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袭碧水，两岸青山。长江在重庆勾
画出600多公里的绵延曲线，滋养了光耀
夺目的巴渝文明，拉开了以“巫山人”为坐

标点的巴渝文化大幕。
8月17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重庆巫山龙

骨坡遗址的大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开始了新一天的发掘工作。

作为“蓝田人”“和县人”的发现者，91岁高龄的
黄老，对该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志在发掘更多“巫山
人”化石，解决“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世界难题。

龙骨坡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
史前文化遗址，本阶段的发掘将为揭示人类发展进
程、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史提供更丰富的材
料，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积淀了巴渝文
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
文化等厚重人文的重庆，正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让充满活力的
新重庆奔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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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古通今
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单元

北纬30度线上，分布着许多千古之谜，如埃及金字塔、
百慕大三角、神农架“野人”……长江三峡，就在这条“神秘
的纬度线”之上。

抚今追昔，时空穿越。
1985年10月13日13时许，在重庆巫山龙骨坡，天空

万里无云，正在对化石进行分类的黄万波，目光停留在了一
段化石骨片上。

他小心翼翼地清除化石骨片上附着的泥土，不禁怦然
心动：一段左下颌骨化石（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露
出真容——形态与大猿相似，尺寸却比大猿小，细研具有

“人”的属性，且从牙面磨蚀程度看，出自老年女性个体。
沉睡200多万年的“巫山老母”被“唤醒”了——比元

谋人早20多万年，填补了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更对
“人类起源于非洲东非大裂谷之说”发起了挑战，轰动全球
考古界。

经过前四次发掘，龙骨坡遗址共采集哺乳动物化石
116种、石器超过1000件。199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批准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深度解读“无字地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今年8月16日，耄耋之年的黄万波再次披挂上阵，领衔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第五次对龙
骨坡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多年来，重庆不断发掘、丰富、诠释着巴渝文化、长江文
明的内涵，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迄今最为完整、时间延续最
长的史前文化序列，阐明了巴渝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重要来源的理论基础。

在九龙坡玉龙公园、丰都烟墩堡、巫山玉米洞，大量旧
石器时代的遗存被发现，生动展现了中国早期人类筚路蓝
缕的重庆足迹，实证重庆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宜居地”。

在巫山大溪遗址，被挖掘出土的石制品、残陶器、动物
骨渣、装饰品（玉器、绿松石等）、墓葬等，生动展现了人类从
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被誉为“长江流
域史前文化的明珠”，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目前，该
遗址出土的1700余件珍贵文物，收藏在巫山博物馆，向八
方游客默默讲述着千年故事。

在忠县中坝遗址，被发现的新石器、商周、汉、六朝、唐
宋、明清等多个时期遗存，堪称“中华五千年通史”。遗址的
主体堆积主要由各时期的制盐陶器碎片堆积而成，是东亚
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遗址，世所罕见，被评为“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在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了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前后的
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青铜剑、玉璧、璜、佩、礼器、乐器、錞于
等，其中“战国青铜鸟形尊”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获评
镇馆之宝之一。这些文物具有浓厚的巴文化特征，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巴人历史文化载体，为巴渝历史文
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基于这些考古发现，“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追问逐渐
清晰起来——巴渝文化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以多姿多彩、昂扬风骨、鲜明个性丰富了
长江文化，成为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坐标，
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单元。

大江奔涌，浩浩汤汤。
一部长江文化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它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熔铸了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

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赓续千年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传播时代价值，展示多彩文化——在长江文明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本报今起推出“聚焦

长江文明 推动文化传承”报道，回溯来处、讲述传承、探究明天，向世界呈现绚烂多彩的长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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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顽强
造就有辨识度的文化形态

长江边上，听风吟唱。
巴南龙洲湾巴滨路，车水马龙，人流熙攘，一座

复建的巴县衙门正静静诉说着历史的沧海桑田。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双方在牧野决战。

武王率领的八百诸侯，就包括了巴人，并被当作先
锋部队使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
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周朝建立后，分封巴地为子国，史称巴子国，简
称巴国。巴国都城设在江州，即今重庆。公元前
316年，一场争夺疆域的刀光剑影后，强悍的秦国将
觊觎已久的巴国划入版图。

巴人，突然从漫漫历史长河中消失了——这就
是中国史学界的著名悬案：巴人之谜。

巴人，到底去哪了？
自古长江两岸，人类逐水而居，文明绵延不绝，

为探索扑朔迷离的“巴人之谜”，埋下了生动的伏笔。
“发端于200多万年前‘巫山人’及新石器时期

‘巫山大溪文化’，历经先秦巴国、秦时巴郡、汉之江
州、隋唐渝州，宋时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得名，
元明清相沿，近代以来绵延至今……”著名史学家、
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厘清了巴渝文化的来
龙去脉——

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东部地
域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巴族、巴郡的历
史文化，还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以重庆为中心
广大地区的历史文化，是重庆的基础性文化形态。

“巴渝文化，是在重庆大地上古往今来所创造
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融合的、开放
的、包容的、发展的。”对于巴渝文化多个具有辨识
度的“标签”，著名学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
长王川平作了进一步阐释——

不尽长江滚滚而来，贯穿重庆全境。受到长江
文化的浇灌，巴渝文化孕育出了璀璨的三峡文化；

历朝历代的移民们涌进涌出，巴渝文化育化出移
民文化，也育化出重庆建市良机和近现代城市文化；

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之际，重庆挺身而出，
巴渝文化育化出了抗战文化……

在邹容、江竹筠、邱少云的背后，站着巴蔓子将
军的身影，巴渝文化中有他刎颈存城的人格基因，
沿着这条基因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得以赓续，
巴渝沃土山花烂漫。

透过卢作孚的身影，看得见巴寡妇清的影子，
兴办实业、经商办厂同样是巴渝文化的创造基因，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座工业兴盛商业繁荣的特
大中心城市生长在大山大水之间，正推动着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出新步伐。

……
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让巴渝大地积淀、滋养

出了特色鲜明而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而今凝聚起
三千万巴渝儿女的文化认同，在重庆日新月异的发
展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润泽万代
构筑新重庆精神家园

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
薄暮时分，夕阳西坠，乘船至忠县，万丈霞光铺满江面，一

座江心岛镶嵌在水面，江滩、山村、岛屿云烟缭绕，好似一幅恬
静美好的江村风情图。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位于该岛，残存的
古城墙、墩台、墓地、校场让人们洞见古今，距今近800年历史。

今年6月18日，作为首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
重点项目，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试开园，迎接海内外游客。未
来，这里将努力建设成为长江文化遗产保护标杆、长江岛屿湿
地保护示范、自然人文资源转化样本。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现存的2.59万处不可
移动文物、14.8万件可移动文物，重庆人特别珍爱。

“要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历史文化研究，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推动巴渝文化、三
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今年6月1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就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强市建设新篇
章作出部署。

大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讲
好重庆故事、传播好重庆声音；统筹利用现有剧场和展演空间，
打造长嘉汇演艺聚集区；打造示范性、导向性、引领性的新时代
文艺院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美好生活，加强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
制建设，推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延伸到农村，构建现代化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构建“节点—轴线—域面”有机联动
的空间格局，以“双核、三带、七区、多线”为抓手，努力把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成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加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打造一批以内容生产、创意设计、文娱消费为主的业态，特色鲜
明、产业融合的文创园区、基地、小镇等文化产业聚集区，推进
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围绕博物馆纪念馆建设、遗址遗迹、特色公园、非物质文化
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文化旅游复合廊道等，重
点规划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
现五大基础工程，打造具有长江文化代表性、彰显长江文化价
值内涵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

依托巫山龙骨坡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奉节白帝城遗址
等，采取大空间、长时段、多类型的、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的方
式，推动建设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之成为打造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标识。

大笔如椽，绘出新重庆；令出行随，干出加速度。
8月19日，重庆市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订了深化重庆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物保护地方立法建设，革
命文物、三峡文物、石窟寺等保护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重大考
古项目，博物馆提升等方面加强协作，推动重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重庆文化强市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纳百川，破夔门，向大海……滚滚长江，塑造了古风与新韵
交融、历史与现代相拥的重庆。重庆正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
信，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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