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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德阳广汉市西北，静静流淌的

鸭子河畔，闭馆一个多月的三星堆博物馆开

门迎客。

早上不到 8 点，三星堆博物馆入口处的

广场上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游客。湛蓝的

天空下，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玻璃幕

墙汇成的“古蜀之眼”格外明亮。

1986 年和 2020 年，三星堆遗址连续启

动两次共 8 座祭祀坑的发掘，出土文物近两

万件。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的古蜀

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

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

新馆内，人们在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

及新出土的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等

文物前久久驻足，领略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创

造的灿烂文明，见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成果，感受中华

文明的多元一体和源远流长。

近 600 件文物首次亮

相，包括新出土文物300余件

站在广场一角，就能尽览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的全貌——流畅蜿蜒的石材墙面、超大

透亮的青铜眼、倾斜而下的种植屋面……登

高俯瞰，新馆由 3 个起伏相连、相互堆叠的弧

形建筑构成，“堆列三星”，再现古城墙“三星

伴月”。玻璃幕墙和青铜遮阳板组合而成的

外立面与天然花岗石堆砌而成的堆体，形成

了三星堆标志性的“古蜀之眼”。

与老馆相比，新馆面积更大，展陈面积

达 2.2 万平方米，展出各类文物共 1500 余件

（套），其中有近 600 件文物为首次与观众见

面，包括新出土文物 300 余件。

首次对外披露的青铜神坛组合，由八号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和上有 13 个小型青

铜人像的镂空基台、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

顶坛人像和青铜持鸟立人像、七号祭祀坑出

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二号祭祀坑出

土的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等部分拼合

而成，造型繁复，内涵丰富，反映了古蜀的祭

祀活动场景。

新馆布展分为“世纪逐梦”“巍然王都”

“天地人神”三大部分，展览形式设计新颖，

强化文物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完整的 1 号青铜神树和 2 号青铜神树的

“零件”在同一空间陈列，令古代铸造工艺一

目了然；月亮湾古城墙剖面的巨幅展示，再

现三星堆古老神秘文化；通过裸眼 3D 技术

还原的考古方舱，让参观者得以沉浸式体验

文物出土的精彩瞬间。

金面惊艳，青铜呈奇，一件件三星堆文

物沉淀和讲述着中华文明早期的瑰丽与神

奇、多元与创新。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

蓉介绍，除了展品上新，新馆还重构了展览

内容，精心梳理了三星堆考古成果，站在中

华文明起源发展的高度，深度解读三星堆的

重要意义。

体 现 多 学 科 研 究 成

果，观众可近距离观察文

物修复过程

凸眼巨耳的青铜纵目面具、通高 2 米多

的青铜大立人像、近 4 米高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被认为是古蜀先民

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艺的完美结合。

从丝绸痕迹的发现到祭祀坑形成年代

的确定，从植物考古发现水稻到动物考古追

寻象牙来源，近年来三星堆多学科研究的成

果在展览中都有体现。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的一大亮

点，就是多学科尤其是现代科技手段的参

与，这在实验室考古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在

这一轮考古中，便携式 X 射线荧光、扫描电

镜、全球定位仪测量器等高科技大量运用，

形成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

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新模式，是我国考古发

掘现场科学保护的范例。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室主任、陈列保

管部副部长郭汉中的工位上，摆放着不久前

八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青铜神坛底座，旁边

是若干残断的神坛部件和修复工具，另一侧

的桌子上则是等比例的青铜神坛“研究性复

原”3D 打印模型。

郭汉中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近 40 年，参与

修复文物 6000 余件，尤其是参与了三星堆遗

址一、二号祭祀坑的文物修复。

2021 年，随着三星堆遗址 6 个新的祭祀

坑启动发掘，郭汉中再次忙碌起来。如今的

文物修复方法多样，例如 X 光探伤、CT、金

相分析等，令修复工作如虎添翼。

在郭汉中看来，文物修复急不得，不能

一味“跟时间赛跑”，“这一轮考古发掘出土

了上万件文物，现在还在清理和拼对阶段。”

郭汉中说，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

复 馆 ，观 众 可 以 近 距 离 观 察 文 物 修 复 的

过程。

运用智能建造技术和

设备，博物馆“更聪明”

“新出土文物、新研究成果、新陈列方

式，新馆采用科技和艺术手段展现数千年前

的三星堆文明，全面提升了参观体验。”这是

考古爱好者王先生第三次来三星堆博物馆，

前两次去的都是老馆，此次他特意带儿子来

新馆参观。

从 2022 年 3 月开工到 2023 年 7 月投用，

400 余天的时间里，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这座

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

筑从无到有，用快速度、高品质、新技术，筑

就了世界级大型博物馆建设的新典范。

“三星堆博物馆展陈文物种类繁多。针

对象牙、玉石、青铜器、金器等不同库区文物

各不相同的温度、湿度及空气洁净度要求，

安装运用了恒温恒湿系统、吸气式感烟火灾

探测系统等一大批智能建造技术和设备。”

负责建设的中建八局项目经理李文博说，新

馆设计不只要让观众看得开心，也要让文物

“入住安心”。

不只硬件给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还在

文物保藏、展陈等方面深度融入数字化、智

能化技术，建设智慧博物馆，打造复合型文

创空间，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生动、便利的

观展体验。

为保证三星堆新出土重器能在新馆陈

列中与观众见面，以及下一步文物保护和研

究工作顺利开展，新馆采用了数字化修复演

示的新展陈方式。

根 据 修 复 专 家 和 AI 算 法 对 文 物 的 拼

对，数字化修复演示利用多媒体演绎，实现

相关重器 1∶1 真实拼合修复全貌以及细节解

读的动画展示。这种全新的展陈方式，将 AI
技术、3D 打印用于文物修复和展陈，兼顾文

物保护需求与陈列展示效果。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依托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搭建了包含综合管理平台、智慧导览系

统、智慧讲解系统、票务系统、藏品管理系

统、学术资源管理系统、文物在线监测、门户

及公共服务资源等在内的智慧博物馆系统，

让博物馆更“聪明”。

“一定要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不负广

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厚爱。”三星堆博物馆馆

长雷雨说，博物馆将以最珍贵的文物、最先

进的研究成果、最具特色的体验方式，向来

自全世界的观众展示最美的三星堆。

图①：青铜鸟足神像。

图②：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图③：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

谢 勇摄（影像中国）

图④：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中的沉浸式考

古方舱场景，展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

现场。

图⑤：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的陶高领

瓮（后）和陶镂孔圈足盘。

图①②④⑤均为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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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万平方米的
展陈面积、近 600 件
首次展出的文物……
日前，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在四川广汉市落
成使用，向观众展示
最新出土文物、研究
成果和科技手段，让
人们领略辉煌灿烂的
古蜀文明，感受中华
文明的多元一体和源
远流长。

核心阅读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和朋友一起参加一场音乐节，在户外释放热情、挥洒青

春，成为许多年轻人这个夏天的“标配”。据统计，仅今年 5
月，全国就举办了超过 70 场音乐节。

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喜欢音乐节？有人是因为一段深入人

心的旋律，有人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乐队和歌手……除了可以

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提起音乐节，社交网络上还有一个更高

频的词：氛围感。户外音乐节带来的是一种热烈奔放、轻松惬

意的氛围。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忙碌，大声歌唱、尽情舞

蹈，释放压力、享受青春，结识新的朋友。

音乐节不仅能点燃乐迷的热情，还带动了地方的文旅消

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音乐节

和演唱会项目带动演出票房之外的交通、食宿等综合消费规

模超过 12 亿元。近年来，举办音乐节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纳

入规划。2019 年，四川成都发布《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2020 年，山东在《山东省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中，明确提出将音乐

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不难发现，音乐

节已成为不少地方拉动文旅经济的抓手之一。

随着音乐节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也有许多问题亟须完

善。主办方缺乏规划，现场混乱，硬件设施简陋；票价飙升，

“黄牛”泛滥；同质化严重，缺乏地方特色……种种问题令人担

忧，一些趁着市场热潮匆忙入场的音乐节，短时间内聚拢的人

气也极易散去。数据显示，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我国音乐

节第二年存活率分别为 39.3%、48.7%、41.2%，3 年均存活率仅

为 15%。

音乐节要想延续热度，还需要更有力的“助燃剂”。破解

音乐节品牌难以延续的难题，首先要提高主办方的专业度，摒

弃急功近利的思维，认真设计文化产品，增强品牌特色。例

如，敦煌大漠音乐节就将敦煌曲子戏、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音乐节结合，打造地方特色鲜明的音乐节品牌；上海音乐学

院国际数字音乐节融合音乐艺术、元宇宙元素、数字技术，同

样成功“破圈”。除此之外，音乐节的质量不仅在于演出者和

主办方，更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以“迷笛”音乐节为例，据统

计，音乐节落地山东滨州时，当地组织了近 100 人的专项筹备

小组全程 24 小时盯靠现场，强有力的保障赢得好评。

音乐节要从“网红”变“长红”，归根结底靠的是用心二

字。用心思考音乐节的特色，用心安排音乐节的各项流程，用

心保障参与观众的需求。以心换心，做好用户体验，音乐节自

然会赢得广大乐迷的心。

“网红”音乐节
用心方能“长红”

李 娜

■新语R

本报北京 8月 3日电 （记者冯华、李红梅）记者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8 月 3 日 11 时 47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06 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将接替

风云三号 C 星，探测数据主要用于天气预报、大气化学和气候

变化监测业务及研究。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是我国第二代低轨气象卫星，能够获

取全球、全天候、三维、定量、多光谱的大气、地表和海表特性

参数。风云三号 06 星配置的 10 台遥感仪器采用先进的定量

遥感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探测数据的精度。风云三号 06 星在

全球成像和大气垂直探测业务观测的基础上，侧重地球表面

成像观测，能够获取全球臭氧分布，监测全球冰雪覆盖、海面

温度、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提供短期气候预测、气候变化预估

所需的遥感信息，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气象防灾减灾

综合能力。风云三号 06 星将与在轨的风云三号其他卫星组

网观测，实现全天候的气象监测，有效提高天气预报的精度和

时效。

国家航天局负责风云三号 06 星工程组织管理、重大事项

组织协调，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负责卫星工程大

总体工作。中国气象局为用户部门，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负责地面应用系统建设和运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负责卫星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抓总研制，中国卫星发射测

控系统部负责发射场系统和测控系统组织实施。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81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 06星

本报天津 8月 3日电 （记者李家鼎）2 日，天津市正式启

动第四届“海河英才”创新创业大赛。大赛以“智汇津门 创

领未来”为主题，分为 4 个阶段，共安排劳务品牌专项赛、博士

后创新创业赛、海外人才创业赛、人力资源服务赛等 4 项子赛

事。其中，人力资源服务赛为首次举办。大赛共设置奖项

120 余个，包括现场奖金、落地奖金、推荐渠道奖励等多种支

持，赛事总奖金达 300 余万元。

天津市人社局会同主办、协办等单位，提供了匹配奖励、

落地奖金、渠道奖励、人才项目等 10 项政策支持，助力好项目

快速落地。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团队成员可申请相应级别

“海河英才”卡及“滨城人才服务证”，在居留、职称评审、社会

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

天津启动“海河英才”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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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 8月 3日电 （记者杨明方）大美新疆，魅力

非遗。3 日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新疆篇》开机启拍。

据介绍，《非遗里的中国·新疆篇》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

艺术、玛纳斯、麦西热甫、坎儿井开凿技艺、锡伯族弓箭制作技

艺、馕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为主线，聚焦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的

天山南北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曲尽其妙地展现新疆的丰厚宝

藏、坚实传承和美好未来。

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在乌鲁木齐揭牌运

行 。 活 动 现 场 还 举 行 了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援 疆 设 备 交 接

仪式。

《非遗里的中国·新疆篇》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