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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文化的源流梳理和当代表达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巴蜀

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讲好成都故事，

重塑精神标识，打造属于成都自己的经

典文化符号，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成都形象。”

这是日前成都市在世界文化名城建

设大会发出的声音。

这无疑找准了走向世界文化名城的

根本路径。古往今来，成都这座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积累

沉淀了丰厚的既属于中国、也属于自己，

还具有跨文化、跨语言传播活力的历史

文化资源，只有这些资源和财富，能够

广泛进入成都市民的记忆和内心深处，

其优秀禀赋与个性，能够得到认知和传

承，成都市的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之路，

才能有深厚的根基和持续的动力。所以

本文从纵向的角度阐述天府文化的源流

及其当代表达。

位于地球黄金纬度、中国三条丝绸

之路最佳参与位置的天府成都，具有

4500 年以上的文明史，2300 多年的建

城史，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成为成

都古今保持充沛活力和优越个性的力量

源泉。天府文化的活水之源，应该表述

为独一无二的水利、平和温润的气候、

丰富齐备的物产、立体多彩的环境、流

播均衡的三教、吐故纳新的丝路、天南

海北的移民、从未更改的城名。这“八

源”，要么成都独有，要么成都优势明显。

所以，它能够从东汉后期开始，成为无

可争议的天府乐土，成为今日学者口中

的“中国后花园”，拥有改革开放后自

然天成的“后现代气质”（即一座城市

同时具备健康的经济、活跃的文化、舒

适的生活），成为新兴的正在迅速崛起

的世界文化名城。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天府文化四

个孕育发展和呈现的高潮具有如下内

涵。

孕育期：古蜀王国

古蜀王国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以追求更加美好、安宁生活为动力，先

民们以治水为主线，从山地走向平原，

从流徙走向定居，经济活动从游牧走向

农耕，精神活动从粗放走向优雅，生活

方式从简朴走向精致，体现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蜀夏合一之趋向。蜀族、蜀

王国从独立发展走向吸纳华夏文明和

楚、滇文化之优长，以各种形式积极参

与、融入黄河、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流之中。《山海经》《华阳国志》《蜀

王本纪》《左传》《古史》等经典和历代

诗歌给我们留下的是神秘、浪漫的历史

记忆，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其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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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才比较清晰地揭示出古蜀王国时期

基于上述背景的强大创新创造能力和个

性鲜明的优雅时尚、乐观开明。太阳神

鸟金箔图案入选中国文化遗产标识正是

对上述判断的最好注释。这一时期是天

府文化的孕育期。

定型期：秦汉时期

秦汉王朝的列备五都，代言中华。

公元前 316 年，蜀国纳入了秦的政治版

图，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一次大一统的

必经步骤。张仪、张若奠基了成都永不

更名、永不改变中心城区的基础，仿首

都咸阳形制修筑的成都城，规模宏壮。

伴随大量秦人移民成都，“染秦化”实

现的文化交融，尤其是继二张之后李冰

来到成都，在继承弘扬大禹、鳖灵治水

的基础上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

天府之国长盛不衰的经济基础。秦汉之

际，成都相对比较平安，留下比较好的

发展基础。文翁治蜀，举办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地方官学，儒家文化迅速传播，

人文教化比肩齐鲁，奠定天府之国作为

中华文化重镇和人类文明版图上耀眼星

城的文化基础。

这一时期，成都是中国五大都市之

一，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外贸活跃，

对中国和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蜀布、

邛杖代表中国制造首次出现在国际市

场，也证明了成都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

创之功；火井煮盐，是人类最早使用天

然气；《方言》成为世界上首部方言题

材专著；王褒《僮约》显示，成都是世

界茶文化起源地。司马相如、扬雄用壮

美汉赋代言、彰扬大汉声威；在新疆出

土的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不仅证

明蜀锦是丝绸之路上的极品，而且表达

了成都官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著名的

石雕击鼓说唱俑证明了成都在东汉丰富

快乐的都市文艺生活。佛学、佛教于东

汉后期从古印度来到中国，也来到或往

返成都，道教汉末出现在成都平原，这

些都是中华文明精神家园丰富完善的重

要内涵。东汉后期，成都平原正式取代

关中平原，成为中国经济和人文地理版

图中的天府之国。这一时期是天府文化

的定型期。以刘备、诸葛亮作为符号的

蜀汉历史文化以及三国文化，可以视为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与成都文化相互交融

的悲壮余响。

巅峰期：唐宋王朝

唐宋帝国的喧然名都、大雅殿堂。

继隋朝亲王杨秀扩建城池，成都号称“既

崇且丽”以后，在唐朝富有活力的制度

和世界领袖国家的宽广怀抱里，在两宋

领先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土壤

上，在国家高度佑文气质的呵护下，天

府成都涌现了大量世界或中国第一以及

各种突出成就。包括成都成为世界最早

的雕版印刷品的诞生地（或之一）；涌

现了“龙池坊卞家”——世界上最早的

出版家；宋太祖下诏在成都印刷的《开

宝藏》，是我国及世界佛教史上第一部

官刻大藏经；而宋仁宗时期官方发行的

交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唐

朝成都雷氏家族生产的雷琴，成为古琴

的极品、翘楚；成都在唐朝出现的杂剧

是我国最早的成型戏剧；大慈寺，是中

国唐五代时期最盛大的佛教艺术殿堂；

后蜀官方刊刻的“蜀石经”，成为儒家

经典传播中前无古人的重要创举；宋代

成都人唐慎微撰写的《证类本草》，是

中国流行、使用时间最长的药典；后蜀

孟昶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成为中国第一幅对联，五代后期黄筌父

都江堰水利工程，为天府之国的长盛不衰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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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开创的宫廷花鸟画派，影响中国花坛

一个世纪以上。

至于唐朝“扬一益二”和宋朝“西

南大都会”显示的成都的卓越城市形象，

以及以今日杜甫草堂、望江公园、崇州

罨画池为代表的成都在唐宋诗词、文学

中的崇高地位，天下诗人、词人与成都

的紧密联系，都是这一时期成都成为中

国大雅殿堂、影响及于海内外的生动诠

释。唐宋之间，前、后蜀战乱较少，留

下诸如王建墓（永陵）之浮雕“二十四

伎乐”，神形兼备，精美绝伦，生动地

再现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舞场面，是我

国五代石刻的经典之作和研究古代乐舞

的极宝贵资料。而孟氏后蜀，除了重视

文教，刊刻儒家经典，因为喜欢芙蓉而

下令在成都遍植芙蓉外，还留下了中国

历史上最著名、影响堪称最大的一副官

箴，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在

宋代，因为皇帝推崇、大书法家黄庭坚

亲笔书写后，流传很广，成为中国廉政

文化建设史中的著名篇章。

唐宋时期，尤其是两宋，因为国家

轴心文化与巴蜀文化、天府文化实现了

历史上最佳的耦合与互动，加上两宋始

终在北方面临严重的外部挑战与威胁，

版图逐步萎缩，以成都为重心的四川的

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

所以，朝廷对成都、四川的治理格外关

注，国家治蜀政策也多关心、体恤，所

派官员多一流清廉、实干人物和努力为

国家发现、举荐、重用人才的伯乐，他

们还不懈努力，把成都府学办成了中国

第一，如南宋历史学家李心传所言：“郡

国之学，最盛于成都。”成都的书院如

蒲江鹤山书院，藏书达十万卷，皇帝亲

赐匾额，规模、气象达到宋代书院最高

水准，所以这一时期，成都、四川出现

了人才井喷现象，出现系列学术、科第

方面的名门望族，和众多父子、兄弟联

袂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现象。

外来士大夫入蜀和成都、四川涌现的大

批人才走向国家各地各个层面，在中华

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卓越表现。此外这

一时期，成都的都市文化、都市生活异

彩纷呈，十二月月月有市（多数集商品

博览、交易、官民游乐于一体），儒家

古老的“与民同乐”理想，在成都通过

部分长官把它因势利导成为众多节庆活

动，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娱乐、

社会心理建构的多种兼容，赋予天府文

化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

善公益的古代特色。这一时期因此成为

天府文化演变中的巅峰时期。

元明清三朝，成都经历了宋末元初、

明末清初两次原住民几乎全体消失的巨

大灾难，整体上处于剧烈跌宕起伏、艰

难恢复状态，只是在局部领域、少数人

物身上重新达到天府成都历史上的较高

水准。晚清民初，近代教育、实业兴起，

蜀学、国学人才济济，对成都的近代化

事业跟上全国的步伐有重要影响。

传承创新：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步履从容，气质自然天成。

1978 年以来的成都，变化天翻地覆。

它审时度势，在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

上智慧前行，走出了一条能够把传统与

现实、未来较好衔接；充分运用国内、

国外两种资源实现自身发展进步；保持

并优化城市自身文化个性，立足长远找

准自身定位，因应现代化、全球化冲击

和挑战并成为强者的发展道路。不管是

传统和现代相融合，成都大慈寺文化商业区将打造天府文化传承区。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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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市建设以产业结构转型、城市

环境改造、交通设施建设为支点，还是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顺利实现川西城市集

群的中心、成渝城市群的双核引擎之一

目标；不管是作为国家战略中的中心城

市建设聚焦“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交汇点区位优势，还是坚持所有发

展必须体现新的发展理念；不管是引起

广泛关注的统筹城乡的众多探索实践及

其取得的扎实成效，还是从“成都制造”

到“成都智造”“成都创造”观念、制度、

行动的推陈出新，成都 40 年一路走来，

的确可谓步履从容、智慧前行。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成都

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迈开了建设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新征程。在

文化建设方面，市委响亮提出“天府文

化”及其 16 字表述，推出系列科学、

智慧的行动计划，聚焦世界文创名城、

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

音乐之都、会展之都“三城三都”目标，

着力打造系列重大工程、项目，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蓉视察提出的建设

“公园城市”的历史使命。40 年的奋斗，

成都在保持了自身文化个性、建构了一

定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又涌现了许多或

世界一流，或中国第一的创举。

岷山峨峨，蜀水泱泱，惟此名都，

九天开出。水陆辐辏，货殖荟萃，华章

耀中华，弦歌暖神州。改革开放 40 年

以后的成都，学界基本形成共识的成都

拥有自然天成的后现代气质，第三方评

价给出的成都拥有中国城市的最高幸福

指数等柔性指标，与成都的所有硬实力

一起，都既作为新的活水之源在滋养天

府文化，实现成都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作为新的表达载体，

推动、促使成都干部群众、全体市民认

知、丰富、完善、展现代表天府文化魅

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人文性格特征。以这

样的基础和发展态势，贯彻“全球视野、

国家立场、成都表达”的成都文化事业

与文化产业发展要求，体现“一张蓝图

绘到底”的精神，持之以恒，成都这座

以天府文化为特质的“公园城市”，走

向世界文化名城，一定大有希望。（作者：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

授，成都市天府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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