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蜀人或由西北及长江流域迁来
比三星堆还早的高山古城遗址发现成都平原最早人骨

关于古蜀人的来历，长期以来，大
多数声音认为从西北地区迁入。 依此

针对古蜀人进 入 成 都 平 原 的 路 径 选

择，又衍生出“山水”之争，“山路说”认
为新石器晚期文化从川西北高原进入

成都平原是直接翻越龙门山脉进入什

邡；“水路说” 认为是顺岷江而下从都

江堰进入成都平原， 或从涪江以及土

门河经平武北川进入盆地。
如今， 关于古蜀人的来历又出现

了新的证据。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外公布了近年来高山古城遗址的

考古成果， 在这个比三星堆还早的神

秘古城中， 专家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

的人骨资料， 这些人骨资料以及遗址

出土的陶器或许可以证明， 古蜀先民

或由西北甘青地区、 长江流域两地迁

徙而来。

长江上游最早的“拔牙”习俗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市大邑县

三岔镇赵庵村 古 城 埂 附 近 ， 距 今 约

4500 年，其面积约有 34.4 万平方米，于
2003 年被发现。 考古人员认为，这是目

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

前墓地。其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分布密

集、人骨遗骸保存完好等特点，让这处

遗址显得弥足珍贵。 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2015 年和 2016 年， 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古城遗址中部低洼地带文化

层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 1600 平方

米， 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 115 座、人
祭坑 1 座、灰沟 16 条、灰坑 168 座，同
时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木构

件、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遗存。
其中， 此轮清理出的 116 具人骨

距今 4000 年到 4500 年， 以自然死亡

为主，保存完好。考古队在十余个个体

遗骸中发现了“拔齿”现象：上颚两颗

侧门齿均被拔除， 且这种现象均只出

现在成年人骸骨中，儿童并未发现。这
是目前成都平原乃至长江上游发现的

最早的拔牙现象， 也是中国新石器时

代出现拔牙现 象 地 理 位 置 最 为 偏 西

的。专家认为，这并不是为了拔去坏牙

的医疗手段，可能是成人礼，也可能与

宗教有关。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拔牙”，最早

发现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早期文化分

布地区，又被称为“凿齿”，用敲折、拔

除、锯平、毁损等方式，多在成年后对称

地拔、毁中间或两侧上牙门齿或犬齿。这
成为一种“时尚”，有些学者认为凿齿与

获得成丁及成婚资格有关；也有的认为，
是为了区别族别和身份或为了美容、装

饰、服饰及避邪。
“拔牙”后来流行到中国东南部，在

龙山早中期的长江中游地区， 房县七里

河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多

例拔牙人骨个体。 这极有可能证明，“拔
牙”风俗从东部地区先流传至长江中游，
再传播到四川，并进一步得出结论，4000
多年前， 可能有人群从长江中游迁徙至

成都平原。
而出土的陶器中， 也有着长江中游

的元素， 这成为研究古蜀人来历的又一

思路。 据高山古城考古现场负责人刘祥

宇介绍， 目前他已拼接出了上百个造型

各异的陶器，罐、壶、樽、盆、钵等各式各

样，且陶器大量装饰有绳纹、附加堆纹、
刻划纹，纹饰十分精美，既有西北文化元

素，也有长江中游文化元素。有一个“豆”
陶器，长江中游有，西北地区没有。 据他

推测， 高山古城遗址周边或是西北地区

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汇聚地带。
据此，刘祥宇推断，高山古城古蜀人

并非源自单一来源，而是较为复杂，可能从

西北甘青地区、长江流域两地迁徙而来。

制果盘，用滤水器

古蜀人是怎么生活的？此轮高山古城

遗迹的发掘成果也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他们有多高？ 成年人骨身高在 165
厘米-175 厘米之间，与现代成都人的身

高差别并不大。
他们吃什么？ 在堆满陶器的 “宴飨

坑”，即举行聚餐仪式的场所，通过浮选等

考古手法，发现里面有水稻、黍、粟、薏米、
苍耳等植物的种子，虽已炭化，但既然出

土的水稻能够占到 90%的比例，说明水稻

是当时人们的主食， 这也进一步证明，高
山古城文化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

另外，在“宴飨坑”也发现了猪的头骨、
狗的肋骨以及鱼鳃骨，这能够说明古蜀人

已经将这几种动物驯化，并作为食物。
古蜀人穿什么呢？ 考古人员在灰坑

内发掘出多个陶制纺轮， 表明当时人们

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陶器还发现了很多 “高级物品”。

其中一个陶器，通体椭圆，高约 20 厘米，
底部有两个小圆洞，和其他炊具、盛具明

显不同，刘祥宇也猜测，这在当时可能属

于一种净水器，借用鹅卵石、泥沙等，通

过物理过滤方法净水。 还有一个打磨光

滑的圆盘状陶器， 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

盛放食物，“类似于果盘”，根据相当讲究

的陶胎、陶衣判断，算得上“奢侈品”。

现代川渝人是不是古蜀人后代

关于古蜀人和古蜀文明的未解之谜

仍然很多。 往前推，古蜀人来自哪里？ 往

后推，古蜀人又去往何处？后一个问题换

句话说， 现代川渝人是不是古蜀人的后

代？ 毕竟，一直有一种说法，由于多年战

乱，“湖广(清时湖南湖北为湖广行省)
填四川”， 绝大多数四川人可能是湖

南、湖北移民的后代。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从语言出

发，或许是探究此问题的一个法宝。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代四

川方言和古蜀语已经相去甚远。 据西

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汪启明

考证，“蜀人呼母曰姐”，即古蜀人把妈

喊成“姐姐”。 如今在四川，喊妈就是

“妈妈”。而秦人入蜀之后，蜀语吸收了

秦语等的成分， 成为独具特色的华夏

语地域方言。
后来，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以及

历代移民的融合，在明代之前，蜀语逐

步演变为蜀方言。 四川师范大学语言

学教授周及徐将这时的四川本土方言

称为“南路话”。
周教授认为， 明末清初的战乱让

四川地区出现了人口空洞， 很多人从

湖南、湖北迁徙到四川，覆盖了四川大

部分地区， 于是形成了另一种四川方

言 ，即 “湖广话 ”，并大范围地 替 代 了

“南路话”。但是，湖广话并未完全替代

南路话，在一些交通不便、受到战争破

坏较小、移民较少的地区，依然有南路

话的“方言岛”。
目前， 高山古城遗址的动物、植

物、人骨、陶器、石器的相关检测工作

仍在进行中。 未来，利用骨骸 DNA 测

试等高科技手段， 古蜀人的秘密有望

进一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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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治理能力

国办印发《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保障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切实保障城市

轨道交通安全运行为目标，遵循“以人为

本、安全第一，统筹协调、改革创新，预防

为先、防处并举，属地管理、综合治理”的
基本原则， 完善体制机制， 健全法规标

准，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技术支撑，夯实

安全基础，提升服务品质，增强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防范治理能力。
《意见》明确，要从六个方面保障城

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 一是构建综合治

理体系；二是有序统筹规划建设运营；三
是加强运营安全管理； 四是强化公共安

全防范；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六是完

善保障措施。
《意见》提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

行态势总体平稳，但近年来运营里程迅

速增加 、线网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运行压力日趋加大。 国务院各

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各自

职责加强指导，强化督促检查。 城市轨

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 要 进 一 步

细化贯彻落实政策措施 ， 明确 责 任 分

工和时间进度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多地举办南怀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征南） 今年是南

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 连日 来 ， 上

海、 江苏等多地接连举办系列活动， 纪

念这位致力于国家统一、 民族文化复兴

以及东西方文化沟通融合的先生。
17 日 ， 在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之

下， 上海恒南书院 “南师墨宝馆” 正式

开展， 该馆占地面积 888 平方米， 收藏

了南怀瑾先生在不同时期所书诗词楹联

作品复制件近 130 幅以及先生的部分个

人生活用品， 还首度展示南怀瑾的部分

墨宝、 手稿真迹。 同时， 在墨宝馆内，
展出了南怀瑾先生已出版著述版本 400
余种 ， 为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 版 本 汇

总， 还举行了南怀瑾先生著述 《论语别

裁》 英文版、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

学》 《人生的起点和终站》 《孔子和他

的弟子们》 日文版的发布仪式。 18 日，
该书院举办 “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纪念会” 活动暨 《百年南师》 纪念短片

首播仪式。 接下来， 恒南书院将持续举

办南怀瑾文化讲座， 与高校合作开设课

堂， 传承南怀瑾的学识和精神。
22 日 ， 在苏州吴江太湖之滨的太

湖大学堂， “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 论

坛和 “书香中国， 经典世界” 活动接连

展开， 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来到现场参

加纪念活动。 “一般的学者是用文献解

释中国文化， 他是在用生命解释中国文

化。 今天我们提倡重拾经典， 发起 ‘书
香中国 ， 经典世界 ’ 计 划 ， 就 是 去 践

行 、 实修南怀瑾先生的理念 ， 返 本 开

新。” 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对南怀瑾先

生的贡献作出 了 高 度评价 。 知名作家

白先勇也提及南怀瑾先生的鼓 励 ， 以

《牡丹亭》 中 “昆曲中的情与美” 为例

纪念南怀瑾先生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不懈

努力。

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年相约新疆
本报讯 （记者付鑫鑫 陈惟）第六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推介会日前在上海

举行。 今年8月30日至9月3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政府、商务部、外交部、贸促会

等八家单位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主题是“一带

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展览规划总面

积为14万平方米， 将邀请约2000家优秀

企业参加。
据悉， 中国—亚欧博览会从2011年

到2016年已成功举办五届， 先后有35位

中外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1107
位中外部长级嘉宾出席，103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 境内外参展

参会客商达10.3万人次，累计参观人数达

201万人， 国家部委举办高层论坛和专题

活动50场次，累计签约内联项目总金额达

1.1万亿元人民币， 对外贸易成交额累计

达340亿美元，实现合同履约率75%。
今年的博览会将举办峰会，包括1个

主论坛、12个部长级论坛、若干产业论坛

和贸易促进投资促进活动。 展览展示将

围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的要求，设置投资合作形象、国际及港澳

台地区、商品贸易、精准扶贫成果、亚欧

出版展等五大展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第

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执委会常务副主

任哈德尔别克·哈木扎出席推介会。

▲可能用作净水器的古蜀人陶器。
荨高山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习近平接受六国新任驻华大使国书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 中国高度

重视发展同各国友好关系， 愿进一步巩

固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

合作和人文交流，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

合作。
使节们再次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诚挚

祝贺和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 各国使节

热烈祝贺中国全国 “两会” 胜利召开，
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 相

信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将为促

进世界共同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使

节们表示 ， 各国高度重视发展 对 华 关

系。 他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 将致力

于促进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实

现互利共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参加上

述活动。

相互学习借鉴 开展务实合作
(上接第一版）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

确选择， 共赢才能通向更好未来。 上海

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

前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地方政

府的合作交流， 与迈阿密-戴德郡相互

学习借鉴， 在科技、 教育、 港口、 邮轮

产业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卡洛斯·西门尼斯说， 上海是一座

美丽的城市， 令人印象深刻。 迈阿密-
戴德郡愿与上海加强医疗 、 教 育 、 科

技、 港口等领域交流与合作， 只有合作

双赢， 才能共促发展。
在会见鲍满 诚 时 ， 应 勇 说 ， 近 年

来，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步前进， 金融市场

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 金融机构 加 快 集

聚 ， 金融环境不断优化 。 按照既 定 目

标， 上海将在 2020 年基本建成与中国

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

国际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 ， 在金融软环境建设和 绿 色 金

融、 科技金融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值得上

海学习借鉴。 我们愿在新一轮交流合作

备忘录的框架下 ， 进一步深化 两 市 合

作， 为打造中英 “黄金时代” 增强版作

出更大贡献。
鲍满诚说， 伦敦金融城将继续增进

与上海的友谊， 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 共同促进金融服务创新， 共

享英中双向投资机遇， 并深化 “一带一

路” 合作。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 英国驻沪总领

事吴侨文参加相关会见。

欢迎和支持外资企业在沪投资发展
(上接第一版） 将把握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这个重大契机 ， 进一步加 大 在 中

国、 在上海的投资力度， 积极参与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亨利·凯瑟克爵士表示， 怡和集团

同上海有着深厚渊源， 长期以来的合作

十分良好。 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发展

前景， 将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积

极探索与上海的重大项目合作， 为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参

加会见。

提升创新“高度” 加快创新“速度”
夯实创新“厚度” 提高创新“浓度”

(上 接 第 一 版 ） 进 一 步 加 大 创 新 力 度 ，
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 新 的 突

破。 要以全球视野、 国际标准建设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集聚更多一流大

科学设施、 高水平研发机构， 打造具有

蓬勃活力和强大吸引力的创新高地。 要

聚焦最有条件、 最具优势的领域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 ， 加强领跑型基础 科 学 研

究， 遴选一批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提出

更多原创性的理论和发现， 打造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集群， 努力掌握新

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李强指出 ， 创 新 是 发 展 的 “新 引

擎”， 改革是创新的 “点火器”。 要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 强化有针对性的制度供

给， 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要在政府改革上更快一步， 深化

科技领域 “放管服” 改革， 赋予高校和

科研院所更多的科研自主权， 赋予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

技术路线决策权。 要在成果转化上更快

一步， 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导向作

用， 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 积

极培育更多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
要在长三角协同创新上更快一步， 推进

创新战略协同和产业创新协同， 推动长

三角成为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和现代产

业发展高地。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

有一流人才， 谁就拥有科技创新的优势

和主导权。 ”李强指出，要以更大的力度

引才聚才，抓好人才“30 条 ”落实 ，聚焦

重点、优势领域和顶尖人才精准施策，打
造人才高峰，建设全球性人才高地。对拥

有关键核心技术的非常之才， 要不拘一

格、大力引进，不简单唯学历、职称，坚持

市场发现、实践评判。要以更好的环境用

才兴才，持续深化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机制的改革创新。
李强指出， 要不断提高创新的便利

性、 宽松性、 包容性， 促进各类创新要

素共生互助 、 聚合裂变 ， 形成 良 好 的

“场效应”。 要全面激发社会创新潜能，
打造更多创新创业资源共享平台， 拓展

更多市场化、 专业化众创空间。 要全面

营造创新氛围， 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

的制度环境 ， 使创新成为一种 价 值 导

向、 生活方式和时尚。 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继续发扬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的科学

精神， 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 水滴石

穿的坚韧不拔， 在新时代科技创新大潮

中大显身手、 建功立业。
获奖代表林国强、 严云福在会上作

交流发言。
2017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

奖 272 项 （人）， 21 项成果获得自然科

学奖， 31 项成果获得技术发明奖， 216
项成果获得科技进步奖， 瑞士籍专家库

尔特·赫尔曼·维特里希、 美国籍专家孙

毅获得国际科技合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