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三星堆考古有助研究认识历史

被誉为“世界考古第九大奇迹”的三星
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
距今已有3000—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
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
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也被称为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
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
的母体，是名副其实的“长江文明之源”。

对三星堆的价值评估，在业内早已得
到公认。“最初发现两个坑，出土了很多象
牙、青铜面具、金面具、金饰等，独具特色。
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成都有一支青铜时代独
特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很大的不
同。几个坑内的大量文物，也为深入了解
三星堆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未来
几年，成果应该会逐步披露出来。”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迪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内
宝贝众多，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历史意义重
大。同时，此次三星堆考古发现成果在引
起更多关注的同时，也能吸引社会各界的
更多支持，为后续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开展
创造了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星堆几座坑的
发掘有专门而建的恒温恒湿房、行车等大型
设备以及各种检测设备等。“这种投入比重
和精细化的程度，已极大地超过了国内考古
发掘常态，代表了未来的考古方向，属于特
例。”王迪称，直播发掘过程使三星堆考古获
得了更多社会关注，也促进全国的考古发掘
工作今后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已越来
越多，加上2019年刚刚申请成功的浙江良
渚古城遗址，总数已达55处。记者了解
到，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古蜀
船棺合葬墓早在2013年就被纳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尽管三星堆本就
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但倘若能够申遗成
功，则将得到全球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与
尊重，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对中华文明尤
其是古蜀文明进行传承和保护。

目前，三星堆的申遗工作仍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当中。据四川省文物局相关负责
人透露，他们争取在3年内基本完成三星
堆申遗准备工作，其中涉及考古发掘、学术
研究、环境整治、展示利用及法规制定等多
个方面。

考古经济“叫好又叫座”

三星堆火了，连带着以它为原型的文
创周边产品一同火了。

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堪称古蜀
秘宝，是我国极具历史文化价值且最富观
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特别是其中光怪陆
离、奇异诡谲的青铜器更是令人赞叹甚至
陷入迷思，同时也为相关文创设计及产品
提供了丰富素材。

打铁需趁热。借着三星堆话题在网上
持续升温的东风，三星堆博古馆推出的一
系列文创产品一度成为爆款。据三星堆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三星堆盲盒早已售
罄，如今一直处于断货状态；货源充足时，
日均销量最高达11万元，比考古大发掘之
前增长了5.32倍，且超过去年国庆黄金周

平均单日销量，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收入
也随之有了5倍以上的增长。

不少文创企业闻风而动。除博物馆方
盲盒外，三星堆纵目萌萌杯、三星堆纪念
章、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的设计图及理念相
继曝光，引起广大网友火热讨论。

可见，三星堆发掘成果掀起的考古经
济热至少目前是“叫好又叫座”。那么，这
个热潮究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看好这股考古经济热潮，并称其具备一
定的可持续性。他说：“近年来，具有文化
属性的旅游和活动越来越热门，尤其是亲
子游逐渐成为当下主流。在游玩过程中，
很多家长希望能够对孩子寓教于乐。”

此外，盘和林强调，若想维持考古经济
热度，务必要协调好商业化发展和文物古
迹保护。“除三星堆本身的文化内容外，应
借鉴故宫文创产业的发展路径，以三星堆
传导出的古代文化为内核，鼓励创意产
品。同时，还要积极和线上互联网企业融
合，打造更加便捷的线上线下协同的文旅

营商环境。”盘和林说。
对考古经济热进行深入思考的还有从

事考古研究多年的王迪，尽管他认为受人
类天生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所影响，人
们很容易对古代的事物产生兴趣，但引导

公众科学认识考古，甚至参与到文物古迹
保护中，仍是个漫长的过程。“科普的质量
取决于科研的深度和广度。考古经济热要
持续下去，形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有
没有可供转化利用的研究成果。而考古研
究本身是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出成果。
因此，目前的考古研究为吸引公众眼球，主
要还是靠展示大墓、奇珍异宝的方式，这些
从长远看，都是不可持续的。”王迪表示，毕
竟考古资源有限，如海昏侯刘贺墓，三星堆
器物坑这样的发现，未来可能二十年难见，
甚至永远不再有。

近年来，《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以盗
墓为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风靡一时，可见
人们对过去尚未探知的事物极有兴趣。但
王迪严肃地指出：“考古与盗墓势不两立，
对于鼓吹盗墓猎奇的作品，考古学界坚决
抵制。此次三星堆直播连线南派三叔，引
起考古学界集体愤慨。但是长期来看，一
方面，要正确引导公众的好奇心，形成全民
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考
古学界提供更多优秀的考古研究成果。”

沉寂的文博游再次“翻红”

此次三星堆“上新”，让沉寂的文博游
也随之“翻红”了一把。

携程数据显示，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
一经公布，通过携程平台预订三星堆博物
馆门票的游客数环比此前的周末增长近
12倍。不少游客不惜打“飞的”前来一睹
神秘的古蜀文明。

从门票客源来看，约五成游客来自四
川本省，省外则是江苏、北京、广东、重庆、
上海的游客订票最多；从游客年龄段来看，
80、90 后人群居多，其次是 70、60 后人
群。同时，四川省内其他几个重要的博物
馆也受到了更多关注，热度排名前三的博
物馆分别是成都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
武侯祠博物馆。

事实上，三星堆“上新”激起的文博游、
考古热并非个例。今年春节期间，河南卫
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使用新技术让博物
馆里的国宝活了起来，带着观众们开启一
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在央视牛年春晚中
亮相的国宝——天龙山石雕佛首也引起了
人们热议；随后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
字复原特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展，成为
新春期间最受关注的展览之一……

文博游为何突然火了？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旅游与康养学

院副院长李辉告诉记者，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文化自信显著增强。文
化自信助力文博游发展，文博游也增强了
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其实，当年北京猿人、兵马俑、金缕玉
衣以及三星堆首次出土都曾引起轰动，但
这并不意味着一时的热度能一直持续。”中
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广
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定要把注重
专业性的考古和文化人士同看热闹的普通
大众，作为小众市场与大众市场分开来认
识，分别做好相应的工作，以发挥文化古迹
对不同人群的吸引力。

“早在2018年清明节，我就带着两个
孩子探访过古都西安。早晨7点，陕西博
物馆外就排起了长队，火爆程度可见一
斑。”珠海晴朗假期旅行社总经理潘彦谦告
诉记者，西安在2012年成为全国研学旅游
试点后，陕西博物馆就日渐受到热捧，文博
游的春天初见苗头。

据潘彦谦介绍，目前，所有省级博物馆
都会出现研学游和普通游客游览的叠加井
喷现象。他认为，研学游已成为国家教育
系统的标配，而文博游或亦将持续火爆，因
此，必须更加注重博物馆接待能力的建设
及接待质量的提高，充分发挥旅行社、培训

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对现有和未来
逐步增大的客流进行有效的分流、分解和
组织。

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
宝藏》等文博科普节目的热播，博物馆火出
圈的消息层出不穷。现如今，大众对文博
类旅游的需求日益多样且追求细分化，对
相应博物馆在运营和管理上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
副院长兼总规划师李小波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未来文博游的发展方向将围绕研
学动脑（普及文博知识），体验动手（感受文
博魅力），沉浸动心（关联文博与人的情感，
产生持久的文博热和文化生命力）等三方
面开展。

城市怎样玩转顶流历史文化IP

三星堆遗址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
考古发现之一，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
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
成为了广汉市乃至德阳市向世界展示自己
的窗口。

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何礼表示，面对
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德阳和广汉市
政府要借此良机，充分用好三星堆这个世
界级IP，将三星堆的热度持续下去，让其
真正成为德阳、广汉的一张闪亮名片。

实际上，近年来，四川省对文旅产业的
发展日益重视，欲建设西部文旅中心，打造

“三九大（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品牌。
此次三星堆“上新”受到的极大关注，对四
川省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在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看
来，四川省颇有点儿“暴殄天物”的意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背
景下，四川省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国内旅游
目的地。因地形、海拔剧烈变化而造成的
特殊风貌，再加上成渝经济圈的带动，四
川省不仅旅游资源丰富且交通等区位优
势显著，但其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却相对落
后。”周鸣岐告诉记者，他考察过四川省很
多地方，大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都比较初
级，仍是靠天吃饭，甚至青城山、峨眉山等
知名景点亦处于这种状态，除了收门票就
是坐缆车。

因此，坐拥顶流历史文化IP，如何打
好三星堆这张王牌成为眼下令德阳和广汉

“烧脑”的难题。
暨南大学旅游管理硕

士彭海鹏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德阳和广汉应充分
利用数字化的便利，提供
一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
升级博物馆智慧导览系
统、完善解说系统以带给
游客良好体验；同时，还可
以将目的地形象年轻化，
如通过音频、视频、动画及
衍生品方式统一化输出IP
形象，确保主体和客体在
信息接收上的一致性。”

与历史文化属性强相
关的当属博物馆，而各具
特色的讲解则成为其中的
重要环节。“没有讲解的文
博游是没有生命的。”清远
恒大酒店总经理蒋玉吉告
诉记者，电子导游是文博
游兴起的重要工具，不仅
为游客提供了权威解读，
避免了非专业人士拿着野
史乱讲的情况，也可使游
客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
历史意义或技术底蕴，避

免走马观花。
文物古迹的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要

通过沉浸式场景营造、游客参与、互动和研
学、文创手信生产、内容影视化等跨行业立
体化手段进行联动体现。“应将文化遗产资
源转变为游客可体验、可留念的旅游产品
与服务。文博游必须走体验化、亲民化发
展道路，才能行稳致远。”暨南大学MTA
中心主任梁彦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张广瑞深有体会，他认为，城市和
博物馆应当为游客创造体验文物古迹所传
达出的历史文化的机会。现代人对历史是
陌生的，文物古迹和考古现场对普通人来说
都有着神秘感。一般性的参观可能会引起
游客对特定文物的兴趣，而体验项目则会加
深他们对于相应历史文化的印象和了解。

“多年前，我去埃及参观一座金字塔
时，参加了一个可以钻进金字塔内的活
动。当时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
昏暗、狭窄的石洞内踏着湿漉漉的台阶向
上攀登，有的地方甚至需要手脚并用爬
行。在喘息的间隙，我会闭着眼睛冥想几
千年前埃及人开凿这种通道的艰辛，靠什
么样的理念、智慧和毅力才能够完成这样
的工程。”张广瑞称，其实金字塔顶尖处只
是一个小石头房间，除了一个石台之外，什
么也没有，真正的文物早已移到博物馆里
展示。但是，他对钻洞的选择一点也不感
到失落或后悔，因为那样独特的经历让他

对博物馆中的文物有了不同的感受。
此外，与其他行业相比，旅游业的体验

更为全面，包含了吃、住、游、购、娱等多个
方面，因此，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设施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较为落后，无法有效地满足游客的需
求，不少旅游目的地只注重旅游带来的经
济效益，没有投入足够的经费进行设备建
设。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老化，游客
就不能获得更好的体验和观感。

“德阳和广汉不妨利用电子科技加持
文化输出，整体化、系统化打造旅游项目，
做好相关架构的设计。三星堆周围应当有
各种配套设施，除基本的停车场、餐厅外，
还可适当增加吸引游客玩乐的设施，提升
当地整体的多元业态。而不是只有一个博
物馆，游客来看看就完事了。”在周鸣岐看
来，任何业态都是互补的，只有形成完整的
闭环，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发
展。博物馆往往靠“吃公粮”而生，要想真
正做到创收，就得与当地业态充分结合，将
旅游、文博真正做成旅游度假产业。

而张广瑞则认为，文物保护和考古是
专业的事，这样的特殊属性导致其不可能
过分地嫁接在城市建设等方面。而通过发
展文旅产业，推出和提供与文物古迹相关
的服务和衍生产品，则可实现大众化的“在
利用中保护”，从而助推城市名片塑造，推
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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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连开6个“盲盒”，考古遗址

“秒变”网红打卡地。

近日，国家文物局、四川文物局在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公布

了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最新

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考古工作者在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

坑，出土了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

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作为考古界的顶流，此次“上

新”备受全国瞩目。三星堆遗址考古重

大发现的话题在新浪微博上引发了

14.4万人次的讨论，积累了11.9亿的阅

读量，同时激发了不少游客打着“飞的”

前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一睹古蜀文明的

别样风采。

至此，曾经颇为低调的广汉市开始

频频成为网上热议的焦点。“沉睡三千

年、一醒惊天下”的历史文化大IP是否

能让广汉市这个四川县级市把握良机，

利用好考古成果转化成的城市吸引力？

三星堆的再次走红“出圈”，又能否为四

川省打造西部文旅中心这盘大棋增添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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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走红，也给文物带来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去往河南博物院参

观相关文物。 中新社记者 阚 力摄

4月 8日，在四川

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考古现场，考古工作

者进行发掘工作。

中新社记者 安 源摄

4月8日，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内，媒体用镜头记录下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3号青铜神树初步修复情况。图为3号青铜神树的顶部头像。

中新社记者 安 源摄

2017年2月，四川省德阳市广汉三星堆举行大祭祀活动，再现古代蜀国蜀王祈福

仪式，其祭祀、祈福过程充满神秘感，犹如穿越到远古社会，身临其境，引人入胜。

中新社发 高 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