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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考古
拉开新中国基建考古序幕

1950年，四川资阳莲花山，新中国的
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正在紧锣密鼓
地修建中。

随着施工人员手中铁锹的翻动，一件
与众不同的器物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是什么？带着疑问，大家小心翼翼
地一点点刨开周围的泥土。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块土地中，65件
带着时光印记的文物陆续出土。正如谁
也没有料到，新中国基建考古的序幕将由
此打开。

这便是展览的开篇之作——以“新中
国的基建考古”为叙事起点，回溯成渝双
城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的制度演进。

宋代的弦纹铜杯铜瓶来了，它现身展
厅之中，讲述着古代巴蜀人民的一饮一啄。

清代的翡翠马镫戒来了，清代的玻璃
串珠也来了，它们与琳琅满目的首饰一
起亮相展厅，用精美的器型展示古代巴蜀
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爱美
之心。

它们，分属于时间长河的不同流域，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成渝铁路沿
线采集。

回望这段历史，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馆长王川平仍心情激动。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整个过程中，时任
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了保护成渝
铁路沿线的古迹，以及即将出土的文物，
不仅要求每个工地执行加强保护文物的
通令，还亲自“点将”，组建考古团。1950
年，为了寻找人才，邓小平亲自求贤，登门
拜访重庆大学著名学者张圣奘教授，力邀
他担任团长。

为了这次抢救性发掘，邓小平说过一
句“很重”的话——“若文物受到损害，就
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

在邓小平的不断激励与关心下，功夫
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处考古工地，仅仅一
个月之后，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便由
张圣奘教授发现出土，成为轰动海内外的
新闻。

坐镇重庆的邓小平获悉后，马上回电
嘉奖，并上报国务院。

“后来，成渝铁路沿线出土了1200余
件文物，为西南博物院的组建奠定了扎实
的文物基础。”王川平说。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在邓小平的亲
自指导下，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筹建西南
博物院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1951年10月，百废待兴的新重庆便
举办了高规格的“西南区文物展览会”。
而围绕成渝铁路开展的文物抢救性发掘
工作，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基建
考古项目。

三峡考古的“考古前置”模式
在全国推广

时光荏苒，在成渝铁路通车45年后，
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文物抢救工程在重庆
拉开大幕，它就是闻名世界的三峡考古。

这场历时6年的文物大抢救，究竟救
出了多少文物？

珍贵文物6000余件，一般文物6万余
件！

看，距今 6000 多年前的巫山大溪
人，就已经开始制作首饰了，他们将黑色
的滑石进行打磨，做成了圆形镂空的耳
铛，爱美的大溪人还在耳铛内壁刻上了
竖条形中柱，上下题刻两个反向的人面
作为装饰。

看，2000年前的重庆人，就开始使用
“皮带扣”了，而且这个“皮带扣”的精美程
度让人惊叹，带钩的钩首为龙头，弓形钩
身上镶嵌着两枚磨光贝壳，贝壳周围还雕
刻着精美的龙爪纹饰。

看，800年前的铁雷来了，它们躲过了
战火的侵袭现身展厅。这些铁雷采用硬
度非常高、壁厚超过1厘米的白口铸铁作
为外壳，具备较大的杀伤力和威慑力，穿
越数百年时光而来的它们，向观众讲述着
那个冷热兵器交替时代的故事。

作为全程参与其中的文物工作者，国
家文物局考古领队、重庆师范大学二级教
授邹后曦说，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先后
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坪文化”“哨棚
嘴文化”“老关庙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
名，丰富了对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
并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
序列。

三峡考古实际上是在长江流域打开
的另一部可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中国

二十四史”，从它们之间相互辉映、交流
融合的一件件文化遗存中，中华文明顽
强的生命活力、包容百川的“基因图谱”
清晰可见。

而这一时期，“考古前置”模式得以
在重庆长江两岸逐步推广，考古工作与
城市规划、国家大型工程开始紧密结合，
抢救性发掘逐渐规范化，考古学研究也
不断深化。

成渝两地率先让考古勘探
成为土地出让的“必经门槛”

当时间的车轮来到21世纪，巴蜀大

地上的重要发现更是层出不穷。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内出土的遣策，

首次走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
静静躺在玻璃展柜里述说近两千年前的
故事。成都荆翠东路墓地出土的金饼，也
首次离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
向观众展现自己的光芒。

首次亮相的遣策，黑色的圆润字体至
今仍清晰可见，为了方便分栏和对齐，书写
者还在其上用黑墨勾勒出了横线。

而从成都远道而来的金饼，正面呈近
圆形，饼身表面光滑、中心微凹，中间有一
方形戳印，右侧刻划“六一……文”，左侧
似有刻划文字，尚难辨认。

除此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巨大象牙
也被搬到了展厅之中。金沙遗址出土的
象牙重量有两三吨，其中包括100多根比
较完整的象牙，以及100多件用象牙加工
成的各种各样的器物，如象牙尖、象牙段、
象牙片以及象牙器等。

一处处遗址的发现、一件件文物的出
土、一条条历史脉络的厘清，都离不开成
渝两地不断健全的基建考古体制机制。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
馆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汪伟说，2018年
以来，成都确立了“区域明晰、监管有力、
分类实施、强化研究”的土地储备考古前
置“成都模式”。另一边，重庆则在2022
年以来确立“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分类评
估”的基建考古“重庆模式”。

在建设两地特色考古模式的基础之
上，成渝两地还共同推进多项“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
研究”已经进入项目结项阶段，成果丰
硕，正在抓紧成果整理刊布；“蜀道考古
研究”正在积极开展，荔枝道调查工作即
将完成田野调查，温山县城遗址发掘工
作进入收尾。

同时，两地也正在共同推进“蜀道”
“川渝盐业遗产”“川渝宋元（蒙）山城防御
体系”等多个项目申请进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

““双城芳华双城芳华””
共襄成渝考古盛宴共襄成渝考古盛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70余年前，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让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完成了
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的制度演进；

30多年前，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三峡考古让“考古前置”模式
在重庆的长江两岸得以逐步推广；

新时代，成渝两地率先将“考古前置”纳入城市建设与考古
发掘的相关政策中，共同推进多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回望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之路，从不乏成渝双城的身影。
在这里，璀璨的巴蜀文明如煌煌史书般，在考古工作者的手

中，用有据可考的珍贵文物一页页誊录。
在这里，当推土机与洛阳铲相遇时，发展的速度与历史的深

度达成了和解……
时光里的“双城芳华”是如何绘就的？
6月13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拉开大幕的《双城芳华——

新时代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上，来自成渝两地文物考古研究
院的230余件套文物展品、大量珍贵的考古图像资料给出了答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白九江说，这场展览不仅是一
场成渝两地考古成果的盛宴，更是一部关于城市如何与历史共
生的启示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璀璨的巴蜀文明在万年时光
里，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怎样的
史书？

《双城芳华——新时代成渝地
区基建考古成果展》无疑给了所有
观众最精彩也最详实的答案。

走进位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二楼的展厅之中，让我们在策展人
王麒越的带领下，一起翻开这本史
书的扉页……

重庆江津灰千岩的岩画反映旧
石器时代的先民以燧石为笔，凿刻
出牛、熊、羊的图腾，粗犷的线条中
跃动着对自然的原始崇拜；成都双
流王家堰遗址出土的十万年前手
斧，刃部打制痕迹清晰如昨，诉说着
先民在成都平原的首次驻足。

当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渐次
显现，重庆大农场遗址发现了距今
9000—10000年的灰坑，为川渝地
区万年文化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巫
山大水田遗址发现的祭坛和人祭现
象，极大地丰富了大溪文化的内
涵。成都徐家巷、三星村、红桥村、
花龙门村等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宝
墩文化内涵及其向三星堆文化过渡
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尤其是玉
器和象牙制品的发现，为成都平原
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实证。

重庆合川张家院子、武隆生基
坪、彭水张家坝等遗址为代表的商
周遗存填补了嘉陵江流域、乌江流
域先秦考古学编年序列。成都礼拜
村等遗址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一期的
面貌，双元村等遗址填补了十二桥
文化到战国早期的空白，完善了成
都平原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
列与文化谱系。这些发现揭示了两
地夏商至战国时期社会复杂化进
程，丰富了巴蜀文化的谱系，扩大了
其时空分布范围。

至秦汉时期，成渝双城已成为
文明交融的熔炉，不仅发现多座高

等级墓葬，而且在城邑聚落考古方
面获得重大进展。重庆武隆关口西
汉一号墓以其保存完好的墓葬形制
和丰富的随葬品展现了巴蜀文化与
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成都城首次
发现秦简牍文书，证实蜀郡西工的
存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展示了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有效国家治理下
巴蜀地区的发展与变迁。

时至隋唐宋元时期，成渝两地考
古在战争防御设施、城市空间布局、
家族墓地、石窟寺造像等方面取得重
要收获。星罗棋布的宋元山城见证
了800年前的战争硝烟。成都垍窑
镇遗址的发掘，首次构建起唐代瓷业
生产、外销、管理一条龙产业，是唐宋
巴蜀地区瓷业经济的重要见证。

明清时期考古发现主要集中
在蜀藩遗存与手工业遗存方面。
以重庆巴南礼部尚书刘春墓、宣大
总督李文进墓为代表的墓葬展现
出明代品官的真实面貌。成都东
华门明代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出
土了大量来自景德镇窑、龙泉窑、玉
溪窑的精美瓷器。忠县沿江冶锌遗
址群、彭水郁山盐业遗址群、成都宝
川局遗址揭示了成渝地区手工业生
产的独特方式。这些考古发现都为
深入探讨成渝地区明清时期的社会
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及研
究视角。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基本建设考古办公室主任沈修
说，《双城芳华》展览不仅是对巴蜀文
明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可持续城市化
的庄严宣言，在成渝双城的土地上，
每一寸建设都带着历史的温度，每一
次飞跃都留有文明的刻度。

当文明的碎片如同时间长河中
的星火照亮成渝双城的前行之路，
当考古成为城市发展的“文明校准
器”，当历史记忆转化为文化自信的
源泉，我们深知——真正的现代化
从不是对过去的颠覆，而是让传统
的根系滋养未来的生长。

一部用实物书写的一部用实物书写的
巴蜀大地史书巴蜀大地史书

▶重庆
云阳出土的
战国兽钮尊
缶。

（受访
者供图）

▶三峡
考古发掘现
场。

（受访
者供图）

▶巫山高唐观出
土的汉代带钩。

记者 刘力 摄/
视觉重庆

▶

6月12日，《双城芳华——新时代成渝
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现场展出的成都金沙遗
址出土的象牙。 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