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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导演顾菡丹：
向更多人普及何为考古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实力圈粉

在刚过去的2022年，豆瓣2022年度剧集榜单备受关注，其中2022年第四季度播出
的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更是以9.1分的高分位列其中，成为豆瓣2022

评分最高纪录剧集中唯一一部考古主题的纪录片。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对话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兼总导演顾菡丹，揭开

幕后故事。

纪录片拍摄现场。

纪录片摄制组与三星堆发掘保护团队合影。

纪录片海报。

成博新春上新展 看中国风尚扇动世界

西洋人物故事图纸面兽骨折扇（19世纪）。广东省博物馆藏

聚焦考古新青年
考古是个良心活

可爱、真实、鲜活、接地气……关于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以下简称《不

止考古》），观众有太多这类的评语，它

们大都与看似深奥、厚重的考古专业背

道而驰。实际上，在纪录片策划之初，

《不止考古》的主创团队就决定了要走

这样一条“不同之路”。

主创团队注意到一个现象，年轻人

对于三星堆，乃至考古这个主题的关注

度持续上升，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

古”这个相对冷门的专业深造学习。“我

们想从考古人的角度切入，探寻背后一

些原因。我们发现，在整个行业中，记

录中国考古人故事的作品并不多。”因

此，在纪录片的创作之初，就定下了“关

注考古人”的方向。

在实际调研中，主创团队也坚定了

这样的想法。“三星堆考古发掘团队是

非常年轻的，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的90

后、95后，他们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团队

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当时更坚定了

当初的想法，希望在纪录片中聚焦考古

新青年的决心。”

但这样的决心，注定了要去尘土瓦

砾之中寻找。当主创团队抵达三星堆

发掘现场之后，他们看到了考古人“接

地气”的一面：比如指挥当地技工们挖

土、拿着刷子清理文物上的尘土等等。

与考古人打了一年交道，主创团队才意

识到，这种日复一日的坚守，才是考古

人的常态。“可能一些观众觉得考古就

是不停发现重大成果，其实这是一种误

解。所以我们希望真实地记录考古这

个职业，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在纪录片中呈现了答

案。这些看似枯燥的工作、自发的提

问、可能没有答案的找寻，都是考古工作

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片子里呈现的，其

实没有发现也是一种发现。他们也许要

做很多次‘红斑’试验，才能证明猜想的

正误，也可能清理了三四个月‘船棺’，结

果发现那可能只是个‘垃圾坑’。说到

底，考古其实是一个良心活。”在顾菡丹

看来，这种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的坦

然，正是出于考古人对于自己职业的热

爱。同时，她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部作

品，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共鸣。

捕捉不确定性是难题
考古工作永无止境

开头跟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赵昊解密青铜器上的“红斑猜

想”，中间又尝试跟着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馆员谢振斌用石

蜡去保存象牙，探索创新方式的可行

性。在看《不止考古》的时候，这种跟随

纪录片追踪解谜的过程，让不少观众颇

为上瘾。

为了追踪每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

答，主创团队在三星堆待了近一年的时

间。顾菡丹说，如何捕捉镜头下的不确

定性是最大的难题。“纪录片拍摄的前

提就是一定要真实，我们无法预测或干

预拍摄内容，能做的无非就是对人物、

场景的选择。”在可选择范围中，主创团

队将镜头对准了“有代表性的考古人”。

在调研准备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大

多数观众对三星堆的认识仅限于出土

文物。但这些文物如何被发掘、出土过

程有何状况、如何进行保护和修复，人

们并不清楚。“我们想要去呈现一个以

往可能被大家忽视的背后的故事。”顾

菡丹介绍。于是，这部纪录片便有了

“微痕之下”“第一层土”“器与不凡”“时

间逆旅”“碎片征途”五集关于三星堆文

物考古发掘不同阶段故事的记录。

虽然选择了以三星堆的考古发掘

工作为背景，但是在纪录片中并没有用

过多的笔墨去描述三星堆的特殊。因

为主创团队希望，能够以此纪录片作为

起点，向更多人普及何为考古。“三星堆

给了我们一个叙事的背景，在其他遗址

同样有考古人默默耕耘。我们思考的

是，让原本并没有关注考古的观众，能

够关注这部纪录片，从而了解考古人。”

但顾菡丹也不否认，这样的选择是

一个取舍的过程：“三星堆的历史和文

物当然很有意思，但考古人才是主线。”

而关于三星堆的历史背景或者考古知

识，主创团队选择用小贴士或者制作外

传的形式进行补充，观众对这些内容的

反馈非常好。

即便口碑不错，但是回望拍摄过程，

顾菡丹还是有些遗憾：“不管是拍摄还是

后期制作，时间都太短了。我们遗憾没

有拍到‘红斑’试验的结果，还有谢振斌

老师的象牙保护成果。考古是一个永无

止境的事，即便我们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但它也只是考古中一个微小段落。但因

时间有限，我们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正如片名一样，考古永无止境，顾

菡丹也把这种和解看成是另一种收获：

“很多时候做纪录片也是这样，需要跟

时间对抗，在取舍中寻找平衡点。片中

的一句文案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我们

主创的心声，‘答案，可能没有预设的精

彩，过程，一定非比寻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受访者供图

“险离蚕丛地，要来宫扇传。”早在

千年前，成都人就对扇子爱不释手了。

宋时成都有十二月市，五月即为“扇

市”。闻名天下的川扇，大多汇聚于此，

再销往天南地北。如今，在位于天府之

国的成都博物馆，即将迎来一场关于扇

子的视觉盛会。届时，漫步

于展厅之中，在一把把精美

的扇子上，可以看到迷人的

西洋风情遇见浓厚的东方

神韵所碰撞出的夺目光彩。

一把玩转于手中的扇

子，能够体现出怎样精湛的

工艺？又能从中折射出怎样的审美意

趣？据成都博物馆透露，1月12日，“广

府外销扇——18至19世纪的中国风尚”

展将于该馆3层特展厅正式开展，97件/

套来自广东省博物馆的传世珍品即将

与观众见面。

外销扇，是一场18至19世纪东方与

西方邂逅的浪漫。这种专门销往欧美国

家的扇子，以融合中外文化的表现形式，

精妙绝伦的手工技艺，在中国上千年的

扇文化中独树一帜。作为专门销往欧美

国家的重要货物，它们见证了中西方贸

易和美学的交流，在扇面上流淌的是极

其精美的工艺与极具中国风味的时尚。

扇子，在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发展历

史，虽然今天人们普遍将扇子视作扇风

纳凉的物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

都曾是身份、地位和礼仪的象征。即将

在此次展览中与观众见面的文物中，这

些美丽的扇子不仅用料讲究，用檀香

木、银鎏金、贝壳等材料制成，精雕细

琢，薄如蝉翼；它们更是工艺繁复，采用

贴面、髹漆、镂雕、织绣等工艺，凝结着

五千年文明的高超技艺。此外，花鸟鱼

虫，人物故事，东方与西方的风土人情，

在小小扇面上相遇，摇曳之间，掀起一

股风靡世界的“中国风尚”。

冬去春来，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用

一场展览迎接农历新年，也许是再合适不

过的选择了。该展览将从1月12日持续

到3月31日，爱逛展的你可千万别错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