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蜀国有文字吗 ? 二千年来还是一个

谜
。

关于我国文字的发展情况
,

曾经有过一段

尽人皆知的史实
,

即在秦未统一六 国前
,

列 国

都有 自己的文字
,

秦统一六国后
,

推行书同文

的政策
,

把
“

文字异形
”

的韩赵魏燕齐楚原有的

文字废除
,

统一使用秦 国的小篆
,

这为后人读

书识字倒是做了好事
;
但也 由于这样

,

列国文

字终于失传
。

然而蜀地的历史
,

从考古发现来

看
,

可以早到旧石器 时代
,

到商周时期
,

蜀国以

创造性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见称于世
,

广汉

三星堆蜀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即是有力的证

明
。

在春秋战国时期
,

蜀国东与楚争雄
,

攻到楚

国境 内的松滋
;
北攻秦 国

,

打到秦国境 内
。

加以

望丛二帝在川西平原首创的先进农业文化
,

曾

经影响于 巴国
,

使 巴蜀经济达到共同发展
,

即

《华阳国志
·

蜀志 》所云
: “
后有王曰杜宇

,

教民

务农
,

一号杜主
。

… … 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
,

迄

今巴蜀 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 ”

在当时有此优越

的条件
,

难道不会产生和创造能够记载事情
、

交流思想的文字吗 ?难道 《太平御览
·

州郡 》所

存之扬雄 《蜀王本纪 》中蜀人
“
不 晓文字

”
之说

能够成立吗 ?为了尊重事实
,

避免空谈
,

下面拟

据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新资料
,

对此问题略

加阐述
,

以还其历史本来面貌
。

建国以来
,

春秋战国时期有铭文铜戈 已发

现五件
,

其形制相同
,

文饰则均具有巴蜀文化

特征
。

郸县先后出土两件
,

特别是第一件关系

到地方性的被埋藏 已久的古文字
,

它的 出现
,

为学术界开拓了新思路
。

这不能不说在认识上

引起了一个大转折
。

所以
,

在谈这一问题时
,

便

把先出土的一件称为第一件战国带铭文铜戈
;

后出土的
,

简称为第二件带铭文铜戈
,

作 出详

略不同的叙述
,

然后再及其他
。

第一件战国带铭文铜戈
,

出土时间
,

1 9 7 2

年 n 月
。

出土地点红光乡 7村 4 组的扬家旱

地 (独柏林附近 )
。

此戈援长 17
.

8 厘米
,

内长

7
.

5 厘米
,

胡长 8 厘米
。

方 内
,

长胡三穿
。

援在

后部至 内的两面各铸一虎纹
,

其头 向锋
,

作张

口状
,

在其 口 中有穿孔一个
,

在虎身 的后部亦

有一圆穿孔
。

胡的一面铸有椎髻
、

跪地的人一

个
,

其腰悬刀
,

背后有 巴蜀文饰 (从略 ) ;
胡的另

一面有 巴蜀 纹饰 (从 略 )
。

援脊下 的两 面有
`

工
”
纹四个

。

又援脊上
,

只有一面刻有未能辨

认之方块形的古文字一行 ( 由锋向阑的方向排

成直行 )
,

字数约十余个
。

此戈为前所说有椎髻
,

跪地的蜀人形象
,

反映了古代蜀人的习俗
。

又所铸虎纹
,

据考
,

在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文物
:

纯金器和青铜器

均见虎形饰
,

可知蜀器虎形饰时 间早
,

使用范

围大
。

结合蜀人形象来看
,

此戈虎形纹应为蜀

文化的特征之一
。

而 巴蜀文饰
,

可能是战国时

期蜀民族与巴民族融合的反映
。

再观察这一行

方块形古文字
,

既不是甲骨文
,

也不是金文
,

可

知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古文字类型
; 同时经过学

术界大师郭沫若
、

徐中舒先生断定为失传的地

方文字
。

即所谓不识的死了的古文字
。

以其在

蜀地 出土
,

且戈上 的纹饰具有蜀文化特征
,

故

四川考古界的同志亦肯定它是在蜀地通用的

固有文字
,

即蜀文字
。

此消息发出后
,

曾引起社

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

把这个问题作为考古研究

的新课题之一
。

看来有些巧合
,

在我县又相继出土了第二

件带铭文铜戈
。

出土时间 1 9 7 6 年 12 月
,

出土

地点晨光乡向阳村二组 (张家碾附近 )
。

此戈援

长 1 3
.

7 厘米
,

内长 5
.

2 厘米
,

胡长 8
.

2 厘米
,

阑长 1
.

3 厘米
。

方 内
,

长胡
,

侧有三穿
。

内有图

案文饰
,

胡的两面有 由上而下的蜀国方块形的

古文字各一行 (直行 )
,

两 面文字相同
,

每行字

2 5



数约有 8个
。

而邻县新都也出土 (时间和地点未详 )中

胡三穿的带铭文铜戈一件
。

胡上也有蜀国方块

形古文字一行
。

以上在川西平原地区
,

即出土了这种带铭

文铜戈三件
,

可见这种方块形古文字绝不是孤

立的偶然现象
,

而是在蜀巨境内通用的文字
。

此外
,

在川东
,

重庆市 博物馆同志也发现

带铭文铜戈一件
。

出土时间
,

1 9 7 3 年
。

出土地

点
,

万县新 田
。

此戈中胡三穿
,

在胡侧近 阑处
,

有两个巴蜀符号
,

略似弓形 (从略 )
。

援脊下侧

有巴蜀符号 一行 3 个
。

而在援脊上侧
,

则有

蜀国方块形古文字一行
。

在邻 省湖南常德也出土带铭文铜戈一件
,

出土时间
,

1 9 5 9 年
。

出土地点
,

常德德山 ( 26 号

战国墓 )
。

此戈的援末至胡的两面铸有蜀国方

块形古文字各一行
,

且在内的两面均有巴蜀符

号
。

为什么这种铜戈会流传到省外呢 ? 据考
,

因为常德在古代是楚国的黔中郡
,

又曾是 巴人

故地的缘故
。

从五体带铭文铜戈基本上都有 巴蜀纹饰

或符号
,

其形制又反映出与春秋到战国时千七的

铜戈有共通之处
,

特别是字形结构都是方块形

成直行的蜀文字
,

这是显著的特微
。

现在
,

据初

步统计
,

铸在五件铜戈 的蜀文字约有 五十多

个
。

但释读问题还有待于研究
。

由于这五体带铭文铜戈
,

其中有
一

两件是在

川东发现 (包括湖南常德一件在内 )
,

前一段时

期
,

曾把这种方块形的蜀文字
,

笼统地称为 巴

蜀文字
,

虽各抒已见
,

未尝不可
。

但考古工作在

前进
,

面对今天广汉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

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 构建筑遗址 出

土的陶纺轮的文字资料
,

当是这五件带铭文铜

戈的文字体系的渊源
。

三星堆大批蜀文物的出

土是举世瞩 目的惊人发现
,

它以丰富的实物资

料揭示 出在祖 国文化的内涵里有辉煌成就的

蜀文化
。

三星堆也反映了文字发展规律
,

出土

了为数不多的陶文
,

这些陶文足以证明是蜀人

自己所创造的文字
,

也是蜀人在初期阶段使用

的文字
,

当然它为时最早
。

观察这种蜀文字趋

于成熟之时
,

可知大约在商代晚期
。

而成为战

国时期带铭文铜戈的字型面貌
,

可能经过上千

年的变化
,

不过这种字形 虽有发展
,

但墓本形

态仍没有变
,

这就表 明这种文字对初期到成熟

期的形体都有一贯的继承性
。

再就字的形象结

构而论
,

确实 比直观的象形文字大为进步
。

因

为铜戈上所 见的文字
,

已属于表意文字
。

它的

形态已趋向于直笔化和线条化
.

并已表现出它

已达到 J
一

巴字形简化
、

省略
、

向定型化发展
,

}阿且

每个方形字有单位面积小的优点
。

说到这里
,

不妨引用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关

于四川古代史有关意 见
。

他认为蜀王杜宇王蜀

年代
.

当从西周到春秋中叶
。

在此期 间
,

蜀地农

耕文化向川东巴地传播
。

根据这一论断
.

可以

推知
,

蜀文字和符号向川东 巴地传播应 比农拼

技术的传播时间稍晚
。

再查 巴 人的史迹
.

据考
,

巴 人原居 汉水流

域与大巴 山一带
.

巴 国从汉水流域
、

大 巴 山迁

徒到川东的时间
.

大约在春秋晚期
。

而川东的

巴蜀文字和符号 出现的年代也与此情况基本

符合
.

这是正常的现象
。

另外
,

据 《蜀王本纪 》

说
: “

蜀王据有 巴蜀之地
”

,

也是促进 巴蜀文 化

交流的有力因素
。

历史事实虽然展现 了巴蜀文化融 合的情

况
.

但近年考古的重大发现
,

已知三星堆文物

反映的时代经历了夏商周
,

而战国带铭了州寸之

出现 的蜀文字
,

却从三星堆文物找到 丁很源
。

因此
.

从流溯源
,

这种地方性的古文字
.

下能不

归功于蜀人的创造
。

目前
,

距我县第一件 战国带铭文铜戈的出

土时间已二十余年
。

回顾它在郸县出上
,

能够

首次揭示 出古代蜀 国原来与列国 一 样有 目 己

创造的通用于蜀地的蜀文字
.

而不是蜀国无文

字
,

这一历史意义无疑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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