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丁村，地处甘孜州稻城县南部，位
于稻城亚丁景区中的亚丁景区。

4月22日晚，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
《对话》节目中，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
强透露，为了把亚丁这个世界级的文旅
新地标保护好、发展好，最近正在恢复保
护亚丁村文化活的载体。

如何保护恢复、重现亚丁风貌？村
庄多久能对游客全面开放？4月27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中
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
师、亚丁村项目总设计师刘艺。

“亚丁村是稻城亚丁景区的人文核
心组成部分，具有香巴拉（藏语，香格里
拉）文化原真性，是稻城亚丁景区独一无
二的代表。”在中建西南院出具的规划设

计方案中，从地理、生态及景观、人文三
方面分析了亚丁村的优势，认为其具有
不可替代性。

如何恢复、保护亚丁村文化活的载
体？刘艺说：“我们希望项目最终呈现出

‘香格里拉的田园风光’和‘香巴拉文化
承载地’的效果，看上去是一个自然生长
在这里的美丽藏寨。”

从去年开始，刘艺和团队进驻亚丁
村，开启了调研工作。村庄是一个活的
生命体，所有的工作不能打扰村民的正
常生活，刘艺和团队的工作只能小心谨
慎地进行。

“刚去的时候，我们连详细的图纸都
没有，工作要从地形测绘开始，就像给村
庄做了一次‘全面X光线扫描’。村庄占

地面积771亩，有62栋房屋，每一栋房屋
的情况都不一样，大多数是原木结构，是
否有安全隐患，都要单独出具鉴定报告
来‘对症下药’。根据房屋鉴定，再来决
定哪些地方需要加固、改造，工作要很细
致。”刘艺说。

如何更自然、更原真地保护恢复亚
丁村？刘艺透露，项目建设请了很多当
地传统匠人，用传统工艺来加工外墙。

“最近我们正在做的是外墙风貌恢
复工作。传统藏族建筑外墙都是石头
砌成的，因此我们要用当地的石材，给
现有不满足风貌要求的建筑穿上一件

‘外衣’。天然石材和砌砖不一样，不是
横平竖直的，因此匠人要根据经验进行
组合，就像‘织布’一样，把选择好的石头

搭配组合。同时，为了保证安全性，我们
还要通过一些加固技术把石墙和原本外
墙连接起来。”

刘艺坦言，亚丁村对于他而言，是一
次富有挑战而又宝贵的经历。“我们要把
之前的城市工作方法放弃掉，重新向当
地民居、工匠学习，深入调研，因地制宜；
要尽量使用当地的材料，请当地的藏族
工匠做技艺支持，才能把亚丁村打造成
为乡村振兴的示范、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发展样本，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稻城亚丁的重要人文展示窗口。”

刘艺说，预计9月能完成大部分保
护恢复工作，亚丁村有望10月重新面对
游客开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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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巴文化专题博物馆开馆
500多件文物带你认识神秘巴文化

4月27日上午，达州市宣汉县普光
镇中河岸边，一大片油菜地已过花开时
节，正在结籽。这里就是罗家坝遗址，巴
人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离油菜地不远处，罗家坝遗址博物
馆当天正式开馆。博物馆内，500多件曾
深埋于此的文物得以展出，通过一件件
文物，将一段尘封3000多年的巴国文明
和神秘巴文化重现世人眼前。

陈列分三个单元
展出精美文物500多件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1.2
万平方米，基本陈列以“西南有巴国”为
主题，分“揭秘罗家坝”“寻踪觅巴国”“考
古巴王城”三个单元。

“揭秘罗家坝”单元重点展出遗址出
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各类精
美文物500多件，包括水陆攻战纹铜豆、
狩猎纹铜壶、铜印章和铜腰带等珍贵文
物；“寻踪觅巴国”单元重点还原巴的源
流、演变、发展和传承情况；“考古巴王
城”单元则对考古学家发掘、保护与展示
罗家坝遗址，以及公众体验考古工作者
的日常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自1999年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及相关单位先后对罗家坝遗址进
行了8次考古发掘，清理东周墓葬250
余座，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遗址
年代上溯新石器时代晚期，下延至秦汉
时期，是我国目前已知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中心
遗址之一，也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
地点，和成都金沙遗址、古蜀船棺葬遗
址，并称为“继三星堆之后巴蜀文化的
第三颗璀璨明珠”。

专家学者点赞
是巴蜀文化保护的又一成果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
局长王毅表示，罗家坝遗址博物馆的开
馆，将为进一步挖掘巴文化资源、打造全
国巴文化高地、促进巴蜀文化并重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四川省博物院院长韦荃表示，罗家
坝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是巴蜀文化
保护、传承和发展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

开馆仪式上，罗家坝遗址博物馆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促进罗家坝
遗址的考古发掘、川渝两地人才培养、大
遗址保护展示与建设。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外部造型像一
只古代巴人的“眼睛”，因此被称为“巴
之眼”，寓意通过“巴之眼”，让世界在这
里看见“巴文化”。

“今天，投资 2 亿元、占地面积 2.8
万平方米的全国首个巴文化主题博物
馆隆重开馆，为全国巴文化展示推广、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4月27日，宣汉县委书记冯
永刚说，宣汉将进一步传承好巴人精
神、弘扬巴国文化，切实让“巴之眼”成
为世界看见“巴文化”的重要窗口。

冯永刚表示，未来，宣汉将抢抓“新
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机遇，围绕达州市
委“文化旅游中心”建设任务，坚定不移
实施“文旅靓县”战略，持续放大中国巴
文化之乡品牌效应，抓好巴文化研究阐
释和创造性转化，推动罗家坝遗址大考
古、大发掘、大保护、大利用，努力把博
物馆建成全国一流的标准化、现代化博
物馆，不断提升宣汉文化“软实力”，奋
力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

本组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作为国内首个巴文化专题博物
馆，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必将成为研究、
展示巴文化的重要学术平台和窗口。”4
月27日上午，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开馆，
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对该博物馆作出
高度评价。

韦荃说：“罗家坝遗址博物馆的建
成开放，全面展现了罗家坝遗址的历次
考古成果，是重大考古发现普及推广，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说话的有益探
索；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学术研究、
博物馆建设、展陈等多方力量合作的成
功范例；是巴蜀文化保护、传承、展示、
利用的又一典范。”

韦荃表示，罗家坝遗址已被正式列
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相信未来
将建成“国家巴文化主题考古遗址公
园，国家人文旅游示范基地”。

声 音

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必将成为
研究、展示巴文化的重要平台

从1999年罗家坝遗址首次发掘，
到2023年4月27日全国首个巴文化
专题博物馆——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开
馆。24年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对罗家坝遗址先后进行了8次
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内，从发掘文
物中选择了500多件进行展出。据该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500多件文物中
有3件可谓是“镇馆之宝”，分别是水陆
攻战纹铜豆、狩猎纹铜壶和铜印章。
这3件文物为何能成为“镇馆之宝”？

NO1.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豆
水陆攻战纹铜豆是目前发现青铜

豆中纹饰种类最丰富的一件，非常稀

有，上面装饰水战、陆战、宴乐、采桑等
栩栩如生的场景，生动呈现古代巴人
的重要生产、生活画面。

NO2.镇馆之宝：狩猎纹铜壶
外形呈方唇，敞口，溜肩，鼓腹略

垂，圈足，肩部有两铺首，环上饰有卷
云纹，壶身均饰有纹饰，主要分布在口
下部、颈中部、腹部和圈足上，内容为
狩猎和饲养宠物，是目前发现形制极
为特殊的青铜壶。

NO3.镇馆之宝：铜印章
该印章直径 3.6 厘米、通高 0.8 厘

米，圆形，桥形钮，阳文，印面由星、月、
山等巴蜀符号构成，是目前发现的青
铜印章中巴蜀符号最为丰富的一枚。

狩猎纹铜壶

铜印章

这3件文物为何能成“镇馆之宝”？

宣汉县委书记冯永刚：
通过“巴之眼”

让世界看见“巴文化”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

水陆攻战纹铜豆

预计9月完成大部分保护恢复工作

稻城亚丁村有望10月重新对游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