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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新 馆 开 馆 。

神秘的黄金面具、外形奇特的龟背形网格

状器、造型繁复的青铜鸟足神像……不久

前还在泥土中半隐半现的三星堆“重器”惊

艳亮相，体量之巨大、结构之复杂、造型之

奇异，令人叹为观止。

1986 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曾经

“一 醒 惊 天 下 ”。 时 隔 30 多 年 ，从 2020 年

起，三星堆遗址启动新发现的 6 座“祭祀坑”

发掘工作，新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

等各类文物 1.5 万余件，再次轰动世界。

在三星堆考古一线，90后挑大梁。据介

绍，本次三星堆考古祭祀区的发掘有近 200
人参与，其中 150 余人是 90 后，分布在各个

岗位上。他们一边从考古前辈那里传承老

技艺，一边熟练运用新科技，在考古一线成

长成才，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发扬者。

发掘：
不漏掉任何历史细节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客如潮。在一座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展品前，游客们纷纷驻

足观看。人像夸张的造型、奇特的纹饰，将

人们的思绪带回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谈起这座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 90 后考

古队员许丹阳如同在谈论一位老朋友。出

土于 4 号“祭祀坑”的这座青铜人像，正是经

他之手发掘出来的。

作为负责 4 号坑现场发掘清理工作的

“坑长”，许丹阳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泡在这个

约 8 平方米的坑里，这里的每个犄角旮旯都

是他和同事们拿着小铲一点点挖出来的。

“考古发掘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挖宝’，

而是在‘挖土’。”许丹阳说，土层蕴含着丰

富的信息，是推断遗迹形成年代、过程等的

重要依据，“每一寸土都要仔细筛查，不漏

掉任何历史细节”。

为了尽可能还原“祭祀坑”的形成过程，

在刚发掘时，4 号坑被划成一个个 30× 30 厘

米的小方格，大家数着格子，趴在地上清理

了一个星期，才挖了 10 厘米深。清理了两

个月，大家发现了不一样的土：灰烬。“灰烬

代表可能存在燎祭现象，灰烬本身也可能含

有文物残渣信息。”许丹阳说，在清理过程

中，土壤环境、地质等各领域的专家也被邀

请来参与“会诊”，甚至请来了消防队的救火

专家，从火灾现场的角度研判灰烬是在坑内

燃烧的还是坑外燃烧再倒进来的。这个过

程，让他收获了很多跨学科的知识。

“在发掘现场，再普通的土块都会被装

袋、编号，放进被大家称作‘未来空间’的仓库

里保存好。”许丹阳说，这些小小的土块可能

包裹着历史的真相，等着人们一层层剥开。

当然，发掘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

于文物出土的时刻。到现在，许丹阳还记

得自己亲手发掘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时的激

动心情。“刚开始，人像被象牙等其他器物

叠压，但从缝隙中透露的一抹铜绿判断出

这是一件青铜器。”许丹阳说，由于刚出土

时器物布满铜锈，加之器物盘发冲天的造

型如同鸟类翅膀，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件

青铜人像，还以为是一个鸟形器。

但随着清理的继续，许丹阳突然发觉露

出的部位有点像人的鼻尖，紧接着，眼睛也露

出来了，顺着人体的特征清理，又看到了耳

朵、下巴。直到全部清理干净，许丹阳才发现

这次出土的青铜人像与以往大为不同：脸部

较为写实，人像上交错 V 形纹、羽冠纹、燕尾

纹，这是之前没见过的新器物。“非常激动，有

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许丹阳说。

在三星堆，也不是所有的考古人都有

运气赶上“祭祀坑”发掘这样的大事件。同

为 90 后的考古队员李慧清来到三星堆时，

“祭祀坑”的田野发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她参与的第一个发掘工作是在不远处的月

亮湾寻找古蜀人的生产生活遗迹。

在李慧清看来，与发掘万众瞩目的“祭

祀坑”相比，月亮湾的工作节奏才是大部分

考古人的常态：打点、布方、挖土层、画图、写

工作日志……田间地头的工作按部就班，但

也不乏快乐。有一次，她发掘出一件“鸟头

把勺”陶制品，虽然与“祭祀坑”的“重器”相

比算不上什么，但亲手挖出的这件“奇奇怪

怪、可可爱爱”的器物同样让她开心了好久。

“三星堆要发掘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果

继续做下去的话，这辈子可能都做不完。”

许丹阳说，目前，三星堆还有很多谜底没有

揭开，仍需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作

为一名一线的年轻考古人，自己“既期待，

又满怀信心”。

保护：
感受科技考古的魅力

与以往大多采用的“先发掘、后保护”

的考古发掘方式不同，这次三星堆“祭祀

坑”考古发掘的一大特点是将文物保护工

作前置，一边发掘一边保护。

“文物还未‘出土’，保护就已经开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 90 后文

保工作者肖庆说，为了在考古中同步保护文

物，这次三星堆考古首创了探方工作舱，舱

内配备了小型变频环境控制系统、高压微雾

加湿系统等功能各异的科技设施，以便控制

发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发掘现场还

安置了一排充满科技元素的文保工作“小

屋”，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

保护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等，出土文

物可在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研究。

土壤环境对文物保存状况影响很大。

每发掘 10 厘米，肖庆和同事们就要做一次

扫描和土壤样品等的提取，现场检测土壤

的密度、酸碱度、含水度等参数，为后续进

行文物提取和保护做决策依据。

最难的是对出土象牙的抢救性保护。

“这时不能慢工出细活，必须和时间赛跑。”

肖庆说。

古蜀人祭天敬神，象牙是最珍贵的祭品

之一。经过数千年湿润环境下的掩埋，象牙

内充满水分，虽然外表看还是一整根，但却

像饼干一样酥软，很容易碎掉。象牙之间以

及与周围的青铜器等文物往往犬牙交错地

挤压在一起，提取和保护难度非常大。

“有的象牙叠压粘连在一起，提取最为困

难。”肖庆说，首先要用铁丝带着棉线、纱布从

缝隙穿过去，找好固定受力点；然后再为象牙

裹上一层保鲜膜，“一面锁住象牙里的水分防

止酥化，一面隔绝外界污染”；再将过水的高

分子绷带一层一层小心缠绕到象牙上，等高

分子绷带变硬固化，再将之前穿过象牙的纱

布、棉线紧紧绑在高分子绷带上，如此，就能

完好无损地将象牙提取出来了。

“第一次取出一根完整的象牙时，感觉就

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又激动又欣喜。”

肖庆说，6 个“祭祀坑”一共发掘出的象牙达

700 多根，最长的接近 1.5 米，没有一根损毁。

这次象牙提取和保护不仅运用了传统手法，

也首次采用了高分子绷带等新技术，在他看

来，是一次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如果说整根象牙提取考验的是细心，

那么象牙碎片的提取考验的则是耐心。在

参与 5 号坑发掘时，肖庆的同事、同为 90 后

文保工作者的李思凡发现，与其他“祭祀

坑”不同，这个只有约 3 平方米的小坑里，鲜

有大件器物出土，密密麻麻都是细碎的象

牙雕刻残片、金箔片等。

“这些象牙碎片有的还不到 1 厘米长，

上面却雕刻着精美的云雷纹等纹饰，清理提

取非常困难。”李思凡说，“必须先用细毛刷

将残片上的泥土打湿，再用自制的细竹签将

泥土剔掉，精神必须高度集中，不小心手抖

一下，文物就有可能碎掉。当成功提取象牙

碎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那些比头发丝还细

的刻线时，感觉一切努力都值了。”

让李思凡感受颇深的，是科技考古的魅

力。比如运用 3D打印技术，为大质量青铜文

物穿上硅胶膜制作的“软猬甲”，让其在出土

提取时免受损害；同位素追踪溯源技术，为文

物来源研究打开更广阔的视野……“高科技

大量运用，让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保

护深度融合，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和创新的

力量。”李思凡说。

修复：
让文物重焕光彩

在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5 号坑发现

的黄金大面具曾轰动一时。黄金面具的修

复，更是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虽然今年刚 30 岁出头，鲁海子却算得

上是一位金器修复与研究的老手。在来三

星堆之前，鲁海子曾是江口沉银遗址文物

保护修复现场负责人，参与江口出水金器

的矫形等相关工作。 2020 年底，三星堆 4
号坑勘探时发现了黄金残留物，鲁海子便

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通知，来发

掘现场做金器矫形工作。

“文物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开展

修 复 之 前 ，需 要 做 大 量 的 清 理 和 研 究 工

作。”鲁海子说，拿金器来说，在提取之后，

首先要对埋藏环境的泥土和金器上的附着

物进行取样分析，然后再根据文物的受损

状况绘制文物病害图，最后才是清理表面

附着物并进行矫形。

“三星堆的金器受损都很严重，刚出土

时基本无法完全确定原有形状。”鲁海子说，

他还记得，5号坑黄金大面具刚发现时，被泥

土挤压变形成不到两厘米厚的一块，静静地

埋在坑中。在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到来之前，

他连续几天进行相关准备工作，提取金面具

的相关成分进行检测，判断矫形的可行性，

为后期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保障。

从开始矫形到完全展开这张黄金面具，

鲁海子和修复团队的专家们花了大约一周时

间。修复过程也有不少“门道”，比如对褶皱

的处理，“有些褶皱可能是在当初生产加工时

留下的，就不能展平，要尽量从考古学的角度

留存它最原始的信息。”鲁海子说，“看着黄金

面具从一团疙瘩逐渐舒展开，慢慢露出嘴巴、

鼻子、眼睛，文物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心

中的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多角度拍照，记录数据信息；观察文物

表面附着物，视情开展仪器检测；分析病害

情况，采取除锈、缓蚀、整形、拼接、补配等方

法处理……在距祭祀区发掘现场约 1.5 公里

的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青年文物修

复师杨平和同事们正在师父郭汉中的带领

下开展青铜器等文物的清理修复工作。

杨平说，文物修复急不得，修复之前要

进行充足的研究、制定完善的方案，“今天

着急把缺损的部位补上了，谁知道补全的

部分，过几年会不会出土原装货？”杨平举

例，这次从 8 号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

就与 1986 年 2 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鸟脚

人像”实现了拼合，组成了一件相对完整的

文物，前后跨度 30 多年。

在杨平看来，文物修复是一项精细的

手艺活，需要十分耐心，急不得、躁不得。

在三星堆博物馆，他最佩服的就是师父郭

汉中，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近 40 年，曾被授予

“大国工匠”称号，如今仍在一线一丝不苟

地修文物，手把手地教大家手艺。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10 多年，我深切体

会到每一件文物都不可复制、不可替代。对

待文物要有敬畏之心。”杨平说，自己现在最

要紧的是继续苦练技术，将来通过自己的双

手，让三星堆文物以最好的状态焕发新生，

让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更好欣赏古蜀先民

创造的灿烂青铜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

一体和源远流长。

“考古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

‘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老一辈三星堆考古

人的真实写照。”许丹阳说，自己很幸运赶上

了三星堆考古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

到来离不开像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等老一辈

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默默耕耘，是他们凭借

责任、坚守和热爱，克服种种困难，不断探索

未知，才将三星堆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们要向这

些老前辈们学习，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初

心，甘坐冷板凳。”许丹阳说，目前对三星堆

遗址的探索远未结束，自己将致力于三星

堆的考古研究，为探寻中华文明的丰富内

涵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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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

察时，看到企业研发人员都是年轻人，十

分欣慰。总书记说，国家现代化建设为

年轻人提供了广阔舞台，大家正当其时，

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

峰，将来你们一定会为自己对民族复兴

所作的贡献而自豪。

在前不久揭晓的第五届“科学探索

奖”获奖名单里，48 位青年科学家榜上

有名。他们的科研经历，展现了立志高

远、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攻坚克难等优

秀品质之于科研的重要作用，也生动地

诠释着何为“创新的制高点在科技，科

技创新的希望在青年”。

国家所需，青年所向。科技创新的

征程中，年轻人应该向哪里冲锋？破解

锂硫电池应用关键瓶颈的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黄佳琦说，“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需求，让我有信心克服前进路上的千难

万险”；不断突破医学影像分辨率极限的

浙江大学教授吴丹说，“我的成长，和中

国 磁 共 振 成 像 产 业 的 成 长 同 频 共

振”……事实证明，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

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青春才会闪光。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在攀登科技

高峰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

走，甘坐“冷板凳”，是必备的品质。为了

捕获自由电子激光，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王文涛历经了

多年尝试。最后一次相关实验，连续奋

战 10 多个小时后，王文涛提议，再坚持

半小时。正是在这多坚持的半小时里，

王文涛和团队终于看到了孜孜以求的光

亮。科研事业尤其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韧

劲，只有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

攻关高精尖技术，一点一滴拼、踏踏实实

干，才能行稳致远、成就梦想。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

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

之所在。近年来，越来越好的科技创新

氛围，为青年科技人才竞相涌现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空间。前不久，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

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鼓励

青年科技人才跨学科、跨领域组建团队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任

务。这也将激励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担当作为、潜心研究，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奉献青春和智慧。

青春从来系家国，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广大青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增强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不断向更广更深的科

学技术探索，把握历史机遇，发挥聪明才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以青春力量勇攀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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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哞哞哞……”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

河镇格日楚鲁村，清脆悦耳的牛叫声不断传出，只见一座座蓝顶

牛棚蔚为壮观，绿色的饲喂车穿梭于牛棚，牛儿们悠闲自在吃得

甚欢。作为一名“养牛达人”，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着牛

一天天成长。

2007 年大学毕业后，我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一直在外打工，当

过会计、干过销售，但始终有回家创业的梦想。“石哈河镇要打造绿

色肉牛养殖特色小镇……”2017 年，我在新闻中看到家乡发展养

牛产业和吸引本土人才返乡创业的号召，这和我养殖肉牛的想法

不谋而合，我便义无反顾地辞去在城里收入还不错的会计工作，回

到家乡发展肉牛养殖产业，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说干就干，我向镇政府了解情况后，拿出多年积蓄，争取政策

性补贴，建起了占地 960 平方米的牛舍。养殖场虽然建了起来，可

问题接踵而来，让我这个养牛新手措手不及，引进的 72 头西门塔

尔牛刚一落地就有一头牛死亡，其他牛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适

反应。

死亡一头牛就意味着损失近两万元钱，这可不是小事。为

了解燃眉之急，我从外地邀请动物营养师到我的牛舍帮助解决

问题。同时，在饲养过程中，我一边学技术、一边总结实践，通过

几年的摸索，我在饲料配方、肉牛防疫、胚胎移植等方面练就了

一手养牛好技术。

2019 年，通过“村党支部+协会+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我们成立了肉牛养殖协会，建成完善肉牛养殖园区，吸引 144
户农户加入我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集体增收与农民致富，让

越来越多的群众依靠养牛致富。

同时，我也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养牛技术，无偿传授给石哈河镇

周边的肉牛养殖户，帮助他们改良牛种、配方饲料、开拓市场，带领

父老乡亲共同走上致富路。

2021 年 11 月，我有幸被选举为镇肉牛养殖协会会长。一路走

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十分微弱，大家聚力合作才

有长远的发展之路，才能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如今，我创办的肉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从 70 多头牛发展到 460 多头牛，年利润近百万

元。去年底，共为 144 户 233 人分红 14.3 万元，户均增收 993 元，带

动周边农户共同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对于今后的发展，我认为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产业

发展中的“头雁”作用，引导周边的养殖户联合起来，进一步发展本

地黄牛育肥和繁育技术，不断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带领农

民群众增收致富，绘就美好生活画卷。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肉牛

养殖协会会长，本报记者张枨采访整理）

乡村振兴有奔头
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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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鲁海子在鲁海子在清理出土金质文物清理出土金质文物。。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戴金面的戴金面

罩青铜人头像罩青铜人头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坤坤摄摄

图图③③：：许丹阳许丹阳在整理记录在整理记录出土陶器出土陶器。。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李 思 凡李 思 凡（（左 二左 二））在 清 理 出 土在 清 理 出 土

青青铜神兽铜神兽。。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⑤⑤：：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

观青铜纵目面具观青铜纵目面具。。

谢谢 勇勇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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