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共有来自全国
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运用、
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祭祀坑形成年代确认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祭祀坑的年
代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北京大学加速器质
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在此次三星堆遗址
祭祀坑发掘过程中从六个坑中共采集了200
多个可供测年的样品，进行了全面研究。根
据目前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和碳十四测年所
能达到的精度，初步可以判断三星堆所发现
的几个祭祀坑形成年代处于商代晚期，并且
形成时间大致相当。

三号坑埋藏行为所发生的时间：落在公
元前 1117年—公元前 1012年之间的概率是
95.4%，落在公元前 1109年到公元前 1016年
之间的概率是68.3%；

四号坑埋藏行为所发生的时间：落在公
元前 1126年—公元前 1016年之间的概率是
94.1%，落在公元前 1115年—公元前 1054年
之间的概率是68.3%；

六号坑埋藏行为所发生的时间：落在公
元前 1201年—公元前 1019年之间的概率是
95.4%，落在公元前 1125年—公元前 1054年
之间的概率是68.3%；

八号坑埋藏行为所发生的时间：落在公
元前 1117年—公元前 1015年之间的概率是
95.4%，落在公元前 1111年—公元前 1020年
之间的概率是68.3%。

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有关三星堆遗址诸多谜团中，青铜器的
产地问题颇受关注。研讨会现场，北京科技
大学教授陈坤龙围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
土青铜器铸造地研究进展”主题进行了分
享。

“青铜器是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中最具
代表性的，这些青铜器在哪里铸造？”陈坤龙
介绍，关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青铜器铸
造地，目前分为本地生产和外来输入两个观
点。

观点一：本地生产。器物应为本地生
产，不存在外来输入。部分与中原商式风格
相似器物，是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借鉴。可能
由外来工匠携带金属原料在三星堆铸造。

观点二：外来输入。三星堆不同器类纹
饰风格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产地（容器
来自长江中游，非容器为本地铸造），主要是
外来。可能通过定制的方式来自殷墟和其
他地点。

今年年初，研究人员启动了一次大规
模取样、观察和分析。泥芯分析显示，三星
堆青铜器面具和人像、神树、其他非容器等
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
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
异。

陈坤龙分析认为，尊、罍等容器与神树、

青铜面具等本地风格铜器铸造泥芯的矿物
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两类器
物铸造地来源不同，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玉石器原料可能来自彭州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王运生提出，三星堆
玉石器原料可能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

据介绍，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主要包括闪
石玉、蛇纹石玉、大理石等矿物或者岩石类
型的材质。蛇纹石玉的母岩是由微细纤维
状蛇纹石类矿物集合体构成的蛇纹岩，其分
布范围较广，尤其是在邻近红岩山、燕子洞
沟、牛圈沟等彭州大宝山地区有丰富分布，

“从地理位置来看，彭州大宝山地区是离三
星堆遗址最近的复杂变质构造带，通过水系
搬运，这里的蛇纹岩更可能被古蜀人发现并
利用。”

王运生及其团队通过对相关区域调查
与取样鉴定，分析了彭州大宝山矿区岩石的
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了三星堆大
玉料、代表性玉石与玉料产地区的岩石的相
关性，得出上述结论。

牛和猪为祭祀活动祭牲

西北大学教授温睿分享了《三星堆遗址
祭祀区有机残留物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三星堆遗址 3、4、7、8号祭祀坑中，研
究人员发现少量的兽牙、骨渣、骨角器等疑
似有机质遗存，具体生物来源尚未鉴定。通
过对 1号祭祀坑样本（骨渣）的检测，检测到
黄牛的胶原蛋白成分。通过对8号祭祀坑样
本的检测，检测出野猪、牛亚科（黄牛、野牛、
牦牛）蛋白质成分。“推断牛和猪最有可能是
黄牛和家猪，祭祀坑形成前可能存在仪式性
燎烧活动。”

“燎烧祭牲是埋藏各种器物前仪式活动
的一部分，与燎烧器物、毁器、分批埋藏共同
组成了埋藏前的仪式活动。”温睿介绍，祭祀
的选择反映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的
紧密联系，这体现在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
化均使用猪和牛作为祭祀牺牲。

发现的高档丝织品是“绮”

作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
掘重大成果之一，在三星堆发现的丝绸遗
迹，引发全国轰动，证明 3000多年前的古蜀
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研讨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周
旸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
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1号祭祀坑、2号祭祀坑的器物上发现
了丝绸。”据介绍，研究人员在1、2号祭祀坑青
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13类
器型、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附着在2号
祭祀坑铜眼泡上的丝织物，属于平纹地的暗花
织物，被称为‘绮’，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新发掘的 6个祭祀
坑以及出土文物发现丝绸的存在，研究人员
在 3号祭祀坑兽面具发现了绢，在 4号祭祀
坑也发现了绢。在7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龟背
形网格状器上也发现丝织品存在。“三星堆
遗址丝织品中，绢是最大宗的，因为它的组
织结构是最简单。”

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了斜编织物的存在，
这是一种两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原始方法，在
许多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就织
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提出了原始腰机、双
轴织机或踏板织机、提花织机等三种可能存
在的织造方式。

“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
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理解 3000年前
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
和生死。”周旸认为，秦并巴蜀，蜀地及西南广
大地区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
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
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解读三星堆
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
同时也为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
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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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确认！
形成于商代晚期 形成时间大致相当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