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收到了足球、篮球、羽毛
球、乒乓球等多种体育用品，我们一定会
好好利用，增强体能锻炼。”在一场“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仪式上，一名学生
代表发表着感言，表示将把这份感激之
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努力成为有用之
才，不辜负社会的期望，并承诺将来也要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这个画面，只是“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该项
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为超过4000所学
校送去了体育器材和课程，惠及学生人
数超百万，向全社会传递了“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正能量。

丰富学校体育教育器材
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据了解，“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2012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一项在教
育助学领域开展公益实践的重要举措和
重点公益项目，旨在为各地缺乏体育器
材和设施的中小学送去开展体育教学急
需的器材，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快乐运动、
健康成长的“快乐操场”。

近日，四川体彩在全省上下开展“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积极助力青少
年成长，为体育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四川体彩“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遍及全省20个市州
的22所学校，为孩子们带去了丰富的体
育教育器材，有效填补了学校体育器材
的空缺、改善了学校体育设施、丰富了学
生们的课余生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运

动的快乐。
活动中，各地体彩分中心还和同学

们在校园操场上开展了趣味运动比赛，
让学生们在激烈的对决比拼中，感受运
动的快乐和团结协作的乐趣，体彩分中
心工作人员的加入，更是让活动现场欢
笑声不断，大家尽情地享受着体育运动
带来的快乐，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
着天真烂漫的笑容。

参与互动游戏
感受拼搏精神

从孩子们的成长角度来看，“快乐操
场”活动意义深远。德阳分中心为帮助

学校解决体育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邀
请了专业乒乓球教练，将公益体育课堂
送到同学们的身边，孩子们在教练的带
领下，练习并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关键技
巧，体育公益课堂为促进学校体教融合
起到了积极作用。

遂宁分中心将象棋公益课“搬进”教
室，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特别的“体育”
课，特别邀请了中国象棋协会一级裁判
员、初级教练员、一级社会指导员姜远红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象棋公开
课，带领同学们走进象棋的奇妙世界，感
受象棋博弈这项智力运动的魅力，激发
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资阳分
中心现场策划了“一击即中”和“疯狂乒
乓球大PK”两项趣味体育活动；宜宾分
中心则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十人击鼓
游戏，让孩子们在互动游戏中感受到了
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拼搏精神。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在助学道路上，不断汇聚微光，聚沙成
塔，守护公益初心，时刻关爱青少年健康
成长，践行责任使命。“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活动不仅体现了体育彩票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的性质，也展现了四川体彩对
体育教育事业的重视与关怀。

近年来，四川体彩积极开展各项公
益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市民
能够了解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惠及更
多人群，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承担责任、
贡献力量。展望未来，四川体彩将继续
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青少年健康成
长，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孩子们送
去关爱与支持，共同营造健康、快乐、和
谐的校园环境。 （广告）

四川体彩2024年“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公益活动走进大英县回马镇郪口
小学校。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图

四川体彩2024年“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开启。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图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

四川体彩“快乐操场”助力各地体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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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历来引人注目，
如果以微观的角度来解读，会有什么样的
收获？从青铜容器这一典型器物来看，三
星堆与长江中游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近日，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许杰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带来题
为《显著与隐微：阅读三星堆文明》的讲
座。他从那些鲜为人关注或讨论的知识
点，结合个人的微观观察，向大家提供了
认识三星堆的一个有趣而独特的视角。

从微观角度推测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或有过木质躯干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不少的青铜人头
像，无论是后脑勺编发的，还是头顶盘发
的，又或是戴金面具的，它们的下端都呈
三角形，且不能独立展示，必须辅以支
架。那么三星堆人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
不能“站立”的青铜人头像呢？许杰认
为，或许是因为人像的有一部分已经消
失，只留下青铜的造型。而要解开这个
谜题，就需细致地观察青铜大立人。

结合青铜大立人三角形的“衣领”造
型，许杰指出，或许这些青铜人头像都曾
有过一个木质的身躯。而这些木质的身
躯，已经随着三星堆人的祭祀习惯，如焚
烧、掩埋后，消失殆尽。在与三星堆紧密

相连的金沙遗址中，就曾出土了木雕彩
绘神人头像。早在20世纪90年代，许
杰就曾与参与一号、二号祭祀坑发掘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
站首任站长陈德安讨论过，他们就“铜人
头曾有过身躯”这一点达成了一致。

“二号坑的青铜神坛是一个关键性的
证据。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木构建筑的
青铜模型。”在青铜神坛中上部的青铜人
面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相
似。而多个青铜纵目面具因有孔洞，不少
学者就猜测过，这些面具或是在祭祀场景
中，被悬挂于高处使用。因而许杰推测，
这个青铜人面像与青铜面具或表现的是

同一含义，而其所附依的部分，也许就曾
是一个木构建筑。

从静态的青铜器
进入三星堆人的礼仪场景

许杰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些静
态的青铜器中，隐藏了动态的礼仪场景，
甚至包含了“场景、声音”，而当时的礼仪活
动必然也包含了气味。“研究人员应当从
这些有限的遗存中，争取恢复这些场景。”

许杰以二号坑出土的玉璋为例介
绍。玉璋上所刻的纹饰分为上下两部
分，许杰认为，这描绘的就是三星堆人祭
祀的场景。“两排人都戴着两种不同的

‘帽子’。上面站着的一排人戴着铜铃形
耳环，与耳朵呈90度。而下排跪着的人
则戴着双环形的耳环，呈45度。”无独有
偶，在一号坑出土金杖的纹饰中，人像也
戴耳环。所不同的是，金杖人像的耳环
呈现自然垂落状态。因此许杰认为，这
些“飞起来”的耳环是制造者故意为之，
它隐藏了人物的动作，表现的是祭祀的
动作。

从纹饰、器型的细微差别
读出青铜容器与长江中游的深刻交流

许杰擅长以微观视觉解读三星堆。
例如在青铜尊、青铜罍这样的容器来源
上，许杰以纹饰、器型的对比，提出了“纵
然中原商晚期的青铜器与三星堆的青铜
容器粗看一致，但是从细节上来看有许
多差别”的观点。

例如从河南安阳殷墟18号墓出土
的大口尊与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大口尊
相比，中原大口尊的重心向下，腹部比较
深，圈足比较矮，大口相对来说并不高。
同时，三星堆的大口尊口部依旧有弦纹，
这一点在商晚期的中原青铜器中已经不
见。“这是二里岗时期的特征。”许杰说。

对于尊、罍来说，中原的兽首放置在
容器肩部。而南方的兽首则有两种形
态，一种是跨越肩部和腹部上沿，附着在
器物上；另一种则是直接悬挂在器物腹
部的上端。这两种形态并不在中原或者
南方兼容。

与之相反，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岳
阳出土的牺首兽面纹圆尊与商代鱼纹铜
罍，与三星堆出土的尊与罍，从器型和兽
面装饰上来看，更加相似。并且长江中
游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都用于盛放
固体，比如玉器和海贝等，而中原出土的
青铜容器用于盛放液体，比如祭祀用酒，
被称为酒器。许杰强调，同样器型在不
同地区、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会有不一样
的使用途径，不应粗略地一概而论。

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与青铜造
像之间，无论是从器型、纹饰上来说，均
有很大的差别。青铜容器上最常见的饕
餮纹，却不见于青铜人像中。“这是不同
文化的产物。不大可能存在同一种文化
的两个青铜作坊，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
系的情况。”许杰说，“我认为，这些青铜
容器与长江中游存在深刻交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2001年4月，许杰在西雅图艺术博物
馆内仔细观察青铜大立人。 受访者供图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解读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与长江中游存在深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