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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戴缤纷羽毛身穿印加服
饰的演奏者，在舞台中央吹奏

起一曲秘鲁民歌《山鹰之歌》时，似乎让
人步入时空隧道，来到了神秘的“黄金
之国”印加……1 月 9 日晚，“印加——
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在成都金沙遗址
博物馆正式拉开序幕。悠扬旋律中，观
众仿佛看到翱翔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
雄鹰穿过千百年古老文明。雄鹰之上
的万里长空，一轮亘古闪耀的太阳，将
古蜀人和印加人紧密联结。

造型独特的彩绘陶器、璀璨夺目的
金器，还有色彩鲜艳、花色多样的纺织
品……来到展览中，浓郁的异域风情扑
面而来。本次展览由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主办，展出来自秘鲁考古学人类学
历史学国家博物馆、印加博物馆等秘鲁
14 家博物馆的 168 件/组展品，包括骨
器、陶瓷、金属、石器、木器、纺织品、绘
画和木乃伊等，全面展示印加帝国的发
展脉络、社会生活、艺术成就和文化遗
产，回望印加所在的安第斯地区绵延千
年的文明兴衰。

“自开馆以来，金沙遗址博物馆便
注重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至今已与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文物巡回
展、学术会议，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
桥梁。未来金沙将继续通过‘引进来’
和‘走出去’等方式，增进文明对话和文
化交流。”在展览开幕仪式上，金沙遗址
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

走进文化激荡的安第斯山区
八大文明奠定印加辉煌基础

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负一

楼的“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

展览门口，抬头望去，来自迪亚瓦纳科

文化的“太阳门”图案被印刻在门厅上，

该图案被公认为是印加创世神——维

拉科查。穿过“太阳门”，细心留意脚

下，就会发现安第斯山脉历史穿越之旅

就此展开。

提到秘鲁，人们总会想到神秘的黄

金帝国印加，但早在印加帝国兴盛之

前，丰富多彩的文明已在安第斯山区生

发激荡。为了清晰呈现印加帝国繁盛

的背景和面貌，此次展览以时间演进为

序，共分为序厅、第一单元“安第斯的古

老文明”、第二单元“印加帝国的辉煌史

诗”和尾厅等四个部分，阐释印加人的

日常生活、艺术成就、精神信仰和文化

遗产，回溯安第斯山脉从距今约5000

年到3500年的卡拉尔文化，到1572年

印加帝国被殖民者征服前的文化更替。

从秘鲁北部早期的库比斯尼克和

查文文化中，感受他们在陶器、建筑、骨

雕和石雕方面的卓越表现；到秘鲁海岸

北部莫切文化逐渐兴盛，莫切人将对神

灵的崇拜融入艺术创作，在制陶、冶金

和纺织等方面成绩斐然……在展览的

第一单元，观众从丰富的展品中得以看

到，早在印加文明发展繁盛之前，安第

斯山脉就已孕育了卡拉尔、库比斯尼

克、查文、纳斯卡、莫切、迪亚瓦纳科、瓦

里和西坎等文化。

“印加文明也是在安第斯各个区域

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很

多地区的传统。”执行策展人史霄曜说。

而在第二单元，重点讲述印加帝国

的辉煌史诗，分为发展历程、社会经济和

文化艺术三个部分。“在这一单元，可以

看到从公元12世纪开始，印加人如何从

一个小小的部落，一步步统一了整个安

第斯地区，建立了辉煌的印加帝国。”

当黄金面具跨越时空相望
感受古蜀与印加“和而不同”

飞扬上翻的眼睛、形状逼真且凸起

的鼻子、风格独特的耳朵……在展览的

序厅部分，一件正面大部分区域涂满红色

朱砂的黄金面具位列其中，神秘又耀眼。

这件来自秘鲁西坎文化的黄金面具，与金

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隔空相望，呈现出

世界古代文明中共有的面具艺术。

印加文明和古蜀文明之间，虽相距

万里，但两地先民却有着太阳崇拜这一

共同的精神信仰。3000年前的古蜀金

沙遗址曾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黄金面

具等精美文物。在印加帝国，国王被视

为太阳神的后代，他们用黄金装饰宫

殿、制作工艺品。因此，安第斯地区的太

阳崇拜、黄金崇拜等精神信仰，也是此次

展览中着力呈现的主题，让观众感受古

蜀与印加之间“和而不同”的精彩碰撞。

“黄金面具是西坎文化中最有标志

性的器物。”史霄曜表示，地位最高的西

坎贵族死后会戴着高纯度的金面具下

葬，该面具可能代表了西坎神的脸。

开幕仪式上，远道而来的秘鲁印加

博物馆理事长埃莱亚萨·克鲁辛塔·乌

加特博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到

了印加文明与古蜀文明之间相似的太

阳崇拜和黄金崇拜，也谈到了两地出土

的黄金面具的差异。“印加文明中的黄

金面具，主要是作为陪葬品，西坎贵族

才能使用。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则是在祭祀活动中使用。”

而在文物之外，展览的展陈设计也

颇具巧思。展墙上，安第斯山脉绵延的

山脊被抽象成曲折线条，印加传统的梯

形建筑被解构成几何图形，万花筒般灿

烂的安第斯文明就在这“线”与“面”中
依次上演。穿行在展厅中，展墙上的印
加传说诸神、地面上庞大的纳斯卡地画
投影，还有凸显印加织物质感的布面展
墙等令人印象深刻。展览中还用场景
复原的形式，立体呈现马丘比丘遗址、
华卡普拉纳金字塔遗址等，让观众游走
于这些壮观的历史遗迹中，感受人类文
化遗产的魅力。

“金沙近五年举办了不少‘世界文
明’系列大展，我们希望把自己置身于世
界文明发展的视野当中，让更多的中国观
众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异域文明的魅
力。”在展览的末尾，史霄曜这样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在成都金沙邂逅神秘“黄金之国”
“印加特展”展现异域文明魅力

提到著名的良渚古国，许多人都会

想到美轮美奂的良渚玉器，而在5000

年前，石器在良渚人的生活中也非常重

要，要用它们伐木建房，耕田割稻。浙

江杭州最新发现的沈家里遗址和沈家

畈遗址中，都有良渚时期的石器加工

场。在1月20日至21日举行的“2023

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汇报会”上，考

古学者介绍了上述发现。

沈家里遗址和沈家畈遗址分别位

于杭州市的萧山区和桐庐县。2023年

7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复旦大学和萧山博物馆对沈家里遗

址开展考古发掘。2022年11月至2023

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

庐县博物馆联合对沈家畈遗址开展考

古发掘。

沈家里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

考古发掘面积325平方米，考古工作者

在此发现了专业程度很高的良渚文化

石器加工场遗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李唯介绍说，沈

家里遗址附近有自然山体，“良渚石匠”

是直接开山取石，主要的产品是石锛、

石凿、石斧和石镞，有不少石器的半成

品磨制得很好。

李唯告诉记者，这个石器加工场并

不是良渚先民创办的，在距今约6300

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就已在这里

采石制器。

沈家畈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考

古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沈家畈项目现场执行领队

关欣玉介绍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良渚

文化时期、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四个阶

段。考古发现灰坑、墓葬、柱坑、石器堆

等遗迹200余处，共出土遗物3.7万余

件，多以良渚时期的石制品为主，既有

石器生产不同阶段的产品，也有制作石

器的原料和工具。

关欣玉介绍说，此前就有多位专家

判断分水江流域会有时代延续、系统性

的石器加工点。而沈家畈遗址的发现

正好填补了长江流域史前石器生产制

造链条的一处空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

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

目负责人王宁远研究员介绍，他们曾

对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石器作过系

统鉴定和分析，发现不少石器的石材

并非采自良渚古城周边的山体里，而

沈家畈遗址就有此类石材的石器，这

为良渚石器来源的研究提供了考古

实证。

王宁远说，先民选择在江边建立石

器工场是经过精心选址的。“条纹状硅

质岩质地不一，开山采出的‘山料’质地

不均匀，其疏松部分直接用于制作石器

容易开裂，而经过水流冲刷的山石形成

的‘籽料’，质地普遍坚硬，更适于制作

石器。我们可以依托这个遗址，开展良

渚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流通的全链条考

古分析研究。”

据新华社

良渚石器考古又有新发现
“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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