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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西 南 前 行。 来 到 滇 池 后，

庄 蹻 发 现 这 里 土 壤 肥 沃、 水

草 丰 美， 就 想 回 楚 国 报 告 情

况。 但 此 时 巴 与 黔 地 区 已 被

秦 军 占 领， 断 了 退 路， 他 不

得 不 留 在 滇 池 地 区， 与 当 地

民 族 融 合， 建 立 了 滇 国， 史

称“ 庄 蹻 入 滇”。 这 就 是 距

今 2000 多年的“滇国”的来由。

滇国疆域并不广阔，大致

包括今天的昆明市和东川区全

部，曲靖与玉溪地区大部分，

昭通及红河、文山部分地区。

滇国大约存在了 500 年，但由

于滇国没有文字，它的出现和

消亡成了谜。据资料记载，古

滇国有发达的青铜文化，考古

学家先后在昆明、晋宁、呈贡、

江川等 20 多个县（市、区）

的 40 多个地点发现万余件青

铜器。

汉武帝时期，汉朝使者买

布帛时途经滇国，受到滇王款

待。使者回到京城后告诉汉武

帝，滇是大国，值得让其归附

汉朝。后来，南越造反，汉武

帝出兵平定并杀死各南夷国王，

将南夷诸国设为郡，汉朝使者

劝说滇王主动朝见汉武帝，但

滇王不听。

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出

兵征讨滇国，滇王自知实力不

足，举国投降，于是汉朝把滇

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

印，让他继续统治当地百姓。

1956 年，晋宁石寨山古墓出

土的蟠龙钮黄金“滇王之印”

印证了这段历史。

而汉武帝统管滇国后，如

何管理滇国？滇国附汉后的政

权模式、职官制度是怎样的？

相关史料并未明确记载。而“滇

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填补了

这段历史空白。

   

 揭开封泥之谜

“滇国相印”封泥到底是

怎 么 回 事？ 为 何 汉 武 帝 在 赐

给 滇 王 王 印 后， 还 会 有“ 滇

国相印”？

拿到封泥后，蒋志龙带领

团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利用

科技手段等，对“滇国相印”

封泥的材质、年代、作用、意

义等进行了考证。

封泥，是一种保密措施。

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在竹简

上书写，为防止传递的书信被

私拆，故在绳结开启处用泥封

住，加盖印章。也就是说，封

泥是使用印章的遗迹，“滇国

相印”封泥的出现，直接印证

了“滇国相印”本体的存在。

“滇国相印”封泥与同期

出土的其他封泥一起证明，汉

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

之印”的同时，设立了滇相。

滇相由中央任命，派驻滇国，

下设派出机构，对滇国进行有

效的行政管辖，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和职官制

度。可见，早在 2000 多年前，

滇中地区就已纳入中原王朝的

行政管理体系。

在对“滇国相印”封泥的

年代进行考证时，还出现了一

个插曲：蒋志龙团队曾对“滇

国相印”封泥年代出现过分歧，

有人认为是西汉时期，有人认

为是东汉时期，因为根据现有

文献资料无法确定设置滇相的

具体时间。对此，蒋志龙团队

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再根据同

期出土物品佐证，对两种说法

一再进行推敲考证，最终确认

“滇国相印”封泥的年代为西汉。

虽然“滇国相印”封泥所

用材质是普通 泥 土， 但 由 于

当 时 经 过 特 殊 技 术 处 理， 所

以历经 2000 多年依然完好如

初。 目 前，“ 滇 国 相 印” 封

泥保存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

如 今， 对“ 滇 国 相 印”

封泥的考证工作已告一段落，

但对“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

地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还未

结束。河泊所遗址已被纳入石

寨山古墓群一体化研究，国家

文物局还将石寨山古墓群列入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

专项规划》。

古滇国真正面貌还未完全

显露，现有的滇国文献资料和

考古发现只是冰山一角，更多

的 滇 国 故 事， 还 有 待 通 过 考

古专家对出土文物的考证不

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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