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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站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开工仪式现场，中国建筑西南设计
研究院总建筑师刘艺心潮澎湃。这位三
星堆博物馆新馆总设计师，在朋友圈转
发新馆设计方案时，留下“期待、努力”的
感慨。

当日，刘艺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展览，还集合了展览、
研究、收藏以及公众教育功能，此外还兼
具社交。

新馆结合三星堆青铜器的“异形眼
睛崇拜”，将打造一双巨大的“古蜀之
眼”。对此，刘艺坦言，“古蜀之眼”的灵
感并非“命题作文”，是在多次参观三星
堆博物馆中积累的灵感所得。

“三星堆博物馆是成都附近的一个
打卡圣地，我来过多次。”刘艺说，之前每
次来三星堆都会画一些速写，其间发现

“眼睛”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标志。他
说，造型夸张、独特的三星堆“眼睛”，似

乎是古人透过这双“眼睛”，跟现代人进
行对话。

最初，刘艺等人画出的设计草图，
就画了一双巨大的眼睛。草图绘画完
后他发现，“眼睛”的位置很独特，朝向
遗址区，也朝向三星堆博物馆老馆。人
在馆内，通过巨大的眼睛，可以看向整
个遗址区，也可以看到老馆，通过这种
视线的联系、对望的关系，来阐释文化
和时间的主题。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约
5.5万平方米，属于超大型展馆，所以馆
内大致分为两个空间：观众的公共空间
和展览空间。”刘艺说，在公共空间，采
用巨大螺旋形坡道的方式，从负一层通
到二层。这是一个时空螺旋，向下探索
大地，向上接应天空，观众经过螺旋形
坡道，可以缓步参观一、二层，也可以下
到负一层。这是公共空间突出的地标
亮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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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上午，随着机器轰鸣，礼花
绽放，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
馆及附属设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新馆
位于三星堆博物馆园区内，距离三星堆
遗址区直线距离约2公里。

新馆主体工程计划1年内完成，展
陈策划设计同步启动，展陈工程预计于
2023年10月完成。建成后，新馆将再现

“三星伴月”景观，成为代表四川悠久古
蜀文明历史的标识性景观，进一步提升
古蜀文化国际影响力，助力三星堆建设
世界古文明研究和文旅高地。

修建
主体工程计划一年内完成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在
哪里？

结合专家的多方论证，秉承“尊重历
史、最小干预”的原则，新馆选址于三星
堆博物馆园区内，位于已修建的一号馆、
二号馆北侧，距离三星堆遗址区直线距
离约2公里。

新馆占地面积66亩，建筑面积约
5.5万平方米，是现有场馆建筑面积的5
倍，为特大型、世界级博物馆，主体建筑

包括地上2层、地下1层。
本次建设还包括一个约0.66万平方

米的游客中心，新游客中心毗邻新馆，将
进一步提升三星堆的接待能力。

据介绍，整个项目分为主体工程和
展陈工程两个部分，总投资14.33亿元。
主体工程计划1年内完成；展陈策划设
计同步启动，展陈工程预计于2023年
10月完成。

建成后，新馆除了展示三星堆1、2
号“祭祀坑”文物外，还将展示新一轮考
古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

设计
将形成“三星伴月”之景

新馆建成后会不会与旧馆形成冲
突？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的建设，将充分考虑文化传承与国
际形象的结合，既要和现有展区融为一
体，又要充分体现古蜀文化特色，还要符
国际化、现代化标准。”

据中建八局项目经理李文博介绍，
根据方案，新馆将由3个起伏相连、相互
堆叠的圆弧形建筑构成，立面墙体与二
号馆外墙相连环抱一方水潭，形成“三星
伴月”之景。同时，为了与一、二号馆融

为一体，新馆屋顶采用地景化处理方式，
也就是依托结合现有的景观和建筑进行
打造，从园区内一侧到鸭子河畔，屋顶逐
渐由高到低，直到消隐在鸭子河畔。屋
顶还将种植一片绿植，与整个园区的植
被、水系互相融合。建成后，从园区入口
处向西望去，新馆的地景化处理与一号
馆的覆土形体呈夹迎之势，左右呼应。
经过这样的处理，从不同角度观看就有
了不同的寓意：面向城市的一面，是谦卑
的、融入覆土中的姿态；面向园区的是完
整的建筑体量；面向鸭子河的一面呈现
出自然绿化状态。

此外，新馆建设还有一大亮点，在面
向园区内的一侧，结合三星堆青铜器的

“异形眼睛崇拜”，还将打造一双巨大的
“古蜀之眼”，向遗址区方向眺望，这双巨
大的眼睛，巧妙地为室内公共空间引入
了自然光线，更象征着三星堆文化对外
展示的窗口，是古蜀文明穿越古今凝望
世界的隐喻。

施工
智慧工地系统实现数字化监管

为了实现古今相融、新旧相融，施工
将采取怎样的保障措施？相关负责人
说：“新馆位于现有的博物馆园区内，周

边环境比较复杂，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
进行提前规划，新馆从设计、施工到建
成，将充分采用‘智慧化’手段。”

该负责人说，将通过规范化建模、全
要素感知、网络化分享、可视化认知、高
性能计算以及智能化决策支持，推动实
现数字链驱动下的项目设计、施工、运维
服务的一体化协同。同时，工程还将利
用智慧工地系统，打造集“生产、技术、质
量、安全、物资、绿色施工、现场服务、工
程资料”八大业务于一体的数字化管控
模块，实现人员、机械、安全、质量、进度
等全维度、全时空数字化监管。以科技
赋能打造智慧博物馆新典范，建成的新
馆将采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等前沿技术，实现博物馆运营、管
理、服务、保护等方面的充分智慧化，在
线上、线下为游客、馆方提供统一、完备
的数字化支撑平台，通过3D仿真、VR
游览、在线导览、智能讲解等技术，加强
游客的互动性和体验性，突破藏品展陈
的时空限制，丰富展陈方式和展陈内容，
打造一个将文物、遗迹和智慧城市融于
一体的三星堆博物馆智能生态链，让游
客能够更加深入的体验古蜀国所创造的
灿烂文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王祥龙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工
将形成“三星伴月”之景

三星堆金面具是如何出土的？

纪录片《古蜀瑰宝》
今日为你揭晓谜底
无论是带有“迷之微笑”的青铜纵

目面具，高大瑰丽的青铜神树，还是璀璨
夺目的金面具，三星堆遗址每一次“上
新”，让人震撼的同时也引发思考和追
问：这些魔幻又超现实的文明到底从何
而来？当时的古蜀文明是什么样子的？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大型考
古纪录片《古蜀瑰宝》，将为观众勾勒出
古蜀文明更为清晰的演进脉络。这部
纪录片将于3月30日至4月1日每天
20：00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21：15在
四川卫视播出。

2020年，四川广播电视台和凤凰
卫视联合出品了10集大型文化纪录片
《蜀道风流》，开启了巴蜀传统文化的寻
根之旅。作为《蜀道风流》的姊妹篇，
《古蜀瑰宝》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对史前
古蜀文明的生动梳理和崭新诠释。

在《古蜀瑰宝》中，观众将能看到考
古工作者们利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
新的手段发掘6个祭祀坑的完整过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总设计师刘艺：

多次参观，产生“古蜀之眼”灵感

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效果图。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对话

三星堆博物馆时空螺旋序厅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