世界各国之间高层次人才提交捷

活动自陆频繁，生草草和ø市资的国际流动不断加速，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自趋激烈，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受到各型政府秘教育事L构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

的高等学校认识到，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莲围内寻求对统质教育资源的共事，必

将在司趋激烈i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己不只

是未来高等院校办学所应该追求的吕标，而应是高等院校建设与发展的起点。但一段时

i可以来，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内涵建设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主要是教育

教学贯量、科研综合实力、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等方面，对如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还存在重

视不够、举措不多、效果不好等现象，即使是一些老牌本科学校包捂部分知名高校，其

国际化程度也不高，更不用说近年来新建的一彗本科院校了。该然，关注这些重点是无

可厚非的，这也是内涵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但是，如果内涵建设仅仅只局眠于

这些"向肉"却因素，而不注重社会影瞬、国际交流等"自外"的因素，那么，内涵建

设实际上也就窄化为内部建设了。因此，在薪形势r，地方本科院校必续要打破过去那

种传统的、封闭的办学状况，把如强国际交流与合件作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要

认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教育的先进理念、先进体制、先进内容、先进方法和先进技

术，尤其要把课程资摞、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的国际化作为拓展学校内涵建设广度和

深度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挺子。

(三) "im向未来"是地万本科院校转型发晨1单贺遵循的基本原黠

从内在要求来看，教育要面肉未来，就是要求教育必续从自身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

长远自标出发，使今吕的教育能移适应和满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①这种"面向未

来"的哲学思维，凸显了教育的前瞻性，对边方本科最校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启

示，同时也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近年来，我虽高等教育包括地方高等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都取得了三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必续清醒地看到，当前教育改革已经进入

深水区和攻坚区，影响和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因素还很多，教育领域急功近

利、缺乏长远打算的倾南还很普遍，在提高最量水平方面的观念秸体制性障碍旬然存

在，如果任由这种现象长黯存在，势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持续发展。为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面向未来野的战略思想作为捂导，从"百年

树人"和"建设高等教育强蜀"的战略目标出发，科学谋揭发展战略和发展患路，创造

①李豆红.坚持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 不断开创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口工中国高等教育， 2013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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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商向"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义

住地开展工作，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和自身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就一所学校雨言，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结合国

际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要怎样建设这样的学校"做

好顶层思考、顶层设计、顶层谋划。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学校在同类高校和社会中的角

色、位置以及今后发展的战略。这样，才能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准确

地把握自己的战略坐标，如此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摄务，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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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哈拉二三等

序言

己文化发摇与打造，是达州市委、离政府为建设JII渝鄂挟接合部经济文化强市，打

运达刘文化品牌，提升达州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2014 年 6 月，四川革命老区发展

研究中心在接到达1时市委、市政府下达的 2014 年重大酒研课题"巳文化发握与打造研

究"任务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课题研究领导小组，牵头领导 z 吴应剧副

市长。项吕顾坷:李万就书记、孟兆辛f~校长。并组建了课题组，负责人是四川革命老区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长江教授。成员 z 成良臣、草藻、何易展、孙杰、刘术、加挠昕、

万大卫、王盟、彭金祥、漆辑。课题组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多次组缤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有关工作，并深入宣汉、渠县实地考察、调磅，至 10 月，最终彭成了近两万字的

研究摄告，并被达判市委、市政府评为二等奖。

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达州市文化广播影视新简出版版权届主隆毅局长在!大力支持

稳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一、巴文化概述

因JII吉称己、蜀，最早是"巴、蜀"分称，后来赔合称巴蜀。己文化概念的提出始

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其动因与"巴国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 世纪 50 年代，以船擂

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提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开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房谓文化，概言之，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盾与精神财富的总租，是在这

些财富的物质外壳中蕴含的一种极其深邃的人类精神。丽己文化那是指巳国王族手提巴地

各族所共商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掬的总和。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

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专家学者考证，"巴押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重庆全

境、立起汉水、高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J!I东的地区。巴人在春秋战国之际

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

流。 E文住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这种地域性文化经过长期演变

已形成了一类多元文化，它包容着古代巴、楚、秦、蜀等多种文化因素，并在历史进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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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合了莲、摆、自等离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厦，包括他们别具特色的信仰、风俗、习

惯、给理、道德，以及这类文化在长期磨疆和积累中通过语言、哲学、政治、经济、艺

术等表现形式所浸润而成的全部精神文化产品。

本课题所要深入研究与着力弘扬的巴文化主要是指川东己文化，即古代巴人生息繁

衍的)11东地区数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它不仅仅指历史文献中关于己的含义、巴人的起

握、巴国的变迁、己民族的分支和演变等内容，还包括当代)11东巴地人民物质文皖、政

治文弱与精神文明等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全部内容。

二、巴文化的历史渊源、特征及地位和价值

(一) JII东巴文纪漏漂

目前，围绕巴人的族源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概摇起来主要有两种额向在意

见:一说巴族摞于陕南汉水藻域，一边巴族源于鄂西、 )11东的接江流域。二说各持己

见，梧争不下。依据古籍研究巴人的族源固然十分重要，再考古新获前资科更应引起人

们重挠。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鄂西以及巴蜀地区的考古揭示，结合文献记载综合分析，

巴族摞于鄂西、 )11东的清江租峡江地区比较可靠。

从文献记载来看，己族在鄂西、 )11东的清江和接江蔬域的活动，自夏代就已经开始

了。这与上述地域的考古发现相唠合。至于《华陆自志·巴志》所言周"武王既克殷，

以其宗娅封于巴"，这是指西周薪封巳国的姬姓统治者。沈长云先生在《论撞姓巴国的

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一文中认为"巴自西周初年便被纳入了姬周贵族的直

接统治之下"，"只是巴国的统治者姓题，至于巴国被统治的广大土著居罢，他们的姓

氏、族属，则当为别论气此说颇有道理。当时的巴族，不技仅是迁链活动于汉水琉域

的一支，在其他地区仍有多处己人的嚣动踪迹可寻，他钉是否由此全部受到了宗巴的统

治，不得面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宗姬之巴绝非长期生息在鄂西、 )11东接江一带的土

著之巨。

鄂西地区夏商遗址的考古发现还说明，早期曲巴人和楚人，共存鄂茜，梧距咫尺，

缸其文化面貌费有很大差异。而早期巴人遗址出土的器物类型表明，在这个时期自清江

流域扩展到映江地区的旱期巴文化，是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发震起来的。其

族摞在文献中克之较早者，是学者多引之《山海经>> ((华阳国志·巴，志》和《世本》厨

记，地望当在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内的武落钟离山，以后由此逐渐迁至今患施一带及)11

东境内。在黑君时代以后，巴族的活动区域扩大，喜以清江中上潜为基地，北达陕南汉

中，东接汉水中上潜，大约当今鄂、)11、陕、黔部分地区。这里就是早期巴族繁衍生息

的地方，是巴文化的渊嚣所在。

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最初的巴是由巴氏之子务相所统矮的，包含巴氏、樊氏、睡

(s挝n) 氏、相民、郑氏五姓的一个部落联盟。五姓共立务梧为"黑君"，于是才有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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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巴子匮"最早的存在。①已作为一个民族部落联盟，居今鄂西清江流域一带者，

被称为"襄君蛮'气居)11东者被称为"板裙蛮'气居湘西一带者，被称为"武棱蛮"0 ) 11 
东的己人，有着与潮西、鄂西清江流域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其文化属于巴之系统， {亘

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形或了各自不同的巴人培域文化。

摄梧蛮或费人是世居于)11东北嘉睦江上游和渠江淀域的土著居民，"己撞舞"的创

始者。板裙蛮和康君蛮虽统称为"巴人"，但并非商一族群，其"巴人"称谓是"巴地

之人" "巴国之人"的通称，而不是作为族称存在的。地们均出自"百旗"系统，只是

起源地、分布地域、文化习俗、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所区别，这一点也是经过方家充

分论证的。

板梧蛮以木制盾，国称援梧蛮 z 又出其族谓黯吕雯，秦汉时薄其赋税，故又称赛

人。《华阳国志·巳志)) "右渠嚣"下载"长老言'右渠盖为故雯国，今有费域。J，"，

《元和志)): "故费域在流江县东j北主七÷里。J，，③《太平寰宇记》卷 l口38ι"吉费域在涟江县

东j北仁七十四里，古之费国都也。"③流江县为今渠江县。板裙蛮分布于渠江、嘉陵江两

岸，立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西及整个川东地区。西周中期，以离中、渠县、南

充为中心，建立了费域，以后成了右渠县、右渠郡的治所，也就是"费城" "费昌都"，

遗址在今渠县土溪镇渠江东岸城坝村。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 年) ，秦遣张钗、司

弓错及都尉墨统一巴蜀以后，实行郡县制，更元十一年(蔼 314 年〉在古巴边(今重庆

市嘉棱江花岸〉置己嚣，在赛因域〈今渠芸土、溪镇)设置若渠县。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 年)统一全国后，钙置E郡看渠县，其辖境辽阔，约梧当今四)11南江、万源、开江

以南，大有以西，邻水、广安以花，蓬安、营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秦王朝在巴地推行君在

县锚的同时，钙保留各部族首长，实际上是最早实行的"土流并治掉。《后汉书·南蛮

传)): "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J'⑤沿至汉代以后，赛人中仍有

"夷王" "邑侯" "邑君"等称号。

"费"确是古族，雯的分布自嘉鼓江流域的盆中丘鼓地东至盆东并行瞿谷区的长江

干流，即后来被称之为"巴人"的摩君族分布区域，只是摄梧比黑君更早来到此地面

已。责人与康君既同为"百旗"支系，而"百攘"作为我国古代一支分布地域非常广泛

的远古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支系〈包插摩君蛮租摄据蛮)由于分布撞域与

环境的差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造成他们在心理素质、族体意识〈医腾{言简与神

话传说)、文化习结(姓氏名称、歌舞诗司)、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发展的不同，以

致最终分道扬镖，形成不同的族群乃至民族。本属同一族嚣共同体的板梧蛮〈费人)租

①《后汉书》卷 86 ((南蛮西南夷列传机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 z 巴氏、樊氏、瞟氏，稳氏，郑氏。街出于

武落铃离山 e 其山有赤黑二穴，已氏之子生于赤穴，因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在二，俱事鬼神.乃共掷鱼j子石穴，

约能中者，泰以为君。已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法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望在务相独

浮。因共立之，是为凛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限。盐水有神女，谓凛君吕"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
居"票君不许。盐神暮辍采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夜十余岳，康君伺其便.因
射杀之，天乃开顷。凛君子是君乎夷域，四姓皆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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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君蛮，由于生活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差异

化，导致其民族构成中更高层次民语言纽带、，夺理素质、历史文化习结等上层建筑要素

的变异，从司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秦汉以后器着其繁街、生息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前逐

步趋向与汉化，极横蛮和廉君蛮其主体部分也毫无例外地融入了中原经济文化圈体系之

中商逐步汉化，隋唐以后渐次消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

(二)JII东巴文化特征

《华阳国志·巴志》在讲3!lJ巴人的特点时曾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

之流。野所渭"虔直好义气是指巴人品质正直，懂礼义，虽《后汉书}} ((通典·边防典》

等记述"极裙蛮"等少数民族叛乱较多，担实则反映的是东汉王朝统治时期，凡是朝政

清明抚墨立"蛮夷"时，边境尉安宁和平;凡是宫贪吏虐敲羁无度时，"蛮夷n 被逼造反，

汉蛮便同遭损失，可觅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何等重要，丽近代巴地突出的红色文化也更是

反换了巴人"质直好义"的这一特点。

巴(赛〉人生活习俗，首先看发式与头饰。西南各民族，头上有暑，被中累人称为

"桂暑"。极裙蛮头上二弓相叠，是指援据蛮头辑装锚的影状。《华阳国志·巴志》说板

梧蛮，"今所谓弱头虎子也吨。穿着方面，以费布为五色斑斓康情，"妇人横布二幅，

穿中贯其苔，号5统裙。美发警，垂于后。竹篱兰节，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菌。男子

左枉，露发徒跪"②。居住方嚣， ((后汉书》说"依树积木，人并楼居，登楼顶上，号

为干栏。哈特木结祷."F有j毒架高出地面，人居上层，就可避蛇兽，又可防潮，却现

在结称的"吊脚楼飞"女多男少，女人任夜"③，干活当差。"昏〈婚〉法，女先以货求

男，贫者无以嫁到卖为婷。"⑤在起名方面， "父子司讳，夫妻共名崎。分辨节令，赔

"视木叶以黠匹时"⑦。

在族群关系与秉性方面，有三大特点: (1)聚族而窍，大姓统治，世袭传承; (2) 

兵民合一，尚武竞勇，善战; (3) 信奉道教，崇拜巫踢。"聚会期击鼓踏木牙， P吕竹枝

歌为乐押③，有关史料见诸《新唐书·离平蛮)) ((宋史·渝炖蛮>> <<太平御览·擒分|风

俗》等。

结合史料加上早期巴人遗址出土的器物类型，表明)if东巳文化尽管或多或少地带有

中累、蜀地、楚以及西南夷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商它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特点，

是一韩东居渔猎文化⑤。生产劳作，由渔猎丽耕织。山区刀替火种，比较粗放。

巴〈赛)人文化上最突出的成就是能立了著名曲巴渝舞，亦即群体武舞，己〈赘〉

① 〈晋〉常玻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巳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② 〈后晋) ~J赂等 (IB唐书·南蛮·西南蛮)，中华书局. 1975 年。
③ 〈南留宋)范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 3 中华书局， 1965 年@

④ 〈宋〉李功等编寨，夏剑钦，主卖斋校点《太平御览·囚夷部))，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⑤ 〈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甫平蛮).中华书局， 1975 年。
⑥同「

⑦ 〈元〉脱脱等《宋史·蛮夷三)).中华书局. 1975 年，

③ 〈元〉蜕脱等《宋史·蛮夷三)).中华书局. 1975 年，

③ 〈南朝宋〉范烨《后汉书·离蛮西离夷列传>>.中华书局，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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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既勇武好战，又能歌善舞的民族特点，在战场上得到了淋璃尽致的发挥。已渝舞

是古代巴人在同猛兽、部族斗争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武舞。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就

是由E人组成的"龙责"军，执着挺仗，前歌后舞，"凌殷人倒戈"，从商取得胜利。秦

末， ô人领袖莲目率七姓巴人帮助汉高祖"还定兰秦"，在冲锋路阵中，己擒舞又起了

重要作用。《华阳国志·巳志》云"闺中有擒求，民多居水左右，天生劲勇，数为汉前

捧陷辞，锐气喜舞J' 之后巴渝舞进入了皇室宫廷。现在罗家棋一带的土家族最流行的

葬草萝鼓里面还有"巴渝舞"的影子。

商竹枝歌是巴(赛〉人聚会击鼓黯木乐，歌爱情、咏风'惰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国

表演时持有枝面得名。可以强唱、合唱、轮唱、多片联唱，语言通信，岳调轻快，形式

多样。《太平寰宇记·巴渠风俗篇》中已有"唱竹技为乐"①的记载。它是古代己渠居

民的民俗活动，是己(赛)人创造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剖歌舞艺术形式一一"梧和

歌吻。"竹枝"作为民闰文化的艺术形式，早在晋代就被史宫1f1收入"乐府"中，后来

的巴渠民部歌谣乃由其继承与发展而来。

〈三) "巴文化"在达4峭文化申的地位和价值

一般认为，巴蜀的分界是合)11 、射误，以清水为界，东为己，西为蜀。达州市位于

四川省东北部，历史上正是古代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巴文化"在达1期文化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价草。

1.巴文化是达州茄史最悠久的文化。以宣汉罗家坝巴人遗址为代表。该文化遗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当地村民偶然发现，后来经过国家兰次考古发摇，出土了大量珍贵

文物，是我省 20 世纪发现面积最大的先秦巴人文化遗址，距今大约 4500 年左右。它被

认为是巴人的发祥地，其价值不亚于广汉的三星堆。从地理位置看，罗家坝王位于巴人

活动的腹b地带。罗家项遗址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墨家文物局

考古专家组成员徐光冀认为，罗家坝遗址对研究己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我国研

究巴文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有学者甚至认为，它的出土将夜写长江上游的文萌

史，并且很可能巳文化的起源要重新定义。

2. 巴文化是达州底蕴最厚重的文化。目前，达州境内的巳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宣

汉与渠县，重要的遗址有两处，即罗家坝租域坝遗址。达姆市一直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中

夺区域之一。尤其是罗家坝遗址的发掘使得达姆奇在巴人文化的体系中变得格外重要。

因此，达分|在己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达ffl作为"巴人故

皇"的核心地住当之无墟。可以说，巴文化是达判文化的直接辉、头，是这州文化的血踪

贵在。在几千年历史的风雨中，巴人培握了几乎能够与中原文化等量齐观的物态文化、

符号文化和观念文化，达州理应承担起传承和弘药巴文化的责任。

3. 巳文化是达州文化精神的掠头。巴文化所具有的勇毅坚韧、刚强坚定、豪迈乐

观的品质，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了达州，从远古的"巴师勇锐"到成汉的揭竿而起，再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声，中华书局， 2000 年。

② 囡荆贵《土家族的语言、风俗与古代赛人))， <<民族研究机 198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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