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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星堆鸟饰的探讨，是三星堆研究的一个热点，自发掘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对已有研

究成果的梳理，着重从考古学视野、美学视野、比较视野三个方面，对学界关于三星堆鸟饰的研究概况

进行综述，以期对后期三星堆鸟饰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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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Sanxingdui bird ornaments has emerged as a prominent topic within Sanxingdui re-
search. Since their discovery, it ha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and received significant focus from the ac-
ademic communit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comprehen-
sively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Sanxingdui bird ornament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r-
chaeology, aesthetics, and comparison. The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future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f 
Sanxingdui bird orn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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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星堆被誉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面貌

和发展水平。鸟饰作为三星堆出土的典型器物，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基于学术类期刊公开发表的

论文，对近 30 年来三星堆鸟饰的考古学、美学、比较研究的学科视角进行梳理，归纳成果，并对其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2. 从考古学研究三星堆鸟饰 

研究出土文物从考古学角度着手最为常见，其偏重于器物断代与性质考证，鸟饰是三星堆最有特色

的器物，在三星堆鸟饰研究的初始阶段基本遵循这一路径。三星堆鸟饰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金杖纹饰的考证，二是通过鸟饰探讨三星堆的演进历程。 

2.1. 金杖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因其珍稀的材料与独特的纹饰吸引众多学者研究。郑红利《商蜀文化互动交流

的考古学观察——兼论蜀国早期历史》(2003) [1]提出三星堆金杖上鸟鱼图案，暗合“鱼凫”之意，推测

金杖上的年代正处于鱼凫统治时期，这是最早对金杖进行断代的文章，为研究三星堆时代提供重要参考。

一些学者根据原始先民思维，从图腾象征的角度解读金杖纹饰，如邱登成、陈立基、黄剑华，黄剑华《金

沙遗址金冠带图案探析》(2004) [2]认为金杖人面、飞鸟、箭分别代表太阳神、族属、神权，而鱼鸟作为

图腾显示了两个氏族的联合，从图腾崇拜视角分析金杖纹具有重要意义。白剑《三星堆金杖“鱼鸟图”—

—华夏古老神奇的“鲲鹏之变”》(2004) [3]独辟蹊径，认为三星堆金杖上图案正是华夏古老的神话“鲲

鹏之变”，将鱼鸟与神话鲲鹏结合分析，对解读金杖上的鱼鸟纹饰是一种新视角。蔡运章《三星堆文化

的太阳神崇拜——从古蜀金器“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谈起》(2006) [4]认为三星堆金权上的“人头”

代表太阳，而“鸟”代表“日精”与“阳气”，“鱼”象征黑暗与阴气，“羽箭”象征阳光升腾，四者

组合表示太阳上升、阴气消退的图景。用传统阴阳哲学观念解读金杖纹饰，对拓宽研究思路是一种尝试。

林科吉《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金射鱼纹图像释义》(2023) [5]鞭辟入里，与白剑主张的鲲鹏之变有异曲同

工之妙，从神话信仰与神话思维的角度考察金杖隐喻结构，强调鸟射向鱼，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最终鱼

获得了更高的存在。 

2.2. 古蜀演进历程 

鸟作为古蜀人的崇拜物，在其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许多学者选用鸟饰一窥古蜀演进

历程。伏元杰在《崇鸟敬日：古蜀先民的文化特征》(2004) [6]言简意赅，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认为古

蜀先民的始祖是伏羲。苏宁《鸟图腾与巴蜀族徽》(2005) [7]提纲挈领，指出三星堆文化经历从自然图腾

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转变，为我们厘清古蜀宗教发展脉络。梁娟《从古蜀神话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2012) 
[8]同意郑红利金杖的断代，进一步认为鸟崇拜观念在古蜀人心中经过了从图腾亲属、图腾祖先、图腾神

观念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相互交替、相互融合。勾勒出了古蜀鸟崇拜的发展轨迹，也为探讨鸟饰的演变

历史提供了依据。王凯《古蜀的鸟崇拜与演进轨迹》(2015) [9]分析古蜀鸟崇拜的起源、发展和内化的演

进轨迹，但是对其主要特点原始信仰、神权统治和世俗化的论述不够充分，较为疏浅。张伦《古蜀鸟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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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研究》(2019) [10]纲举目张，阐明古蜀鸟图腾与鸟崇拜的族群文化整合与族际文化交流双重功能。田剑

波在《试论商时期长江中上游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方式——从三星堆出土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说起》

(2021) [11]将三星堆鸟饰与长江中上游秦岭等地的相似性，证明南方与关陕地区交往的文化证据，这为我

们研究古代蜀国和中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途径。 
在考古学视野下，学术界对古蜀考古的鸟饰图像研究普遍带有一种“史学”的倾向，想要一一找到

每个形象的对应外在事物，但是很少结合古蜀语境探析鸟饰图像隐喻结构，以对其作出整体阐释。由于

古蜀没有文字，所以学者在论证时，基本以《山海经》《淮南子》《华阳国志》等作为佐证材料，较为系

统地探讨古蜀历史以及鸟饰反映出来的宗教观。鸟饰的年代、性质、工艺、演进轨迹是学者们进行考察

的重心，虽研究方向较为集中，但又不是简单地延续浅层的描述性研究，而呈现出发散的态势。伏元杰

在《崇鸟敬日：古蜀先民的文化特征》(2004) [6]还只是简单论述古蜀先民的起源始祖，但苏宁《鸟图腾

与巴蜀族徽》(2005) [7]不仅厘清鸟崇拜的演进轨迹，还分析不同鸟造型所代表的深刻含义。近年来，学

者更是选取前沿的文学理论，如人类学、图像学等，拓宽对鸟饰的理论研究视野。 

3. 从美学视野研究三星堆鸟饰 

三星堆青铜器作为古蜀历史的见证，凝聚了先民的智慧与审美意识，鸟饰更是古蜀人审美理想的集

中体现，20 世纪以来，学者以三星堆考古资料为基础，开始探析鸟饰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李社教《论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人鸟组合图式》(2006) [12]对三星堆人鸟组合模式进行初步分

类，并认为三星堆人鸟组合图式最重要的特点是对人性的张扬。注意到了神权、王权下的人，引起学界

注意人的存在，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唐晓梅《三星堆小型青铜树之人鸟神化艺术新探》[13] (2012)指出鸟

图腾显示古蜀人的主体意识与宗教观念的演化，但是文章对人的主体意识论述较为粗略。张鸶鸶、卓月

如《三星堆鸟形器物的造型艺术研究》(2020) [14]认为立体鸟饰整体根据鸟的形态修饰，平面鸟纹体现对

称、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但仅仅根据鸟饰表征作简单罗列式表述，缺乏内涵探析，较为疏浅。江寿

国、吕卓彦《三星堆青铜羽人造型的文化意象》(2021) [15]条分缕析，探析羽人形象成因及其演变、羽人

文化意象，而后通过与殷商鸟饰的对比，凸显三星堆特有的地域美学特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杨彩虹

《三星堆文化中鸟图像的解读与流变》(2022) [16]深入浅出，阐明鸟图像“按实肖像、凭虚构像”的特征，

并将鸟图像与古蜀人的文化和精神结合阐述，比较全面深入。高于钦、胡昕卓、沙莎《青铜鸟艺术特征

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应用》(2023) [17]具有前瞻性，把鸟饰造型刚柔并济，风格神秘肃穆的特征用于现代

服装设计，转型为现代工艺品，为跨学科研究拓展了思路。曹逸心《神性与幻象：三星堆鸟图腾的文化

内涵》(2023) [18]中提出三星堆鸟图腾的神秘性、象征性和群体图腾之美，认为鸟饰夸张、神秘的艺术形

态，是古蜀人精神显化而成的神形。但是其论述重点是三星堆的神权文化，而忽视了在神权统治下的人

性之张扬。 
三星堆出土的艺术文物均蕴含着古蜀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质，鸟饰造型艺术更是如此。美学视

野下的三星堆鸟饰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对鸟饰艺术形态、审美意蕴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讨，并进

一步对审美形态及审美感受进行了描述和阐发。三星堆鸟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蜀先民生命意

识和审美意识的体现，但现有的研究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简单归纳，多维度的实证与理论融合的研究还

比较匮乏。 

4. 从比较视野研究三星堆鸟饰 

学者对三星堆鸟饰的研究已经不仅限于对鸟饰本身造型及含义的研究，而是在逐渐扩大其外围，涉

及将三星堆鸟饰与周边鸟饰比较，主要集中与金沙、殷商、东夷鸟比较，通过比较追溯古蜀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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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军《从三星堆青铜神树到金沙太阳神鸟》(2006) [19]、《从“太阳神鸟”看金沙文化对三星堆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2006) [20]系列论文比较全面且深入梳理了三星堆与金沙一脉相承的关系。李社教《论

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人鸟组合图式》(2006) [12]提纲挈领，认为“天人合一”与“神人交通”的文化

大背景下，殷商时期以“玉”、三星堆以“青铜”铸人鸟图式，体现出文化主体意识的不同，即前者更

注重“天”“神”层面，而后者则注重“人”层面，可谓精当。邵学海《关于羽人缘起、信仰及传播诸

问题》(2008) [21]根据大型青铜神树上的十只金乌，推断小型神树上的鸟人也有十只，认为神树就是扶桑，

据此推断出在鸟崇拜问题上，三星堆文化和东夷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王凯《古蜀的鸟

崇拜及其与东夷鸟崇拜之比较》(2017) [22]、许莉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探讨——以

鸟图像为线索》(2020) [23]、江寿国、吕卓彦《三星堆青铜羽人造型的文化意象》(2021) [15]、沈惟一《图

腾融合：三星堆顶尊倒立鸟人像原型探究》(2024) [24]以鸟图腾作为共性，用图像学方法，推断三星堆文

化与中原文化密切关系，也看到由于地域、历史和宗教等因素的不同，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孙华、黎婉

欣《中国上古太阳鸟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从古蜀文化太阳崇拜相关文物说起》(2022) [25]认为古蜀的太

阳神崇拜是独立发展的传统，并进一步将其与古埃及、西亚、欧亚草原和古印度文明比较。但同时也表

明，三星堆鸟文化源于长江流域悠久的史前文明，又从黄河流域汲取了相应的文化因子，并在四川盆地

形成了系统的传承，对三星堆鸟文化的本土起源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内学者除了将三星堆鸟饰与中原等地鸟饰进行比较溯源，还逐步开始结合人类学、体育学等理论，

拓宽视野，探讨鸟饰造型。最早开始将三星堆鸟饰与国外进行比较的是苏宁在《鸟脚人像与维纳斯》(1999) 
[26]中从外形、起源及年代将鸟脚人像与西方的维纳斯比较，并认为三星堆鸟脚人像是人鸟同一，这与维

纳斯不同。他已经注意到鸟在三星堆中的独特地位，但对鸟脚人像分析主要是赏析性的。李新伟《三星

堆铜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和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2022) [27]结合三星堆文化和中美古老文明浓重的萨满宗

教氛围，推测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可能就是一种类似于“柔术”的真正宗教礼仪的艺术表达。认为其鸟足

似鱼形，可能是对鱼鸟转生主题的表现，与白剑鲲鹏之变不谋而合，三星堆人鸟组合所表现的主题，还

有探讨的空间。 
上述研究成果承接了考古学和美学的研究方法，更广阔更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打开了三星堆鸟饰

文化的研究视野，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可见出，比较视野下的三星堆鸟饰文化研究，

大多是通过鸟饰印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但是在多元一体中探讨三星堆鸟饰的独特区域审美价值的成

果较为缺失，且将三星堆鸟饰文化与人类学知识结合，从而探讨鸟饰造型与功能也还有深入的空间。 

5. 结语 

纵观 20 世纪以来学者对三星堆鸟饰所做研究可发现，学界对三星堆鸟饰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与对鸟饰的形制、分期断代、源流等方面的研究相比，鸟饰造型艺术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但总

体呈现出在继承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的特点。初始阶段只有很少学者注意到鸟饰在三星

堆中的重要地位，仅有苏宁将鸟脚人像与西方维纳斯做了一个比较，且主要是赏析性的，较为粗糙。进

入 21 世纪后，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拓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取

得成就的同时，当前的研究内容也存在一些缺失。目前对鸟饰研究多与考古学及周边文化比较研究联系

密切，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对鸟饰内涵挖掘还不够深入。目前，学界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跨学

科研究可促进鸟饰文化研究由表层的美学描述向深层的审美观念意识拓展，如符号人类学，其将各种具

体文化事象看作特有的符号体系，深描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从而对其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层次解读，鸟

饰符号及其意义生成是社群和语境互动的产物，从鸟饰所表现的外在形式与内容为切入点，借助符号人

类学，重返三星堆文化生境，探讨三星堆鸟饰之形成与古蜀先民族群之形成、发展、迁融之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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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证相融合，更有助于阐明鸟饰特有的审美特征。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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