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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5日，
我省首个巴文化遗址公
园——罗家坝考古遗址
公园暨罗家坝遗址博物
馆建设正式启动，标志着
我省巴文化保护与传承

迈出重要一步。2018年初，我市又出台了《达州市推
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实施方案》，确保将达州建成
全国巴文化“考古发掘中心、遗址保护示范中心、研究
中心、展示中心、旅游中心”。

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推进“全国巴文
化高地”建设，今年5月6日，由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
组织开展的“巴文化·达州标志”“巴文化·达州故事”

“巴文化·达州名人”（简称“三个确定”）征集活动正式
开启，截至6月20日征集活动结束，共征集到246件
标志作品、96件故事作品、85件名人作品。

6月21日至23日，召开“三个确定”初评会，采取
评委自评、集体评议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打分统计、作
品展示、分类讨论、集体评议等环节，最终确定10个

“巴文化·达州标志”、30个“巴文化·达州故事”、15名
“巴文化·达州名人”入围大众投票作品。

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练和沉淀，巴文化到了今天被
赋予更广阔的内涵与外延，其“忠勇节义”的核心价值
激发出达州人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对于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达州将坚持“围绕发
展抓文化、抓好文化促发展”的工作取向，坚持“一年
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上台阶、四年攀高地”的工
作思路，坚持让市巴文化研究院成为市委市政府建设
全国巴文化高地的“参谋部”、开展巴文化学术研究的

“先遣军”、组织巴文化宣传交流的“主战场”、实现巴
文化成果运用的“策划部”的工作定位，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苦干实干、体现作为。

市巴文化研究院决定短期内，把最该干、最有条
件干、最能够干成的事先干起来，建立起“五个高地”。

——与市图书馆合作建立权威性、专业性和影响
力的巴文化阅览室。申请专款购买专业书籍资料，与
市图书馆和相关单位合作，建立一个全国高水平的巴

文化阅览室，逐步打造全国巴文化“文献高地”。
——建立巴文化人才智库，正本清源，人有我精，

系统性、高水准推进巴文化挖掘和研究。举办巴文化
建设专题研讨班、培训班，培育壮大一批巴文化建设
本土人才队伍；采取专家互聘等方式，吸收省内外科
研院所、政府和民间巴文化研究专业人才，搭建硕博
人才交流平台，建立巴文化研究人才智库，逐步打造
全国巴文化“人才高地”。

——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加快巴文化品牌申报
和注册，抢占“巴文化发源地”制高点。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方式，主动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联合申报国
家、省级重点课题，面向全国制定、发布巴文化研究系
列课题，邀请省内外权威专家共同研究，推进巴文化
研究提档升级。采取以书代刊形式，出版发行专业度
高、影响力大的学术刊物，交流展示全国巴文化研究
最新学术成果，逐步打造全国巴文化“学术高地”。

——创新巴文化宣传方式，以特色文化为引领提
高达州知名度、美誉度。发挥融媒体优势，开设巴文
化宣传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通过确定达州一个（批）
巴文化典型图案标志、一组巴文化典型故事、一批巴
文化典型人物，讲好新时代巴地巴人新故事，更好传
承巴文化。举办“巴文化周”“巴文化大讲堂”等活动，
扩大社会影响。在中央、省级媒体上进行专题宣传，
逐步打造全国巴文化“宣传高地”。

——统筹指导巴文化成果转化运用，撑起达州文化
旅游的金字招牌，提高旅游业市场竞争力。加强指导宣
汉罗家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遗址博物馆、渠县城坝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遗址博物馆、达川区三里坪巴文
化主题街区和莲湖里·巴文化创新交流中心的规划设
计及建设，逐步打造全国巴文化“成果转化运用高地”。

沧海桑田，穿过茫茫岁月，在巴人曾经聚居生活
过的地方，一台揭开神秘巴文化的大型实景演出作品

《梦回巴国》将在承载千年巴文化的巴山大峡谷首演，
表达对这片美丽神奇的大地由衷的赞叹和喜爱！

巴文化，这融入达州人民血液中的文化，也将在
历史的发展中凝聚更强大的文化力量。

□本报记者 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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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如歌岁月 凝聚文化自信
——达州市全力推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

巴人文化广场巴人文化广场。（。（张全普张全普 龚其明龚其明 蔡纬蔡纬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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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尚虎，当《梦里巴人》首
演，序曲中虎啸之声由远及近传
来，白虎图腾震撼登台时……从
遥远岁月穿越而来的巴风巴韵
惊艳了无数达州人的时光。

时至2019年 1月 10日，市委
市政府利用机构改革这一契机，
迅速成立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1
月 18日正式在市政府第四办公
区隆重挂牌。作为巴文化发源
地之一的达州，终于迎来了期盼
已久的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的
先遣军。

历经数年的锤炼，《达州市
巴遗址遗迹保护条例》终于通
过，并获得批准，自2019年5月1
日起正式施行。

早在2018年初，全国巴文化
高地建设领导小组以市委办、政
府办的名义，制定出台了《达州
市推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实
施方案》（简称“1+3”工作方案），
突出以文化强市战略为引领，依
托“一山两址三河”（大巴山，罗
家坝、城坝遗址，州河、巴河、渠
江），提出实施巴文化高地建设

“12359”战略，即明确了巴文化
高地建设总体思路，制定了近远
期实施巴文化保护发掘、学术研
究、成果转化运用三大工程，对
重点工程任务进行了细化和分
解，落实了工作任务、目标要求、
完成时限、责任分工，并将巴文
化工作纳入年终目标绩效考核。

拂去尘埃，岁月可追，回响
遍野。今天，推进“全国巴文化
高地建设”在这片山河已揭开历
史性新篇章——

《山海经·海内经》
中记载：“西南有巴国。
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
巴人。”有限文献记载，
给我们展现出一个骠悍

的民族——巴。而巴人从人类历史上的突然消失，至
今是未解之谜。翻开巴人的历史，俨然呈现出一部战
争史，这个伟大的民族，还存在太多的谜没有解开，需
要进一步探索他们的奋斗历程。

——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将由达州市巴文化
研究院担起。

达州自古属巴，从商到秦汉，达州就是巴人活动
的中心地带，已有近5000年的考古史、2300余年的
建制史。秦、汉、明、清以来的历代战争，巴地的几度
兴衰，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汉文化、蜀文化与达州土
著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兼收并蓄、独具特色的巴文化，
包括了重点文化遗址、众多文臣武将、无数文物古籍、
独特巴风賨韵等，成为今日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的

坚实基础。
1999年开始，在宣汉县罗家坝遗址相继出土青

铜器、陶器、骨器、铁器、玉石器等文物，涵盖商、周直
至汉代等时期，被尘封的古文明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
纱，一系列发掘成果逐渐填补了达州巴文化研究的空
白。

2005年，考古队员对渠县城坝遗址进行正式发
掘，从发现城址到对城址“解剖”，各类巴文化典型器
物随之出现，保存较好的水井、城墙、墓葬、窑址还原
了巴人的生活状态和风俗习惯。2017年，考古队员
在一处灰坑中发现了刻有“宕渠”二字的瓦当，更是证
明了宕渠古城的归属。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川渝地区巴文化遗址集
中沉淀于达州市的罗家坝、城坝，两大遗址均属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年代久远、面积广阔、内涵丰
富、保存完好，是嘉陵江、渠江流域古巴文化起源、发
展、消亡的中心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资源
优势，是整个长江流域探索古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
同时，两大遗址的规模、出土文物数量及级别、文化堆

积层等都在各地巴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
目前两大遗址已列入了国家“十三五”大遗址保

护规划项目库。特别是2018年城坝遗址的发掘工作
荣获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并入围2018年中国
考古十大发现。罗家坝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古
蜀船棺葬遗址一道，被称为“继三星堆之后巴蜀文化
的三颗璀璨明珠”。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达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留下了非常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动人的
民间传说、故事，有美妙的童谣、谚语，有丰富多彩的
民间美术、民歌、民间舞蹈、戏曲、杂技等，总共有10
大类，计140余项。其中，巴渝舞、竹枝词是古巴人和
賨人创造的不朽的艺术，至今成为四川川剧等艺术的
母体。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大竹竹唢呐、渠县耍锣
鼓、三汇彩亭会、土家余门拳、石桥烧火龙、安仁板凳
龙、翻山铰子、开江拗棒等至今仍是文艺百花园中的
一朵朵奇葩，还是现代艺术的源泉。刘氏竹编、灯影
牛肉等民间工艺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彰显了劳动人
民的高超智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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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图片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署名除外）巴人舞。（王利 向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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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罗家坝文化遗址宣汉罗家坝文化遗址賨賨人文化陈列馆人文化陈列馆。（。（魏华魏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