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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从原始人时代便有之。最早
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国、
印度、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和埃及等
地，均有表现狂欢的岩石艺术，人们手
舞足蹈，庆祝着某种我们未知的事情。

狂欢，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感染，比
如岩画中的狂欢最早可能是为了御寒
或御敌之故，渐渐成了一种规则、习
俗；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比如
《史记 殷本纪》中“大聚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间，长夜为饮。”这种狂欢将饮食男女
杂糅在一起，虽然让商纣王落下了腐
败的罪名，不过辩证地看，商纣王也是
遵从了上古遗风，奔放自由是其表，摆
脱劳苦是其核。到汉代，逢着春节、元
宵、七夕狂欢的文献著述更多，细读下
来，无不充满“天下王土，非我莫属”的
政治意义。

不过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
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思考。
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
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
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
们手舞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
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记录古滇人祭祀狂欢的
青铜贮贝器

古代狂欢的雕塑类文物并不多，
因此显得珍贵，最有声望的要数1950
年代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
山的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现藏于中
国国家博物馆。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是用来贮藏
当时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海贝的罐
子，类似于存钱罐。青铜贮贝器高51
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是
西汉时期的作品。它夺人眼目的地方
在于盖上的诅盟场面。盖子上，活灵活
现地记录了一次古滇人祭祀的狂欢场
面。上铸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
众多参与祭祀的人，神态各异。在祭祀
建筑后面还放着两面巨大的铜鼓。

广场犹如一个热闹的集市，把全
国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人神共
乐。除了祭祀，这也是商品流通、商品
交易的吉时，从雕塑上能看到，有人高
鼻深目，有人蓄着长胡子，有人耳挂大
环，有人头上顶着箩筐，还有牵着牛马
驮着货物赶来的商贩，这一定是个好
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与这次祭
祀，来互通有无，美酒美食，尽享其中。

《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古滇国的风俗
“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
之”。凡有大事，古滇人都要设立祭坛，
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是为诅盟。

这是最传统最严肃的狂欢，敬天，
敬地，敬众生。在祭祀的日子里，除了
本地的滇国人，还有大夏人、三苗人来
此地瞻仰威仪，寻找某种契机。

湖南留守女孩成功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之
后，考古这个略显冷门的专业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了解。对考古感兴趣的你是否期待这样
的场景：走进考古遗址现场，亲手发掘国宝重
器；把文物“翻转”过来，看看它背后的花纹到
底长什么样；甚至玩一把“穿越”，去另一个时
空看看古人究竟怎样生活。其实，在虚拟现
实、三维建模、高清融合投影等高科技的“加
持”下，这些都可以轻松实现。

目前，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完成建馆
以来的首次升级改造。改造后呈现的“发现
金沙——考古遗址体验展”，不仅首度公开金
沙遗址发掘时的珍贵照片和视频，更在最新
研究成果的支撑下，运用全景拍摄、三维数据
采集及重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黑科
技”，还原金沙遗址的发掘现场、古蜀国的自
然风光和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给观众带来沉
浸式的体验。

来金沙遗迹馆
体验考古乐趣

首度公开发掘记录
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是古蜀金沙时

期大型祭祀场所所在地，也是金沙遗址出土
遗迹最为丰富、遗物等级最高、数量最多的一
个区域。

游客穿行在原址保护的发掘现场，可以
通过全新打造的知识驿站系统，点击观看文
物发掘时的上百张图片、视频及背后的知识
解读。

这是金沙遗址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发布如
此大量的珍贵发掘记录。打破古蜀时期“不
晓礼乐”记载的石磬是如何出土的？近2米长
的象牙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这些问题都可
以通过知识驿站找到答案。

大树根原来是秋枫
此次“金沙遗址考古体验展”中，首次复

原了金沙遗址祭祀区大树根的前世。
根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联合研究，通过对大树根
样本进行取样、煮沸、软化、切片和比对等多
重复杂程序，证明大树根的树种是秋枫。

秋枫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常绿季雨林，
生长快，喜欢湿热气候，树姿优美，绿荫如
盖。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生长”了三千年的秋
枫，再次与象牙、鹿角一起证明了古蜀时期的
成都曾是温暖湿润、四季如春的生态环境。

游客在大树根遗迹旁边一不小心打个
盹，还可以通过高清影片“梦”回金沙王国，跟
着神鸟一起见证祭祀区形成、发展、衰落和发
现的过程。

沉浸体验发掘惊喜
三千年前，金沙祭祀区的古河道虽早已

干涸，但在“考古时空门”中，游客可以在一面
从墙面蔓延到脚下的宽阔屏幕前漫游祭祀
区，感受三千年古摸底河的潺潺流水，领略三
千年前古蜀人滨河祭祀的恢宏场景；游客还
可以操作手柄，走进金沙遗址的发掘现场，从
考古遗迹里“抓取”黄金面具、肩扛象牙纹玉
璋及双色玉璧等文物，360度感受文物的精致
绝伦。

金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卫星影像、考古
发掘原始资料及三维采集数据，结合最新研
究成果复原了祭祀区发掘前、发掘现场以及
现在的场景，为观众呈现了考古遗址丰富的
背景知识，增加了展览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图据金沙

严肃的狂欢
□强雯 文/图

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
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
思考。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
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
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
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们手舞
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
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在国外，也有类似表现狂欢场
景的文物。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文明
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契穆文化时期
（公元 900 年-公元 1470 年）的双室
黑陶瓶。整体高19.8厘米，长27厘
米，宽14厘米。这个黑陶瓶分为两
个部分，正面是一个水壶，背面是
一个祭祀台。祭祀台底部的基石
上站满了狂欢的各色人等，拿着打
击乐器摇铃的，拍手鼓的，举手喝
彩晃动身体的。载歌载舞的情形
十分生动愉悦。

而他们所面向的却是一个比他
们都要高大的人物，此人物双手反
缚，头上戴着新月形饰品，绑在那块
柳叶形石条上，仿佛正在接受命运
的安排。

此物现由秘鲁拉鲁克博物馆收
藏，因为2020年来到中国山西、天津、
重庆等地巡展，才让我们大开眼界。

从这祭祀狂欢时刻的双室黑陶
瓶回望契穆文化，也是十分璀璨。
契穆人的首都昌昌古城位于秘鲁北
部特鲁略市西北郊4公里的沙漠地

区，占地36平方公里。“昌昌”在契穆
语中代表太阳的意思。全盛时期昌
昌拥有7万-10万居民，是西班牙殖
民者来之前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城
市之一。契穆国王以最高神明的代
表自居，王室里的侍从分工精细，有
伺候洗澡的“侍浴”、吹海螺号角的

“司晨”、负责出行的“司马”、在国
王必经之路铺洒海贝粉的“礼官”
等。分工精细，说明了契穆人在手
工艺上的完备、优良。

契穆社会禁止工匠改变其职
业。工匠们所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贵
族阶层使用，还互相销售，又或者供
居住在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民使用。

古往今来，从墓土中走出来的
狂欢雕塑着实不多。这两款代表
中西文明的祭祀狂欢雕塑，有某种
相似。中国的是用来装货币的，秘
鲁的是用来装水的。狂欢的人和
神灵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容器上，
是副歌，是烘托，也是提炼和升
华。把祭祀的深远之意加固在这
日常器物上，文物便拥有了格外的
深意和能量。

双室黑陶瓶
带人们回望契穆文化

契穆双室黑陶瓶。

安第斯文明特展巡展。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运用虚拟现实还原金沙遗址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