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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或文明始终以无限的神秘感和震撼

力吸引着人们探究的欲望和兴趣，并从多学科、多角

度进行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但依然没有确凿的证

据断言其族别的归属和文化的归因。那么如何破解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许多难解之谜？近年来众多专家

学者从彝族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方面，

开展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联性的初步探索和

大胆推测，出版了一些涉及多方面领域和新见的学

术成果，提出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并非

空穴来风，两者之间许多文化的相似性足以说明古

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必然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著名的古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说：“解读巴

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

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

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1]显然

古彝文在破解巴蜀历史或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看到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上的

“巴蜀图语”或“刻划符号”感觉有些字的确依稀可

认，但其义却很难辨别和诠释，可能是因为只懂现

代规范彝文所致。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不仅能大

部分辨认，还能释读出整体含义。他认为，三星堆

七个神秘符号 是古彝文！意为“阴阳结合的面

容。”也可译为“男人女人结合的面容。”[2]

摩瑟磁火在《似曾相识三星堆》一文中指出：

“就‘巴蜀图语’而言，虽屡有学者将其与彝文进行

联系，如钱玉趾先生早就提出‘巴蜀图语’与彝文有

关，但一直没有找到很确凿的证据。而最近凉山州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资深的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

先生却意外地发现在四川郫县出土的一件铜戈上

的铭文可以用今彝文来释读，当他将铜戈上的铭文

用现代彝文读出‘洁勒堵折作米’，并解释其意义为

‘戟的名字叫展翅戟’的时候，有两位彝族毕摩也都

表示认同。大致在同一时期，我又听到对该铭文的

另一种释读方法，认为其义为‘此乃杀敌之矛’（此

为昭觉县语委阿吉拉则先生转述的俄比解放先生

的观点）。”[3]但是，也有彝族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戈

铭文应该是‘戈是财富之源泉’，还有彝族学者认为

铜戈铭文应该是‘神（圣）人都木的魂’，‘都木’就是

古蜀国的一代君主‘杜宇’。”[4]对于这一解释尽管答

案不一致，但为什么古彝文能破解“巴蜀图语”？又

能得出怎样的结局？假如我们能在彝文典籍中找

到与此等同的字形和字句，并能准确表达出整体的

真实含义，那古彝文不仅仅是破译“巴蜀图语”，还

能从中找到许多相关的文化元素。

且萨伍牛与吉格阿加撰写的《古巴蜀文字与古

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用古彝文破译巴蜀文字》根

据大量古巴蜀图文和三星堆博物馆陈列文字与彝

文考释对照分析，最终“肯定地说，这是一些记事彝

文，其中有重复出现的文字就是明证。”[3]老板萨龙

通过解读三星堆人头印章等玉石文提出了：从彝族

传统文字（古彝文）和彝族文化现象与三星堆出土

文物上的文字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

所谓的“三星堆无文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三

星堆文字不是外来民族的文字，而很可能是传统彝

（夷）文字。[5]这些观点再次印证了古彝文与巴蜀图

语渊源关系相当亲密，或者说巴蜀图语已经不是刻

划符号，而是具有某种含义的字符，是记录当时各

种社会事象和文化要义的载体。

当前对于“古彝文与巴蜀图语”的研究，引起争

鸣较大的是钟鸣的文章《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

夏代的统治者》中所传达的“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

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

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

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

‘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6]

为了探究古彝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存在某

种同源关系，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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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会议”于2009年10月10日至15日在西昌召开，

来自国内文物单位、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与会专

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彝族文化具有非常突出的古巴

蜀文化之活态基因：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陈保亚教授、汪锋教授，通过对古彝语和汉语的同

源关系、原始羌夏语的研究，认为蜀、夏、彝和三星

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研究三星堆文

化、上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位教授认为，古

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碰撞

与分裂，对夏、商、周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和

突破。可以说，这次会议首次彰显了在研究三星堆

文化中，古彝语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四川省历

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指出，古彝文化里有古蜀人

的文明和活态基因，三星堆是古蜀人的家园。对三

星堆文化、巴蜀文明的解读不仅要研究灿烂辉煌的

物质文明，更要研究和解读古蜀人的精神家园、精

神考古。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从

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基因和文化等多重证据讨

论了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生学关系，四川师

范大学王小盾教授从兽面图像这个大量出现在三

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符号出发，深入探究了这一古老

神秘符号与古彝文化的关联。彝族学者阿余铁日

根据彝文古籍《考妣变换》大胆提出三星堆即为古

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认为三星堆是

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出土的大量青

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彝族青年学者安东从彝人

原生图腾、三星堆部族、古蜀三星堆族人的“巫鬼文

化”与凉山彝人的“苏里、毕摩文化”、三星堆的两个

器物坑四个层面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探究，

认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

化。应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首次古彝文化与三

星堆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多民族、多学科共同推进

的深层次交流与对话，它必将对促进中华文明源头

的探究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前不久，“凉山两位彝族古文字学者胡成荣

和窝底子确，经过多年实地田野考察并亲自与凉山

10位彝族著名毕摩（彝族人的祭司）甄别对照和解

读，两人声称已破译三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神秘文

字符号是古彝文‘一诗’与‘三书’，是四体古彝文

字！胡成荣和窝底子确认为，早期的彝族象形表意

文字，是最早的原始文字，是从万年以上的象形表意

原始文字中保留下来的，是早期象形表意古彝文，三

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62个字100%可以用古彝文解

读破译。所陈列的这些字，在凉山彝文中可以查找

出36个字，约占总字数的58%，在凉山毕摩经书上

可以查找的有12个字，约占总字数的19%，在川滇

黔桂彝文字中可以查到的字是14个，约占总字数的

5%。所以他们认为，之前所称‘巴蜀图语’其实就是

古巴蜀四体古彝文字无疑。”[7]这些“巴蜀图语”虽然

大部分是三星堆周边发现的，但总体有一脉相承的

象形旨意，我们要是能够在考古发掘、典籍文献中找

到一些和‘神秘字符’一样的字词或者句子，进行科

学对比和准确释读，同时通过多视角、多层面得到彝

族的原住地自然环境、生活习俗、迁徙路线、祭祀方

式等与三星堆文明有密切联系的多重证据，那么，对

三星堆古文明的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转折和新的突

破。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期待逐渐得到凉山本土彝

学专家和国内汉族学者的关注，也有了初步的交流

和对话，取得了“可能有诸多相似性”的上述观点。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能否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一系

列问题，就要看能不能由“古彝文”为基础，以毕摩文

献为依据，多方寻求切入点和突破口。当然这当中

还要切忌先入为主和单一定论，而是超越常规的思

维局限，从多学科的关联中全面阐述和严谨论证三

星堆文明（文化）与古彝族文明（文化）的关系，尤其

是古铭文与古彝文的关系，让三星堆文字成为继甲

骨文之后，成为中国文字可系列研究的文字体系。

这将是未来的一个显学，也有可能是打通三星堆关

节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总之，“古彝文与巴蜀图语”有怎样的渊源关

系？通过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多学科

研究人员的联合攻关，以及民间收藏物的全面搜集

与归档，尤其是确凿的三重证据大量的涌现，或许

能解开三星堆文明（文化）与古彝族文明（文化）之

间到底是文化的同源与族群的同根？还是文化的

混血与族群的交融？或许我们可以从古彝文的深

入研究中能够摸清这一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

揭开三星堆文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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