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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

星堆遗址，一直被视作中华文明长河

中一颗闪耀的星。

20 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

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

与研究成果。围绕本次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意义、考

古发掘工作的亮点，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宋新潮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6座“祭祀坑”发现罕见文物

问：本次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亮点

和成果有哪些？对于我国考古工作

的开展有何重要意义？

答：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十

三五”期间，四川省持续开展三星堆

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经过多年持续努

力 ，考 古 工 作 者 于 2019 年 11 月 至

2020 年 5 月新发现 6 座三星堆文化的

“祭祀坑”，其中发现的青铜方尊、大

型青铜面具以及雕刻有菱形纹饰的

象牙小饰品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新发

现。具体来说，这次新发现有以下几

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

堆文化的认识。1986 年，三星堆遗址

发现 1、2 号“祭祀坑”。30 多年间，学

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

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此

次三星堆遗址在同一区域的考古新

发现，更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

内涵，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三星

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

得更大进展。

第二，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

平 原 与 其 周 边 地 区 文 化 关 系 的 认

知。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

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

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

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1986 年以来，

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

南、甘肃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把这次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

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

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

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

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

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

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如

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是同

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特别是伴随碳 14 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

结合此次考古发掘，我们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对每座“祭祀坑”

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对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

定，这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多学科、开放性考古工作新模式

问：本次考古工作是多学科聚力的成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

况和成效？

答：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

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

古技术的新进步。

2020 年 9 月，四川省文物局便组织召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与研究咨询会，确保新发现“祭祀坑”及周边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

技术保护和多学科合作课题的顺利开展，系统把握三星堆“祭祀区”

的形成过程、区域范围和空间格局。

这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

系统，配置了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等，为考古信息采集、文

物安全防护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为此次考古发掘

搭建了信息平台，对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数据、影像资料、环境监控数

据等进行全面记录和科学管理。

这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在国家文物局协调支持下，四川

省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形成考古、保护与研

究联合团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

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这种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展现了考古项目组织的新模式，实

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

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把三星堆遗址建设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

问：下一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

答：今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

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协调支持考

古研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

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建设好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9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

川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我们将依托此

次考古发掘成果，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出土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工作，发挥文化

遗产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此外，为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向人

民群众讲好文物故事，我们还会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

品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让三星堆文化所

承载的重要意义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

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于中华文明

版图西南部。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

璧、金箔、象牙……20 日，“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通报了四川

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

果。新发现的 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

前已出土 500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 1986

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

新发现“再惊天下”。

3.5平方米的“祭祀坑”一片
金光闪闪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的

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后

来考古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说的 3 个相

连的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一户

村民在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了一大堆玉

石 ，随 后 流 入 坊 间 ，“ 广 汉 玉 器 ”名 噪 一

时。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 1、2 号

“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 1700 余件。青铜

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

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

们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

此次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位于 1、2

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 8 个“祭

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专门

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

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祭祀坑”的

情况，可以想见约 3000 年前的祭祀场面该

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 3.5平方米的 5号“祭祀坑”一片

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

件金器和 60 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

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

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

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

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

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

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雷雨说。

在 3 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铺

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

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

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 6 号

“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 1.5 米、

宽约 0.4 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它是做什么

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员对

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

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去破解。但是，就目前的阶段性

成果而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高度发达的

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

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富和

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黑科技”与“豪华阵容”助
力考古大发现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

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

现场，回首当年亲历 1、2号“祭祀坑”发掘的

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

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

砖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

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

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

“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

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

“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

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

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

设备一应俱全。

提 升 装 备 的 科 技 含 量 并 不 是 为 了

“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

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

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

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

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

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

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

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

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

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 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

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

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

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

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

“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

烧最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

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

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

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

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

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

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

雾之中。三星堆，自 1986 年“一醒惊天下”

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

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

外星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

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

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

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

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

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

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

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

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

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

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

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

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

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

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

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

出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

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他们从黄

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

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

他们因何消亡？

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

什么美食？

……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

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

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

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

“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

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

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

度，决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值。我

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整理、修

复以及实验室工作，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

料进一步地消化和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

每一天，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

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

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

首以待。

（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

金面具、青铜人像、大量象牙……

三星堆新发现“再惊天下”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施雨岑 童芳 王鹏

这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5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的金面具（3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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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掀起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及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中国工运史及西藏工

运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热潮，深入推进巡视整改

工作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

体现到实际工作中。

3 月 19 日，林芝市市级领导前往西藏农牧学

院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

片展览，追寻革命先辈的历史足迹，接受守初心、

担使命精神洗礼。一组组图片，生动还原了中国

共产党创建前后的历史，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展览室内同时展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

革命先烈事迹等，大家驻足观看，深切缅怀为革

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这是让全

体党员干部从党的历史出发守初心、担使命的重

要方式。今天这次党史学习教育集体参观，给我

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初心使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

量。”林芝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喻昌表

示。

不 仅 在 机 关 ，在 农 牧 区 、企 业 学 校 …… 雪

域大地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着。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组织班子成员和区直相

关部门，分别深入基层村居，和村居干部、老百姓

坐在一起唠家常，掌握群众在就医、就学、就业、

出行、危旧房屋改造等方面的糟心事、烦心事，掌

握村（居）在土地流转、村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

境整治、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不和谐、不稳定

风险因素和矛盾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有

关部门认真落实责任，耐心细致解答，依法依规、

分级分类进行回应或解决。据统计，近期面对面

接待群众近 20 批次、200 余人次，现场解决问题

10余件。

3 月 17 日，林芝市巴宜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平台，联合巴宜

区工会、团委、妇联、林芝镇志愿者深入林芝镇卡

斯木村开展春耕春播活动。

一台台插着五星红旗、系着洁白哈达的农

耕车一字排开，农牧民群众身着盛装，把预示丰

收的青稞种子撒向空中，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随后，农牧民群众和志愿者们聚

集在一起，尽情载歌载舞，把仪式氛围推向高

潮。紧接着，巴宜区委宣传部党史宣讲员围绕

党史内容进行宣讲，教育引导大家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宣讲结束后，农

牧民群众和志愿者们一起开耕、播种，勾勒出一

幅生机盎然的“春耕图”。

农牧民党员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

不仅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增进了感情，还让

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党史，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当日是春分，贵

州 省 丹 寨 万 达 小 镇

的 苗 族 同 胞 跳 起 芦

笙 舞 、举 行 斗 牛 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迎接春分。

这是 3 月 20 日，

苗 族 同 胞 在 丹 寨 万

达 小 镇 内 唱 苗 族 祝

酒歌。

新 华 社 记 者 欧

东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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