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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民日报头版“推荐”的四川展区吸引观众“打卡”

讲解员眼里的四川老乡：眼神里写满自豪感

“跟随讲解员的讲解，观众们一个展
区一个展区地参观……在四川展区，观
众近距离观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
头像……”

在10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
上，文章《感悟伟大成就 汲取奋进力量》
中记录下了观众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四川展区“打卡”的情景。

当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北京展览馆现场看到，不少观众因《人民
日报》的“推荐”，特意前来参观寻找三星
堆的文物珍品，并通过展览进一步了解
新时代的四川面貌。对讲解员夏芸和杨
丽来说，这些天在四川展区工作，除了自
豪，还有频频收获的感动与惊喜。

老乡“打卡”
来到四川展区看到熊猫

就像回到了家乡

“您能帮我和大熊猫拍个合影吗？”
在四川展区，观众张女士向讲解员杨丽

“求助”。
10月5日，杨丽告诉记者，自9月27日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以来，类
似张女士这样的“求助”，她已经遇到了
很多次。“但张女士有些特殊，她的老家
在四川，由于疫情影响，已经快两年没回
过四川了，她很想念家乡。”杨丽说，拍完
合影的张女士，有一句话令她感触很深，

“来到四川展区，看到熊猫，就像回到了
家乡。”

张女士与之合影的“明星展品”大
熊猫模型，系仿照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雅安基地的两只大熊猫制作而
成。它们是四川展区6个模型、117幅图
片、4部视频、1套沙盘、3件文物、2个场
景以及52件（套）实物、2个互动展项中
的一部分。正是通过一件件模型、一幅
幅照片、一段段视频、一件件实物、一处
处造景……立体呈现了新时代治蜀兴
川的硕果。

观众自豪
很多老乡看完展览后
为家乡的发展感到自豪

和杨丽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讲解
员夏芸。“尤其是国庆假期这几天，不时
会遇到在京工作的四川老乡。”夏芸回忆
起这几天自己捕捉到的这样一幅画面：
一位中年男士默默地站在四川展区里，
一直注视着宜宾长江之畔的图片。“那种
专注，让人不忍打扰。后来，我才知道他

的家乡在宜宾，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就留
在了北京工作。”

夏芸说，包括这位观众在内，很多在
京工作的四川人，来到四川展区，眼神里
都写满自豪感。“所以，参观者中哪些是
四川老乡，还是很容易辨认的。”

在四川展厅，记者注意到，一些观众
在观展时，会突然讲起四川话，一位在央
企工作的成都籍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
告诉记者，这次来四川展厅观展，主要任
务就是帮孩子拍大熊猫的照片。“大熊猫

不仅是四川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这些
游子的一种思念。孩子虽然出生在北
京，但很喜欢大熊猫，或许这也是一种基
因。”说完，她望着展区上大大的四川两
字，爽朗一笑。

讲解员们表示，很多四川老乡看完展
览后，都为家乡的发展感到自豪。“过去10
年，四川经济总量连跨3个万亿元台阶，在
全国排位稳居第六。”夏芸说，一位来自交
通系统的专家听完这组数据，那种自豪，
溢于言表。一位来自高校的观众还对展
区工作人员说：“虽然人在北京，但我们也
是家乡的一部分。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也是我们的责任。”

学生专注
学生观众提问水平高
认真程度让讲解员感叹

“其实，这场展览对我们来说，也是
一种检验。”夏芸说，除了在京工作的四
川老乡，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不少学生
观众。“他们涉猎的广度和深度，都出乎
我的意料。”

比如，讲解中提到拥有“四川基因”的
“华龙一号”时，不少学生会问：“华龙一号”
采用的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那么第
一代、第二代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讲到位于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记录到人类迄今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
子时，有学生问，它和贵州的“天眼”都在
观测宇宙，它们有什么不同？

讲推动我国燃机实现跨越发展的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时，有学生问，它
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铸造的？

“这些学生观众，有的是和家长一起
来的初中生、高中生，有的是来自清华、
北大的学生。他们勇于提问、敢于提问，
甚至有些问题超出了我们的准备。”在夏
芸眼中，这些学生很认真，“不仅在认真
地看展览，也在真诚地了解四川。”

为了不让一些提出“冷门问题”的学
生留下遗憾，四川展区工作人员特意留
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在对问题进行准
确了解后，一一给予回复。

国庆假期，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从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中感受心灵震
撼、接受精神洗礼。据了解，目前展览只
接待团体游客，10月下旬将开放个人预
约参观。“相信那时观众会更多，我们也
会进一步做好准备，向全国观众更好地
介绍展览，更好地介绍四川。”四川展区
工作人员说。

一件青铜大面具静伫，身着白大褂
的文物医生正用精密仪器对它进行检
测、观察。这是正在“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中央综合展区展出的一幅照片。
记者了解到，这件大面具来自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早已是明星文物，曾登上过
虎年春晚，是当之无愧的C位嘉宾。

这件青铜大面具出土于三星堆3号
祭祀坑，埋藏在坑中部偏南位置，面具脸
部朝下，其上被象牙叠压，历经三个多月
精 心 清 理 后 才 最 终 面 世 。 面 具 宽
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是
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
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

具。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
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

这么大的面具，是如何提取出坑
的？记者此前曾采访过大面具的“贴身
医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
物修复师任俊锋，他讲述了大面具提取
的过程。据任俊锋回忆，其所在的三号
坑文物叠压情况复杂，象牙、青铜器、玉
石器相互交错。通过发掘清理，现场团
队发现大面具“脸”朝泥土，左耳已与本
体发生了开裂。

“它的锈蚀情况、青铜本体、强度、面
部埋藏情况等都难以辨别。对我们来
说，是有很大难度的。加上所有操作都

只能在移动平台上完成的限制，难度进
一步加大。”任俊锋说。现场文保团队经
过多次论证和研讨，最终克服了困难，形
成了最终的提取方案。即：龙骨加固、工
字支撑，兜底提吊方式，将其整体向上吊
离出坑。

紧接着，文保队员们以常见的竹子作
为分散应力材料，利用其韧性和抗弯折的
特性，制作了一副特别的龙骨架，并用绷
带层层缠绕保护，再从各个计划点位将大
面具加固。由于大面具没有过多的着力
点，为了保证在提取过程中能够抗弯折，
又采用了工字形木结构对大面具进行抗
折力支撑，最后用吊带兜底起吊出坑。

2021年6月23日，经过一系列充足
的准备，现场团队终于准备正式将大面
具吊离出坑。当日上午，任俊锋和同事
们一直在三号坑中对准备工作进行仔细
检查。确定出坑路线、定位队员任务，做
到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进行了反复预
演。下午3点45分左右，在三星堆考古
队员们的见证和掌声中，大面具成功吊
离出土。

2022年元宵节，在京“出差”归来的
青铜大面具“回家”，在三星堆博物馆文
物保护与修复馆首次正式展出，让前去
参观的游客一睹真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青铜大面具“贴身医生”任俊锋讲述：

登上这场展览的大面具是如何提取出坑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欧阳晨雨 卢荡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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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展四川展区
参观。

◀在四川展区，
观众近距离观看
三星堆遗址出土
的青铜人头像。

◀四川展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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