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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古蜀文明内涵
三大主题为展览“划重点”

2月 2日，历时6年多打造的上博

东馆全面建成开放。这座以“世界顶级

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为主要定位的

博物馆，将构建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

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当天，“何以中

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三展“星耀中

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东馆第

一和第二特展厅展出，揭开开馆序幕。

作为上博东馆开馆的首个特展，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何上博选择以古蜀

文明作为该馆特展的开端？古蜀文明

为何如此重要？展览又如何叙述隐匿

于历史烟云中的古蜀往事？采访中，胡

嘉麟首先谈到了展览缘起的契机。

“其实，从2022年开始，上博就推

出了名为‘何以中国’的系列大展，‘三

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是该系列的

第三个特展。”胡嘉麟介绍，此前的展览

中，分别展示了以夏商周三代文明为核

心的中原文明，和以崧泽文化、良渚文

化为核心的长江下游文明。

这次他们把视线转向了位于长江上

游的四川，叙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和特点。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出土的不少文

物，可以说更新了我们对于蜀地的认知，

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瞩目。我们希望通过

展示国内不同区域的文明，让观众感受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胡嘉麟说。

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

的古蜀文明，不仅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

的高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三星堆热”成为话题的当下，要

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文博迷，讲述古蜀文

明的来龙去脉，和这一区域文明独特而

绵长的历史，上博又是如何做到的？展

览采用了“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

明德”三大主题单元，向公众全面揭示

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点。

“我们在构思展览时，其实没有像

别的古蜀文明展览一样，通过时间框架

讲述。”胡嘉麟直言，在有限的展厅空间

内，很难将博大的古蜀文明呈现得面面

俱到。于是，展览通过挖掘文物本身的

文化内涵，对其重新进行了组合，来呈

现所表达的三大主题。“我们想通过这

三大主题，勾画出古蜀文明的‘重点’，

告诉观众古蜀文明的文化特点、内涵到

底是什么。”

重点讲述古蜀文明神灵崇拜和精

神信仰的“天行乾道”；反映了古蜀文明

上层建筑各种物质文化关系和交流的

“地势坤物”；展现古蜀文明社会生活、

族群构成、祭祀礼仪制度的“人和明

德”……在展览的单元设计中，观众能

看到暗藏其中的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观

念——“三才”，即“天、地、人”。“希望通

过这三个维度，从不同的层次解析古蜀

文明，展现其文化面貌和文化特点。”胡

嘉麟解说道。

十节玉琮“回归故里”
三星堆新发掘文物首次亮相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作为讲述古

蜀文明的展览，自然要通过文物背后所

承载的历史文化展现蜀地独特的文化

印记。漫步“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

蜀文明展”展厅中，不仅有展现古蜀文

明独特创造性的青铜器、发出耀眼光芒

的金器、晶莹温润的玉器，还有与二里

头文化“撞款”的陶器……

据介绍，展览集结了四川省12家

及国内其他地区16家文博机构的精品

文物，约三分之一的展品为最新考古发

现，其中有的文物是首次亮相，有的文

物是首次出川展出。譬如，十节玉琮就

是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国之重器，这

件文物是金沙开馆后首次离馆展出。

金沙遗址一共出土了2000多件玉器，

类型丰富、形制多样，这件十节玉琮无

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件。

“这件文物能够来上海展出，可以

说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胡嘉麟说，

学界普遍认为，十节玉琮并不是蜀地所

产，而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其跨越

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和数千里的空间，从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出发，跋山涉水来

到蜀地，埋藏在金沙遗址中。“可以说，

这件玉琮在三千多年后，首次‘回归故

里’。这件文物，也体现了长江下游与

长江上游之间非常密切的文化联系。”

同时，这件玉器玉质平滑光润，质地温

润透明，“就算放在良渚文化的区域来

看，都是一件极为上乘的礼器”。

此前，上海与四川在文物保护领域

开启了全面合作。而部分最新考古发

掘的三星堆文物由上海博物馆完成修

复后，也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

胡嘉麟说起了一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青铜人头像，上海博物馆在清理这件文

物时，还从其中清理出了一件由象牙制

成的虎头龙身小雕像。“我们也没想到，

青铜人头像的内容大有玄机。清理出

的这件虎头龙身象牙雕像，龙身非常纤

细，这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头龙身像

极为相似。这件文物也是首次亮相，目

前在三星堆博物馆都看不到。”

长期以来，三星堆遗址以造型独特

的青铜器、金器著称，而金沙遗址以琳

琅满目的玉器闻名。在展览中，除了展

出铜器、金器、玉器等知名度高的古蜀

文明器物外，还展出了金沙遗址的商周

石虎、石蛇、跪坐石人像，更有来自三星堆

遗址的陶盉等器物，涵盖的种类极为齐

全。其中，有一件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亮

相，庞大又完整的象牙吸引了无数观众目

光，更刷新着观众对于蜀地的理解。

“以往来说，古蜀文明的展览有青

铜器、金器、玉器，基本上可以说‘撑’起

来了。但此次展览，我们展出了三星堆

的陶器，因为在考古学中，对于族属的

判断、文化交流和演变，都是以陶器来

进行辨识的。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

器如陶盉，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典型器

物，其反映了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之间

的关系。还有来自金沙的跪坐石人像，

人像双手被绳索反缚，两边还有石虎、

石蛇，构成了当时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

景，这也很重要。”胡嘉麟表示。

借展之路长达1.6万公里
呈现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包容性

造型夸张奇特的青铜人像、高贵神

秘的黄金面具、多样又复杂的铸造形象

……在展览中与精美的古蜀文物擦肩

而过时，观众自然会惊叹于古蜀人出乎

意料的想象力和奇特的创造力。与此

同时，湖北秭归出土的太阳神人石刻

像、湖南岳阳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尊等文

物，也被陈列在展厅中。这些文物静默

无声，却又仿佛诉说着不同地域与蜀地

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来，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

后，因出土文物的独特造型，总能听到

关于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的疑问和猜

想。古蜀文明是“天外来客”吗？胡嘉

麟说，只要观众细细留心展厅中的文物

和展板上的资料介绍，就会知晓古蜀文

明从来不是孤立的文明，更不是凭空诞

生的，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延续

性，因此展览也着力呈现出古蜀文明与

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互动。

“在‘天地人’三大板块中，每个板

块都有大量反映古蜀文明和周边地区

相互交流内容的体现。”在“地势坤物”

主题中，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

青铜罍，与湖南岳阳地区出土的青铜

尊、青铜罍进行了对比。“明显能看出，

两地青铜器在造型纹饰上的相似，足见

蜀地与周边地区所产生的广泛交流。”

胡嘉麟介绍。

此外，在“天行乾道”单元中，湖北

秭归出土的太阳神人石刻像展现出中

华大地上悠久的太阳崇拜，表明这种崇

拜不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独有。“太

阳崇拜的观念，在长江流域起源得非常

早。太阳神人石刻是目前长江流域发

现最早的太阳图腾崇拜文物，属于城背

溪文化时期，距今已有约8000年历史。”

在如此多丰富多样的文物背后，是

策展团队长达1.6万公里、辗转于25个

市县的借展之路，其过程漫长而艰辛，

胡嘉麟更是几乎每月到一次四川，与借

展单位洽谈协商。在胡嘉麟看来，这些

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心思，去

做这样一个展览呢？——希望通过该

展，以物证史、以史增信，让观众领略到

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更

通过展现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包容性、

延续性，让观众知晓古蜀文明作为多元

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

不是孤立的、外来的。”

胡嘉麟还谈道，上海作为一座国际

化大都市，迎接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

他相信以此展作为窗口，能让国内外的

观众走进三星堆和金沙，激起他们对于

古蜀文明的好奇心和兴趣。“这是我们

办展的初衷。”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共饮

一江水”的四川和上海，通过江水相连，

共同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如

今，“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举办，

呈现着古蜀文明何以“星耀中国”，更将

两地紧密联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图据上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讲述古蜀文明何以“星耀中国”
三星堆、金沙文物闪耀上博东馆

彰显了古蜀人高超铸
造技艺的金面罩青铜

人头像、有着矫健身姿和微微
后翘臀部的竖披发青铜人像、
给人薄如蝉翼之感的黄金面
具、泛着温润而幽暗光芒的十
节玉琮……将目光投向中国西
南地区，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
诞生于此地的古蜀文明璀璨而
独特，其出土文物更是令人过
目难忘。

四川与上海，相距数千里，
却江水相连、渊源深厚。坐落
于浦江东岸的上海博物馆东
馆，正在用一场盛大而精美的
古蜀文明展览，拉开该馆“开放
三部曲”的序幕。

2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星
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
展”，在新启用的上海博物馆东
馆揭开面纱。作为迄今为止古
蜀文明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省
外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阵容，
本次展览共计展出 363 件/套
文物，汇集了最新考古发现，最
新文物修复成果。

在该展正式与观众见面
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了该展策展人、上海博物
馆研究馆员胡嘉麟，听他讲述
这场汇聚如此多高规格文物的
大展是如何“炼成”的。

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
十节玉琮。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现场展出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