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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园区内
灯彩绚烂，各国嘉宾们穿过神秘瑰丽的“古蜀
之门”，来到以“青铜之眼”和“通天神树”为
造型的舞台前，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三星堆
奇妙夜”。

今年 5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
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在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

“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200多
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蓉驻渝领事机构代
表、贸易促进机构代表和媒体记者，走进三星
堆考古发掘现场和博物馆，通过媒体推介会和
沉浸式体验活动，深入感受古蜀文化魅力。

穿越时空的浪漫盛会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回想起那场盛
会给现场每个人带来的震撼，中青旅联科执行
总经理葛磊依然感慨万千：“这是一场非常精彩
的沉浸式体验，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互动
踊跃。活动结束后，很多外国嘉宾主动上台合
影，意犹未尽。”

作为“三星堆奇妙夜”总策划，葛磊为这
场活动确立的主基调是“浪漫”。“如果要用一
个词来表达我对三星堆文化的直观感受，那就
是‘浪漫’——华丽的黄金面具，奇特的青铜
人像，沟通天地的青铜神树，都浪漫至极。从
3000 多年前的这些文物上，我看到了古蜀先民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创造力。”葛磊说。

为了营造浪漫的氛围，活动现场用具有四
川特色的自贡灯彩，装扮了一条通往古蜀王国
的“时空隧道”——千只“神鸟”站立枝头，
祈福“神官”夹道迎宾，“戴金面具青铜人头
像”与饰有太阳玄鸟的“青铜神树”共同筑成
辉煌的“古蜀之门”，两侧侍立着神秘的“青铜
大立人像”。

主会场舞台位于三星堆博物馆露天广场，
造型取自三星堆神树与青铜面具之眼。琵琶演

奏家赵聪领衔交响乐队奏响了气势恢宏的 《太
阳·玄鸟》，开启了“天府盛会”的序幕。作家
阿来以诗意的文学语言向全球推介三星堆文
化。活动现场以视频形式发布三星堆遗址最新
出土文物青铜顶尊人像，并播放了国际文化遗
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希腊国家考古
博物馆馆长和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博物馆馆长
的祝贺视频，展示世界古代文明的多元和相
似，表达了对增进文明对话的期待。

“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丝绸，我们以此
为灵感，策划了‘古蜀丝梦’国潮大秀。”葛磊
介绍，活动特邀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和
多位新锐青年设计师，提取三星堆文化元素设
计了一系列丝绸服饰，通过服装秀来演绎古蜀
王的故事，并邀请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大
学生设计三星堆主题童装服饰，由不同国家的
孩子们穿着展示，让三星堆文化更显国际化与
年轻化。

在葛磊看来，中国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
多元灿烂的文化，同时又是充满活力的。在对
外传播中，不仅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是一个文明
古国，也要让他们感受到当下中国的蓬勃活力。

光绘点亮博物馆文物

“超酷”“令人惊叹”“中国光绘的又一杰
作”……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光绘艺术
家、世界光绘联盟顾问王思博发布的一组三星
堆主题光绘作品，引来国外艺术家和网友热情
点赞。

光绘是通过相机长时间曝光拍摄，在镜头
前以灯光为画笔绘出图像的艺术。21 世纪以
来，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在国际上颇受年轻人喜
爱。王思博自 2010 年开始从事光绘艺术创作，
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这种充满科技感的
前卫艺术中。

今年2月，王思博创作的一组山海经神兽光
绘作品在网上引起热议。不久后，他接到邀
请，去三星堆博物馆创作一组“当山海经遇见
三星堆”光绘作品，为“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
文明”主题活动进行预热。“得到这个机会很开
心。以前大多是在室外环境下创作，光绘艺术
走进大型博物馆，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国外
的同行们都很羡慕我，当全球还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去博物馆进行光绘
创作。”王思博告诉记者，这次创作从策划、准
备到完成花了近1个月时间，其中5天是在博物
馆内拍摄。

“这是我第一次来三星堆，非常震撼。看文
物看了很久，观察它们的纹饰、造型，思考它
们的用途，想象古蜀人的祭祀场景是什么样
的。”王思博说。

当展厅的灯光熄灭，王思博挥舞着手中的
光棒，在黑暗中开始绘画。光影变幻中，文物
上的图腾“活”了起来。在青铜神树周围，一
条火红的龙盘旋飞舞，守护着神树；以蓝色光
绘制的8个古蜀人像，环立于青铜大立人像旁，
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庄严的祭祀活动；青鸾飞
过，神鹿跃起，山海经神兽与古蜀青铜面具展
开跨时空的对话……王思博创作的12张光绘作
品生动多彩，极富想象力，为三星堆文物更添
神秘浪漫。

“这次活动让我发掘出一条新的创作路线，
将光绘与博物馆结合，以现代艺术方式来挖

掘、展示文物的深层内涵。外国人看到这些作
品都觉得新奇有趣，比单纯的‘云观展’更有
冲击力。”王思博说，日后会继续“光绘中国”
系列创作，用新潮酷炫的艺术手法将中国传统
文化对外传播。

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

“在考古现场和博物馆，以这样丰富的活
动、新颖的形式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这是前
所未有的。活动效果非常好，我看到很多外国
驻华使节赞不绝口，不停地拍照。”三星堆“祭
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对本报记者说。

据悉，当天的活动通过央视网和 CCTV 海
外社交平台账号面向全球进行连续5小时的网络
直播，总浏览量超5000万。境外媒体共刊发报
道843篇，覆盖2亿人次。相关话题4次冲上微
博热搜，在微信、抖音、快手以及脸书、推特
等平台引起热烈关注。从5月26日至5月31日，
全网关于“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
的信息共有27万多条，全球总曝光超24亿人次。

中国有许多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为何三
星堆能够吸引海内外这么多人关注？王巍认
为，三星堆文化独特而神秘，激发人们的好
奇，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具有超越国界的感
染力。三星堆文物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反映
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璀璨成就。出土文物的
丰富性也蔚为可观，新发掘的8个坑中，几乎每
个坑都有数百件文物，给网友带来强大的视觉
冲击。

“传播和展示手段的创新也很重要。”王巍
说，“我参加了发掘现场直播，从大摇臂到微距
镜头，各种先进设备加持。在屏幕前看直播，
比我们在发掘坑里看文物的效果还好。媒体推
介会积极回应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展现了我
们的开放和自信。‘三星堆奇妙夜’运用多种鲜
活的表现方式，给外国嘉宾带来难忘的体验。”

王巍认为，“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
题活动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创新探索，也为未来

“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启示。“接下
来，要在既有的关注热度基础上，依据考古发
掘和科学研究，进一步做好解读阐释，引导大
家正确理解三星堆文化，理解它是多元一体中
华文明中灿烂的一部分。”

据介绍，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
主题活动为起点，后续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三
星堆文化全球推广行动，如邀请外国青年拍摄
三星堆文化短片，策划三星堆主题电影、主题
音乐剧、纪实节目，出版三星堆系列多语种图
书，举办三星堆主题全球灯展，打造“数字三
星堆国际展”，在游戏、音乐、网络文学等领域
对三星堆进行新文创开发。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从中选择具有
世界价值的文化 IP，再运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
艺术语言进行转译、传播。”葛磊强调用IP思维
来开发中国传统文化，针对不同IP制定不同的
方案，增强交互性和体验感。

王巍说：“我特别希望基于中国丰富的考古
成果，打造类似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这样的
中华文明主题乐园，运用3D、VR、AR等科技手
段，营造沉浸式、互动式场景，人们在里面游玩，
就能生动感知、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魅力。”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重磅文物展现运河变迁

扬州是中国大运河原点城市、申遗牵头城市。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
扬州开凿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淮扬河段的前身，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设有“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因运
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2个基本陈列和“运河上的舟楫”“运河湿地寻
趣”等9个专题展览，生动展现大运河在国家治理、文化融合、对外交往、
河工技术、交通运输等方面蕴含的中国智慧。

“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一号展厅，系统介绍了大运河
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为中国的发展带来
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展厅里，重磅文物比比皆是。
从河南开封附近截取的汴河河道剖面，长25.7米、高8米，占据了一整

面墙。唐、宋、元、明、清历代河道底层土色、沉积文物清晰可见，还标
注了历代河面宽度与深度，大运河河道在不同时期的变迁一目了然。

55吨的唐代船型砖室墓、27吨的南宋砖瓦窑，都是从考古现场整体套
取，反映了大运河与沿岸人民生活的紧密联系。长7.5米的兖州府镇水铁剑
与造型朴拙的镇水铜牛并列展示，诉说着古人治理运河的故事。

观众在展厅不仅可以看到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前
世今生”，还能了解运河沿线水利工程、漕运盐利、饮食风物、舟船样式等。

真实街肆还原市井生活

“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以城镇历史景观再现模式，打造了一
个具有历史场景和真实业态的沉浸式展厅，让观众走进运河沿线城镇村
落，体验千百年前古人的生活。

街肆两旁商铺林立，布庄内，各色时兴面料等待着爱美人士挑选；茶
馆里，说书声与喝彩声不绝于耳；驿站内，参观者可以邮寄明信片，挑选
伴手礼……“星空”中不时燃起绚烂烟花，映照着运河沿岸的热闹生活。

“观众是这个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游街、购物，构成一幅鲜活的
运河繁华图。”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说。

“运河上的舟楫”展以实景和数字投影结合，让观众体验沿着运河坐船
远行。

展厅里，有一条复制的“沙飞船”。它是明清时期江南大户人家娶亲、
看戏常用的交通工具，也是康熙、乾隆南巡时乘用的船之一，相传为扬州
沙氏所造，以船速如飞闻名。

登上“沙飞船”，便可体验一场运河之旅——从杭州出发，经苏州、无
锡、常州、镇江，一路航行到扬州。船身轻摇，微波将河面劈成两半，入
洞穿桥，走街过镇，两岸山水与城镇风光尽收眼底。

多元体验满足不同观众

每到周末，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人气旺盛，一票难求。扬州市民李
文成夫妇带着孩子进馆参观。“扬州是大运河的发源地，通过逛博物馆，孩
子不仅可以了解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更会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感到自豪。”
李文成说。

“当前，走进博物馆的亲子家庭越来越多。我们在展陈设计时，就考虑
到要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类型参观者的需求。”郑晶说。

“运河湿地寻趣”展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展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标
本、仿真的水环境系统令人眼前一亮。郑晶介绍，这个展览不论是展品放
置的高度还是展牌的表达方式，都是从儿童的角度设计的，此外还设有多
种互动装置，让儿童在探索体验中了解运河生态知识。

位于地下一层的“运河迷踪”展专为青少年打造。这是一个融合古风
和二次元风格的体验空间，让青少年通过“密室逃脱”游戏，了解运河水
工科技，领略运河沿岸风物。

“来博物馆，参观不是唯一目的。成年人可以探寻大运河的历史，感受
大运河丰富的文化内涵，少年儿童可以在互动体验中走近大运河、爱上大
运河。”郑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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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探寻大运河“前世今生”
张玉峰 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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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三湾古运河畔，近8万平方米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如一艘巨船泊在岸边，迎接着八方游客。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国内首座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社会教育
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力求全方位展现大运河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时代价值。博物馆由展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桥
五部分组成，新唐风建筑融合传统与现代之美。馆藏1万多件（套）与运河
相关的文物展品，时间跨度为春秋至当代，涵盖古籍文献、书画、碑刻、
陶瓷器、金属器等。

“运河湿地寻趣”展厅。 孟德龙摄“运河湿地寻趣”展厅。 孟德龙摄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外观。 孟德龙摄

王思博创作的“当山海经遇见三星堆”光绘作品。

“古蜀丝梦”国潮大秀。“古蜀丝梦”国潮大秀。

“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现场，交响乐队演奏《太阳·玄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