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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乔习文不慎将山西省
河津市世纪朝阳 12 号楼 4 单元 2
层西门的土地证【证号：河国用

（2009）199号】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绛县瑞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坐落于绛县振兴街东段路
北唐尧世家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603
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晋（2019）绛
县不动产权第 0000740 号】丢失，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于中华文
明版图西南部。

黄 金 面 具 、青 铜 人 像 、青 铜 尊 、玉
琮、玉璧、金箔、象牙……20 日，“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
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 6座三星堆
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 500 余件重
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
1986 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
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3.5平方米的“祭祀坑”一
片金光闪闪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
麓的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
堆。后来考古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
说的 3 个相连的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
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
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
一户村民在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了一
大堆玉石，随后流入坊间，“广汉玉器”
名噪一时。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 1、2
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 1700 余件。
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
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
谲，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
此次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位于

1、2 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 8
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
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
民安的场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祭祀
坑”的情况，可以想见约 3000 年前的祭
祀场面该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 3.5 平方米的 5 号“祭祀坑”
一片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
清理出多件金器和 60 余枚带孔圆形黄
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
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
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
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
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
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
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在 3 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
铺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
青铜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

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 6

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 1.5
米、宽约 0.4 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它是
做什么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
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
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去破解。但是，就目前的阶
段性成果而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高度
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
术和精神信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
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黑科技”与“豪华阵容”
助力考古大发现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
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 1、2 号

“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
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
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
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
掘。只用两个月，就把 1、2 号坑发掘
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

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
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
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
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
祭祀“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
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
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
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
“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
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
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
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
等。

不 仅 有 科 技 力 量 的“加 持 ”，专 家
“阵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
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
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
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
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
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
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
影”。

“我们在 4 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
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
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
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
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
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
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
坑 内 燃 烧 ？ 燃 烧 最 高 温 度 是 多
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
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
映福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
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
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
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
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
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
在迷雾之中。三星堆，自 1986 年“一
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
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
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
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
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
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
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
带 有 浓 郁 的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而 铜 牌
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等
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
域性文明的交流。

“ 此 次 发 现 的 铜 罍 、 玉 琮 以 及 铜
器 纹 饰 都 在 中 原 地 区 能 够 找 到 祖
型 ， 是 古 蜀 文 明 与 中 原 地 区 频 繁 交
流 的 有 力 物 证 。 铜 尊 与 长 江 流 域 其
他 地 区 同 时 期 的 铜 尊 特 征 相 似 ， 是
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
考 古 研 究 院 三 星 堆 考 古 研 究 所 所 长
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
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
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
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
许多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

勾勒出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
堆、金沙、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
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
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
他们因何消亡？
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

饪什么美食？
……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

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
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
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
的“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
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
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
形成过程。

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
程度，决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
值。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
的整理、修复以及实验室工作，将田野
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步地消化和深入
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
掘，每一天，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
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
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
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
实，人们翘首以待。

（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

金面具 青铜人像 大量象牙……

三星堆新发现“再惊天下”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施雨岑 童 芳 王 鹏

这是在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戴金
面罩青铜人头像”（3 月 5 日摄）。该文物
于 1986 年从三星堆 2号“祭祀坑”出土。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3 月 19 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特制的升降设施在
3 号“祭祀坑”内作业，以减少对坑内文
物的影响。

此次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

古发掘和保护研究，现场工作人员充
分 运 用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 实 现 考 古 发
掘、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全过程紧密
结合。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3 月 21 日，游客在河北邢台市南
和区和阳镇沙道村杏林内踏春赏花。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沙道村种

植的百余亩杏花相继盛开，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春日景象。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河 北 邢 台 ：杏 花 枝 头 正 芬 芳

3 月 21 日，在浙江省桐庐县分水
镇大路村千亩油菜花基地，摄影师启
动无人机。

当日，桐庐县举办的长三角百名
航拍摄影师航拍美丽乡村摄影和短
视频大赛开幕，摄影师们将拍摄乡村
古建筑、畲乡风情、山花烂漫等多种

主题的四季乡村美景。
近年来，桐庐坚持生态立县，从

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县行动到打造
风情小镇，再到当前的“潇洒桐庐·秀
美乡村”建设，逐渐绘成了一幅美丽
乡村建设的样板画。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浙江桐庐：美丽乡村开启航拍大赛

3 月 20 日，苗族同胞身着盛装在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田埂上参加“春
耕大典”（无人机照片）。

当日是春分，辛丑年丹寨“春耕
大典”在贵州省丹寨县万达小镇及丹
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举办。苗族同胞

载歌载舞，在梯田上开耕、插秧，庆祝
春耕春播季节来临。近年来，丹寨万
达小镇打造“春耕大典”等农事节庆
活动，助推丹寨农文旅结合发展，促
进当地村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贵州丹寨：举行辛丑年“春耕大典”

3 月 21 日，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
在比赛中。

当日，不止骑·2021 第二届环黄
山自行车赛暨第三届环长三角自行

车赛歙县站在安徽歙县开赛，来自全
国各地的约 500 位骑行爱好者参加
比赛，锻炼身体，乐享春光。

新华社记者 韩 旭 摄

安徽歙县：脚踏单车享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