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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編者按：作為37年前香港《文匯報》派往四川報道「三

星堆」的特約記者，楊永年對三星堆一直有很深厚的感

情。適逢「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別展覽將

於本月27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楊永年將個人對

三星堆多年的研究集結成文，輔以收藏品驗證，希望為更

多對三星堆感興趣的華夏子孫提供參考。

◆文、圖：楊永年

中國古代的棋文化源遠流長：圍棋的
最早可靠記載，可見於春秋時期的《左
傳》；中國象棋則有傳正是出自於楚漢
之爭中大展軍事才能的「兵仙」韓信之
手；而雙陸（又作「雙六」、「握槊」
或「長行」）則相傳於南北朝時由西
亞、印度一帶傳入中國……這些棋盤遊
戲能夠鍛煉玩家的心智，培養他們對規
則的遵守及高雅豁達心態的追求，更能
夠體現智力與謀略的博弈，深受帝王將

相、文人雅士所喜愛及重視，因而琴棋
書畫亦合稱為中國四大傳統藝術形式。
據說早在東漢時期，用於遊戲的棋枱

就嶄露頭角。而連結圍棋盤的棋桌則始
於唐朝、盛於宋代。到了明清時期，棋
桌更是廣泛流行，常在十八世紀書畫及
木刻版畫中出現（如現藏於台北故宮博
物院姚文瀚所繪的《芳亭採花圖》），
供閨閣中女子進行休閒活動時使用。
棋桌的用途廣泛，蓋上面板之後可作

普通桌案、餐桌使用；掀開面板之後，
內藏精妙建構，桌面活心板裝卸簡易，
常為一面圍棋、一面象棋的棋盤，底下
更可放置雙陸棋盤；棋盤側內嵌棋盒兩
個，桌側四面各有一個小巧隱蔽的抽
屜。內藏的種種玄機，盡顯古代木匠的
精工細作，融合了藝術美感、技術工
藝、實用價值和中華文化精髓。
筆者的收藏中亦有一張「明末清初黃
花梨棋桌」，整體造形簡潔，黃花梨木

材色澤瑩潤，明麗典雅。棋盤側內嵌棋
盒兩個，桌側四面各有一個小巧隱蔽的
抽屜。棋桌以圓材構築四腿足及羅鍋
棖，為整體營造了一種溫潤優雅的氣
息，更為入座者提供了寬闊的空間。即
使置於現代居所中，亦是兼具美觀及實
用的難得佳品。

多功能傳統傢具——棋桌

◆明末清初黃花梨棋桌

◆明末清初黃
花梨棋桌連蓋 ◆明末清初黃

花梨棋桌及內
藏部分。

傢具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居用品，也
是人類生活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人所使用的傢
具蘊藏着獨具匠心的時代審美，「廣狹長短不齊，置之
齋室必古雅可愛，坐臥依憑，無不便適」，傢具的使用
早已深深嵌入中華傳統的生活方式之中。
日前，「榫卯裏的東方智慧——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傳統傢具製作技藝精品展」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館舉
行。展覽分為「東方智慧」「京華甲第」「蘇州造物」
「嶺表華章」「續古為潮」五個單元，集中展出精品傢
具作品60餘件（套），包括恭王府舊藏及京、蘇、廣三
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傢具製作技藝
代表作品。 ◆新華社

非
遺
傢
具
亮
相
北
京
恭
王
府

非
遺
傢
具
亮
相
北
京
恭
王
府

◆觀眾在雍王府內參觀展出的傢具。

◆京作硬木傢具製作技藝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種桂友
（左）、明式傢具製作技藝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許建平
共同為展覽擊鼓開幕。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不是西方人，更不
是外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是

華夏炎帝族群後裔。所以筆者再三說：三星
堆文明是炎帝文化線在古蜀地的最後輝煌。

炎帝後裔的遷徙與文化傳承
五千年前，南下的炎帝族群和北上的黃
帝族群在現今的河北桑乾河流域相逢，前
後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炎黃大戰」，均
是黃帝勝炎帝敗。先敗走的炎帝族群即那
支將祖源指向「龍」的部落，向西再向南
進行了民族遷徙，在黃河上游產生了民族
融合，生成古羌族。在考古指認上應該是
石峁遺址和新月型民族遷徙線。在古籍記
載上有「炎居生節並」「竄三苗於三危」
等，民間傳說是「嫦娥奔月」。
後敗走的炎帝族群，即那支將祖源指向
為「鴞（鳥）」的部落，向東遷徙與山東
的大汶口文化進行了融合。在東夷人群中
生成了「蜀山氏」。在後來的「共工與顓
頊爭為帝」的鬥爭中，失敗了的炎帝後裔
「蜀山氏」又進行了民族遷徙，他們帶着
炎帝文化線，由魯西到豫東，再橫穿陝西
南部，抵達現今甘肅南部禮縣與西和縣之
間的「瞿」地，「蠶叢縱目，王瞿上。」建
立蜀「國」，開創「三星堆文明」的源頭，
這一路的考古指認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刻圖
和丁公陶文。是岳石文化的方口器。古籍記
載是「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民間傳說是
「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圖一是筆者收
藏的古蜀玉刻板，記錄炎帝後裔在祖先「紅
山鴞」的指引下的民族遷徙。
或許融入大汶口文化的炎帝後裔當年有一
部分南進融入了良渚文化。在後來的良渚文
化西遷中，也去到了古蜀地。大量的良渚玉
琮形器在古蜀的出現，應該就是證據。
基於此，筆者一直強調三星堆的祭祀中應
該有兩個對象：一個是指向「龍」祖源的，
或許就是那個青銅大立人。另一個指向「鴞
（鳥）」祖源，或許就是現今開始逐漸清晰
的青銅鳥座尊。
書分兩頭，單表一支。筆者在此僅表「楊

說」認定蜀山氏建「古蜀」，開創了三星堆
文明之源。

三星堆新發現印證民族融合
2023年8月央視發布了一個畫面（圖二），

指出新發現的三星堆青銅器上有「共工」「顓
頊」的「文字」。這與古籍形成了呼應？還是
在將山東與四川的相隔萬里進行時空連結？《淮
南子．天文訓》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
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
塵埃歸焉。」筆者在拙作《祖源記憶》一書中
作出解讀。「天柱折，地維絕」是在暗指共工
所依存維繫的炎帝血緣體系瓦解了。「天傾西
北，故日月星辰移焉」是暗指戰敗的共工部落
向西遷徙。所以才出現郭沫若先生在解讀「共
工」時，說共工氏長期生活的地方是今河南省
西部的伊水和洛水流域。那個地方古代稱為「九
州」，可能來源於共工氏的九個姓氏。筆者認
為郭老的這個指認值得商榷。筆者以為共工部
落的原籍應該在魯西豫東，與之相應的考古學
文化可能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岳石文化早期。
對此，北大教授孫華先生將岳石文化中的

方孔器與三星堆遺址的青銅方孔器作了比
對：「岳石文化這些方孔石器，其基本形態
與三星堆文化這種梯形方孔銅器頗為相像，
二者間可能存在着源流關係。值得注意的
是，在商代前期偏晚階段的河南鄭州市小雙
橋遺址中，也出土了這種岳石文化因素的長
方形或梯形方孔石鏟……，從岳石文化到小
雙橋遺址，再到三星堆器物坑，隨着年代從
早到晚、地域由東向西的推移，長方形或梯
形方孔石器也逐漸從實用的石農具演變為非
實用性的銅禮器……三星堆與二里頭文
化……它不像是通常文化交流的遺留，更像
是兩地人群間具有親緣關係的印跡。」孫教
授上述解讀，是否與筆者提到的東夷人的共
工後裔從山東「由東向西的推移」，最終入
蜀的推測有「所見略同」呢？
再對此，筆者收藏的一件古蜀玉器上（圖

三），是否可以讀出上述的民族遷徙、民族
融合的信息呢？該器高18.8厘米，寬10厘
米。玉色墨黑，泛生坑玻璃光，有灰皮和極

少褐紅色沁透雕，筆者命名為「蜀龍」。該
器頂部是一個「蜀龍」造型，即紅山文化三
星他拉龍的頭形加一對大羊角。器身呈倒梯
形，上下起弧，邊緣有刃，中部有長方形
（已近似條形）穿孔。器身的背部有三片尖
頂扉牙（也像三張玉璋），使器形一側呈缺
口狀。器底有二個鋥鑽的圓孔。筆者以為，
這件器物呈現出兩個（民族）融合層面：一
是紅山文化「龍」的符號，與古蜀羌人
「羊」的符號相疊加，表達創造三星堆的人
的祖先中，擁有「龍」的遠祖指向和「羊」
的近祖指向，物現出創造三星堆的人，從
「紅山人」到「古羌人」的民族融合的源與
流。二是呈現出山東龍山文化遺韻的岳石文
化方孔器造型，與古蜀玉璋的扉牙造型相組
合，產生的全新藝術形象，講述出創造三星
堆的古蜀人，在民族走廊中遷徙的源與流。
筆者的又一件藏品（圖四），在解讀本題

時或許可算異曲同工，這是一件刻鴞鳥紋玉
琮。器高6.9厘米，寬8.9厘米，射孔徑2.1
厘米，豆青色玉微透，泛生坑玻璃光。玉琮
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隨着良渚文化的擴
散，中國多個省份的考古發現中都有玉琮，
其中以現在的四川西北部的古蜀地最多。良
渚玉琮上的刻紋是良渚人的祖源指向。這件
古蜀玉渚上的刻紋是鴞鳥，是創造三星堆的
魚鳧人的近祖「柏灌」的紋飾。如此器形如
此符號，應該也是在指向「是誰創造了三星
堆」。與本器相同的玉琮，在1934年3月的
廣漢發掘中有所出土。

◆圖一：古蜀玉刻板，記錄炎帝後裔在祖先
「紅山鴞」的指引下的民族遷徙。

◆圖二：2023年8月
央視畫面顯示，新發
現的三星堆青銅器上
有 「 共 工 」 「 顓
頊」的「文字」。

◆圖四：刻鴞鳥紋玉琮。

◆觀眾參觀展出的京作皇宮椅部件。

◆

圖
三
：
作
者
命
名
為

「
蜀
龍
」
的
古
蜀
玉
器
。

「楊說」三星堆之一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
◆在位於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發掘負責
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左）與考古工作者
任俊鋒一起清理銅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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