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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又一次惊艳世人。6月
15日，8号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
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分离
3000年，今日再“合璧”，令人惊叹不已。考古专
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称
赞它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启动以来，6个“祭祀
坑”持续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引起海内外广泛关
注。这些文物被送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
复中心，进行清理、保护和修复。顶尊蛇身铜人
像就是在这里找到另一半的。古蜀文明的一件件
重器，在文保专家手中被修护、被擦亮，重焕瑰
丽光彩。

在观众眼皮底下工作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大门，沿着蜿蜒的绿道向
前，一座灰白色现代建筑掩映在葱茏树影中，这
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

修复中心采用开放型工作方式，观众既可以
参观展出的文物，又可以观看修复的过程。工作
人员身着白大褂，有的在操作电脑，有的手持工
具伏案修复。观众隔着玻璃凝神观看，一双双眼
睛盯着修复人员的手指，盯着正在清理和修复的
文物，不少人举起手机和相机拍照。

“我们是在观众的眼皮子底下工作，要打起十
二分精神。”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负
责人余健说。余健是广西人，2004 年毕业于西北
大学文物保护专业，在文保岗位上已经干了 18
年。“到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梦想，
我很庆幸如愿以偿，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2019 年以来，随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
推进，重量级文物不断曝光，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然而，观众不可能直接进入发掘现场参观，
如何才能将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第一时间展现在大
家面前？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做出决定，对三
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进行升级改造，专
门划出1000平方米打造新发掘文物的修复馆。

2021 年 12 月，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建成
开放。该馆融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
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包括工作区、展示区两
大区域。工作区分设文物储存区、陶器修复室、
玉器修复室、金属器修复室、象牙修复室和文物
摄影室，全面展示文物修复工作实景，让观众沉
浸式体验文物修复过程。展示区以图文展板的形
式介绍文物保护和修复知识，并展现最新的文物
修复成果。三星堆目前所见最大的金面具、神树
纹玉琮、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持鸟立人像等珍贵
文物都能在此看到。

跟随余健的脚步，走进文物储存区。余健介
绍，文物储存区要有效控制室内温度和湿度，对
空气污染、光线辐射、昆虫危害、微生物生长及
代谢产物等进行严格管控，“为新出土文物提供一
个安全、舒适的家”。

保护从发掘就开始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是新一轮考古发现
的第一个坑，坑内象牙数量众多，青铜器体大量
重，价值极高。文物埋藏数千年，多存在不同程
度的病害，提取难度很大。为了避免在发掘过程
中对文物造成损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三
星堆博物馆共同组成文物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文
物保护的工作程序向前移。“保护从发掘就开始，
让发掘的过程变为保护的过程。”余健说，文保人
员负责坑内重要文物的发掘提取，既能保证提取
安全，又能及时掌握文物病害状况，有针对性地
进行保护和清理修复。

2021 年 1 月，余健带领他的文保团队披挂上
阵，队员共计 12 名，包括他在内有 4 名共产党
员。余健反复叮嘱：“党员要起好带头作用，无论
如何不能让文物在提取中受到二次伤害。”

余健率先下到坑里，看细节，摸实情。有的
文物经过焚烧、打破，大量象牙交错粘连，提取
难度超乎他的想象。余健和队员们商量，把团队
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负责对坑内文物进行加
固，第二组对附着物进行清理。

“给象牙加固真的很费神。”张跃芬谈起现场
作业时说。她是四川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的硕士，
2013 年来到三星堆博物馆工作。工作中她不断提

醒自己，没有把握，不能轻易动手，绝不能做破
坏性实验。她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向有经验
的老师请教，对材料进行抗压、抗变形的力学性
能分析，经过反复挑选，决定综合运用高分子绷
带、竹片、石膏作为加固材料。“第一层用绷带缠
绕，第二层用1厘米宽的竹片加石膏做支撑。后来
考虑到竹片在四川地区容易发霉，又改用防霉有
机材料。”张跃芬说。

下坑清理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几个队员
中，经验最丰富的当数郭汉中老师。”余健说，

“他是我们修复中心的老专家，获得过国家级修复
大师的荣誉称号。”余健让郭汉中在发掘中指导把
关，他和队友杨平多动手，多干力气活。杨平大
学毕业到修复中心工作已有 12年，技术熟练，也
是一把好手。待第一组给象牙加固后，他俩便开
始清理和挖掘。有的区域多根象牙交织叠压、粘
在一起，他们清理时十分小心，先将附着的泥土
一点点挖开，再在下端打孔、穿绳，连接好固定
架，最后再进行提取。

提取大件青铜器又是一道难题。铜顶尊跪坐
人像，个头大，又重，还“躲”在 3 号坑的西北
角，升降机无法靠近。余健和杨平对望一眼，想
到一个办法：扑下身子干！身体紧贴着升降机下
檐边框，上身悬空，伸出双臂，对顶尊跪坐人像
进行清理发掘。可是，这样的姿势无法持久，胸
口压在铁框上，不一会就隐隐作痛，透不过气。
余健说：“好在我和杨平都年轻，身体棒，我俩轮
流上，每人挖半小时左右就换岗。”如此苦战几
天，总算把这件宝贝安全请出坑。

经过 8个月的持续发掘，3号坑的象牙和大型
青铜器全部安全无损地提取出来，比预计时间提
前了1个多月，躲过了四川盆地的绵绵秋雨季。随
后，余健又带队转入其他坑参与提取工作。

7号坑新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一露面就成
为网红。这件文物造型奇特，结构复杂，提取难
度很大。郭汉中和杨平在现场反复琢磨，拟定了
几套提取方案，最后确定用高分子材料连接和填
充启动带，做成一个轻便、柔软、稳定的底盘。

“就像给婴儿做了一个摇篮，可以安稳地将文物托
起。”郭汉中说。杨平蹲在坑里，郭汉中趴在桁架
上，两人面对面操作，先将文物周围的泥土掏
空，再对文物进行加固。经过3天紧张的工作，顺
利完成提取。

8号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出土后，引起了余健
的注意。他在三星堆博物馆修复中心工作多年，

对馆藏文物如数家珍，一看见新出土的这件青铜
器，就联想到馆藏的青铜鸟脚人像。余健和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讨论后，马上进行文物
比对，联手完成了拼接。

力求每一步尽善尽美

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已出土700多根象牙，数量
之多世所罕见。象牙保护是世界性难题。象牙出
土后，由于失水速度加快，会开裂、分化。余健
和他的团队与时间赛跑，把每一个不良变化努力
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及时启动象牙保护研究课题
申报。国家和省、市文保专家多次赶赴三星堆，
召开专题会议，商讨象牙保护和修复方案。最终
确定由3家单位合作，三星堆博物馆为牵头负责单
位，余健担任项目负责人。

余健走访专家，查阅资料，带领团队建立适
宜象牙存放的库房。象牙库房温度5摄氏度，湿度
90%，低温高湿，既可防止霉变，又能保持象牙水
分。工作人员定期给象牙更换保湿材料，进行除
菌处理。同时，抓紧清理象牙表面的附着物，清
理后做好进一步加固。

今年5月，修复中心开始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
进行清理修复。每一件文物都要多角度拍照，记
录相关数据信息，修复人员还要仔细观察文物表
面是否有附着物，根据情况进行仪器检测。“如果
附着物是泥土，就直接动手清理。如果是其他成
分，如彩绘、朱砂、纺织品等，就要以特殊方法清
理。”杨平介绍，根据青铜器的病害情况，选择除锈、
缓蚀、封护、整形、拼接、补配、做旧等方法进行保护
性修复处理。

“修复人员的细心程度，与文物修复的质量成
正比。”余健说。有一件青铜人头像，病害状况复
杂，锈蚀严重，表面附着物多，清理修复难度较
大，余健主动揽过来。文物表面的泥土层很坚硬，
余健用自制的竹片细心刮磨，绝不随意敲打。泥土
层清理完毕后，他又对其他附着物进行检测和分
析，按照附着物的类型进行科学清理。“就这个人
头像，干了一个月还没做完。但我有足够的耐
心，力求每一个清理和修复的步骤都尽善尽美。”

今年5月，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
完成了 58件文物的清理修复。余健透露，等到明
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将会有 3000 多件
新出土文物展示在观众面前。

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刘胡兰的中
式短褂、王顺友穿过的邮政制服、钟南
山赴武汉抗疫的高铁票……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北8展厅，一件件珍贵的手稿、文
物，引得观众驻足凝望。展品背后的一
个个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在喜迎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恰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近
日，国博依托馆藏资源策划推出“人格
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展览。

这次展览精心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
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
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通过“革命理想
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
家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4
个单元，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
仰、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
家国情怀，热情讴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拼
搏奉献的伟大精神。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
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1927 年
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后，写下了著名
的《狱中自述》。在这篇遗作中，李大钊
表达了自己竭力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
爱国之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也表
达了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投身革命的感
念之情：“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
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
借，始得勉强卒业。”据介绍，李大钊

《狱中自述》共有三稿，国博展出的是第
二稿，与第三稿内容差不多，只有部分
文字不同。透过这幅长卷上密密的字
迹，仿佛能看到近百年前这位共产主义
先驱英勇不屈的形象。

在一根有明显磨损痕迹的扁担上，写满了旅客们的留言：“增勤人
劲 治懒人病”“肯于吃亏 乐于奉献”“小小扁担不算长，能为旅客当
桥梁”……这是原上海海运局长柳轮客运部服务员杨怀远为旅客挑行
李用的小扁担，体现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杨怀远
主动辞去领导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为旅客除脏保洁，殷勤服务。“小扁
担精神”是雷锋精神的延续，感动了无数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不少展品为首次展出。国家博物馆近
年来加大对国史文物的征集力度，入藏一批重要藏品，在这次展览中
首度亮相：如布茹玛汗·毛勒朵刻写的“中国石”，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驻守开山岛期间升起的国旗、记录的开山岛民兵哨所（船）值班簿，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援鄂护士张春花在疫区收到的家书 《念——
赠妻张春花》，钟南山赴武汉抗疫的高铁票等。

展览还通过多媒体形式唤起观众的共鸣与共情。第二单元设有触
摸屏，集中展示了部分家书类展品的高清图片。观众可以逐字逐句阅
读这些家书，直观地感受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的亲友情、伴侣情、
战友情，并由此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
惜牺牲生命、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展览第三、第四单元播放
《“最美巾帼奋斗者”布茹玛汗·毛勒朵》《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奋斗众生》《幸福生活》等电视片，展现了多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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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蜀文明重器重焕光彩
——探访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

刘裕国

图①：余健对青铜人头像进行清理。
刘一维摄

图②：观众参观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刘一维摄

图③：杨平 （右） 和郭汉中 （左） 在三星堆遗
址7号坑对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保护性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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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现场。
贺路启摄 （人民图片）

“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现场。
贺路启摄 （人民图片）

李大钊《狱中自述》（局部）。 余冠辰摄 国博供图

布茹玛汗·毛勒朵刻写的“中国石”。 国博供图布茹玛汗·毛勒朵刻写的“中国石”。 国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