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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厘米眼形器
用途仍是谜

5 月 30 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现场，3 号坑成功提取了一件青
铜眼形器。该青铜器长53厘米、宽
15 厘米，平面呈三角形，中部有外
鼓的眼珠。

眼形器是三星堆文明中特有的
器形，极具特色和代表性。发掘人
员介绍，按照1、2号坑中的发现，眼
形器有一体的，整体呈菱形，也有二
分或四分的，呈三角形。30日提取
的眼形器是一件二分眼形器，与之
对应的一半被叠压在其下方。

据 3 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
介绍，这是 3 号坑目前出土的第三
件眼形器，整个 3 号坑内还有约几
十件类似器物，因有的初露头角，
目前还未进行统计。

据了解，1986年，三星堆2号坑
曾出土眼形器71件，其中包括四分、
二分及整体形态。有学者认为，眼
形器的大量出土，再次说明了古蜀
人的“眼睛崇拜”，其用途目前仍然
是谜。

大石磬、铜铃、青铜鼓
三星堆礼乐初现？

30日，8号坑内，一件形似喇叭
的铜器在泥土中露头。它的边缘穿
孔，中间有朱砂填涂，旁边还发现了
一件铜铃。此前，类似的铜铃曾在
该区域集中发现了8件。考古发掘
人员推测，这件形似喇叭的器物，或
许是一只铜鼓。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8号坑
西北角曾出土了几块石板。最初，
考古队员以为是建筑材料，但经过

一段时间的拼合，石板给大家带来了惊
喜。通过拼接，专家们惊讶发现，拼合的
石板或许是一件长度达1米、宽52厘米的
石磬。其中间有孔，可供悬挂敲击，目前
该件仍然残缺，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认为，此地出土的铜铃十分
值得关注。他介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
的铜铃出土于山西陶寺遗址。“铜铃的制
作与兵器、工具不同，它是内范、外范合铸
的工艺。这种结合铸造的工艺，是后来
青铜容器铸造的先驱。”殷墟时期，铜铃
演变成为铜铎，与鼓、磬等成为编组乐器。

专家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古蜀人在祭
祀活动中乐器集中堆放的位置。铜铃、铜
鼓、石磬……或许，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
的礼乐体系，正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扭头跪坐人像
或还原古蜀祭祀场景

30日，在4号祭祀坑中，新发现了姿势
奇特的青铜人像——三件扭头跪坐人像，
该造型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前所未见，是
一种全新发现。当天提取出了其中一件。

记者看到，这件人像呈跪坐姿态，双
手合十，头扭向右侧，头上连接了一个长
条形铜器。“4号坑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条
状青铜器，最长的接近 40 厘米。这件人
像头顶上的长条形铜器，或许曾连接着什
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4
号坑发掘负责人许丹阳说。

王巍解释称，诸如此类新器型的出
现，将丰富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体
系的认识，通过对出土器物造型的分析，
人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祭祀场景。

据了解，4 号坑内还有两件造型、体
量一模一样的青铜人像。考古人员推测，
三件人像可能是成套组合器物。

5月28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
华文明”主题活动在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举行。当天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
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公布了三星堆遗
址6个祭祀坑的最新发掘成果，截至目
前，此次发掘已累计出土重要文物
1000余件。

5月30日，广汉三星堆遗址，室
外最高温度达到28℃，但发掘舱内
依旧保持着恒温恒湿。当天，三星
堆祭祀区内，又新发现了包括“青
铜鼓”“青铜人头像”“扭头跪坐人
像”“带领玉璧”等一批重要文物。

长53厘米的眼形器发现，再次证
明古蜀人的“眼睛崇拜”；青铜鼓、铜
铃，大石磬的成套发现，古蜀人礼乐系
统或将跨越千年重现；全新的扭头跪
坐人像、“化了妆”的青铜人头像等，又
将为解谜神像和古蜀祭祀仪式带来
怎样的新观点？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仍在继
续，深埋地下的古老文明，正被徐
徐掀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扭头跪坐人像前所未见
或还原古蜀祭祀场景

三星堆考古发掘持续“上新”

6个“祭祀坑”
发掘进展

三号坑

埋藏文物以青铜器与象
牙为主，两者数量均已超过
100 件，包括铜顶尊人像、圆
口方尊、铜顶坛人像、青铜神
树、大型青铜面具等，此外还
发现了玉石器、金器、海贝等遗
物。其中大型青铜面具宽135
厘米、高74厘米，一件青铜器
为立人双手上举顶着方坛造
型。另有一件铜顶尊人像非
常罕见，通高 115 厘米，下部
为一尊跪坐的铜人，双手合
握于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
方板连接青铜大口尊，尊的
肩部有精美的龙形装饰。

四号坑

灰烬堆积里发现蚕丝蛋
白，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
发现丝绸，此外还发现竹、芦
蒿及楠木等植物的灰烬堆
积。四号“祭祀坑”出土文物
众多，截至目前已提取文物
534 件，包括象牙、金器、玉
器、石器、铜器、陶器、骨器、
纺织物和漆器等。青铜器有
扭头跪坐人像、有领璧、戚形
方孔璧、戈等，玉器有琮、凿
和有领璧等，金器有带饰、树
叶形挂饰以及圆形箔片等。

五号坑

文物以各类残片、珠饰等
小件器物为主。坑内埋藏不
少圆形穿孔的金片，疑为附着
在衣服上的装饰。截至目前已
经提取各类文物146件，包括
象牙及象牙器、金器、玉石器和
铜器等，以金面具、鸟形金饰
最为重要。部分象牙雕刻有
弦纹、云雷纹、羽翅纹等纹饰，
纹饰十分规整、精细，部分纹
饰线条宽度不足50微米。

六号坑

发现1件保存完整的“木
箱”，内侧涂有朱砂，为三星
堆首次发现，准备整体提取。

七号坑

刚发掘到文物层，在仅1
米长、0.6米宽、0.1米深的长
方形解剖坑里，已经暴露出
10根可分辨个体的象牙。

八号坑

目前已提取文物包括青
铜器、玉器、金箔、石器等。较
大型的青铜器多被有意识地
打碎，主要来自于青铜神树。
中小型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铜
铃、铜贝、铜戈和小型跪坐铜人
像等。玉器主要包括璋、斧、
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在灰
烬堆积中还散布不少金箔，部
分可辨是黄金树叶。除此之
外，在部分铜器残件表面发现
了未完全燃烧的纺织物残
片。目前灰烬堆积以下的黄
色沙土堆积已经显露出来，同
时开始暴露出多根大型象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戴竺芯曾洁综合新华社

三星堆遗址年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
延续到西周早期

5月28日下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唐飞为大家解答了关于三星
堆遗址整体发掘进程等问题。

唐飞说，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
北部，大约有12平方千米。它首次发现
于1929年，在之后的90余年里，共同展
开了6次考古勘探和41次正式的考古发
掘。目前遗址的重点区域已全部勘探
完成，重点在3.6平方千米的古城。

唐飞说，目前，有几个已明确的情
况：一是城址的基本情况，已经发现了东
南西北城墙，其中也发现了民居建筑、生
活仪器，包括现在正在发掘的祭祀坑；二
是大家关心的年代问题：三星堆遗址整
体分为5期，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
延续到西周早期。考古学推断上限年代
距今约4400年左右，下限则根据碳十四
测定比较准确得出，距今2950年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
杨 戴竺芯

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
坑”内清理象牙（5月26日摄）。新华社发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图据川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