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用于祭典隆仪，都体现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这与
在国内同一时期其他遗址中主要以玉器、青铜器作
为祭祀品相比，非常特殊。此次发现的这件黄金面
具，则为古蜀文明中对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大
实证，同时其本身也携带着许多神秘信息等待揭开。

与 !号坑“对望”的 "号坑则相对“平平无奇”，
目前发现了一件长约 #$!米的木匣子，外廓碳化、可
见朱砂，其中尚未发现肉眼可见的器物。不过，这类
木匣子之前在成都平原甚至四川盆地都很少见，为
研究祭祀行为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紧贴 " 号坑的 % 号坑和面积最大的 & 号坑
（#%$& 平方米），今天上午正在火热地进行发掘工
作。虽然还没有文物“露头”，但此前勘探发现，&号
坑有金器和青铜器、象牙等迹象，相当值得期待。尤
其在填土堆积里，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大块红烧
土，初步判断是木或者竹构泥墙的残块，从体量推
测可能来自神庙、宗庙或者宫殿等大型建筑。据悉，
各考古坑的填土已开始进行碳 #'测年。如果它们
最终确定年代不同，将对几座坑的性质判断提供更
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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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诚在地里无意

中刨出的玉石坑，让三星堆从此受到关注。

1986年，为了与烧砖取土的当地村民

抢时间，考古人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争

分夺秒完成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

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当时

的考古发掘，脸朝黄土背朝天，动手动脚找

东西，甚至青铜大立人出土时，只能多人合

作一起，踉跄着人肉抱出坑外。

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这一

次，文物保护预案充分完善，高科技助力下

多兵种集体作战，一场基于学术研究的考古

发掘，正在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三星堆为代表

的古蜀文明。

考古发掘现场，再没有夜以继日的紧张

和小米加步枪的困窘。

昨晚10点，记者来到三星堆遗址，一

片良田之上，祭祀区考古大棚灯火通明，星

夜璀璨，室内却一片宁静。今天上午，当记

者再次来到发掘现场，阳光穿过大棚，轻轻

落在考古发掘舱灰色的骨架和透明的玻璃

上。走进祭祀坑，身穿全套防护服、戴着口

罩、头套、鞋套的考古人员，正在有序忙碌。

特派记者 孙佳音 ( 文
特派记者 孙中钦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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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坑了！直击三星堆 高科技考古发掘现场
! ! ! !步入钢结构的临时大棚，新发掘的 *+&号
祭祀坑赫然眼前，"个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
大小不一，在 *$!+#,平方米之间。据三星堆遗
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
去年 #-月开始发掘的 '号坑目前进展最快，已
全部清理完填土，露出象牙、玉石器、金器等文
物。和当年 #号坑相似，'号坑满坑铺有灰烬，
考古人员经过清理后发现，灰烬之下有 .-多根
象牙，象牙之下还有玉器、金器等，还出土了一
件齐家文化的玉琮。

一旁的 *号坑面积 #./#平方米，与 #,&"

年发掘的 .号坑方向相同，位置也基本并排分
布，文物同样丰富。目前出土文物最多，在清理
掉一米多厚的填土后，百余根象牙便露了出来。
象牙之下，*-多件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惊艳
了世界，大口尊、青铜罍、顶尊跪坐人像……本
次考古发掘领队雷雨赞叹道：“尤其它们奇特的
造型，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准。比如顶尊跪坐
人像，完全表现了古蜀人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

为我所用、进行天马行空改造的风格，古蜀人的
浪漫和艺术创造力，可见一斑。”有专家预测，如
果 *号坑与 .号坑文物堆放特点一致，更深的
坑底应该还有玉器出现。
正在发掘中的 !号坑、"号坑，呈现出不一样

的状态。今年初，面积偏小的 !号坑的泥土中金
光乍现。考古人员小心清理出附近填土，一块皱
皱巴巴的金箔渐渐露了出来———再经过提取、清
洗，一件重达 .&-多克的金面具露出了瑰丽的真
容。虽然只有半张残件，但这次所发现的黄金面
具宽度约 .*厘米，高度约 .&厘米，比完整的金
沙大金面具还要大。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
金面具预计总重量超过 !--克，这比目前国内所
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重 '"*

克）的重量还要重，将成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同
时期最重的金器。同时，这件黄金面具厚度非常
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以独自立起来。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金面罩、金
杖、金箔饰、金料块及金箔残片等多种金器，不
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而且作为权力之象征而

! ! ! !“现在的工作条件，简直和我们当年
天壤之别。”曾主持发掘过三星堆 #、.号
祭祀坑的领队陈显丹不无羡慕地感叹。祭
祀坑发掘现场，安装有 &台 '--万星光级
网络摄像机，#台工业全景相机，专门用
于考古过程的全程记录，实现实时传输到
现场应急会诊室，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
远程文物会诊功能。发掘舱环境调控系统
既要调节温度（.-+.!摄氏度），还要控制
湿度（&-0）。文保人员在手机软件或者电
脑上的监测终端，便可随时查看仓内温
度、湿度。甚至，通过监看系统，还可以密
切跟踪仓内的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含量。
*!年前，三星堆 #、.号祭祀坑出土文物
中，曾附着有矿物质颜料，这次要怎么避
免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过高可能导致的
颜料褪色？除了后续文物保护，仓内二氧
化碳浓度通过监测，始终严格控制在合适
的水平。三月初的某个下午，*号坑的监
测系统捕捉到了不断上升的二氧化碳浓

度，那是因为现场除了考古队员，还多了
一批拍摄纪录片的工作人员。尔后，现场
考古人员无情地把“闲杂人”全部清场。

并不算宽敞的考古工作仓内，除年轻
的脸庞和热忱的眼神之外，载人系统、起
吊装置、纹理采集装置、*1(光谱信息采集
装置……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上天
入地，“这次发掘还引进了多功能考古操
作平台，不仅可以载人进行悬空清理易碎
文物，还可以装载文物出坑；既可以进行
高光谱分析，也能做三维扫描和摄影等信
息采集工作。”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文保中
心主任谢振斌介绍说，“之前，往往是整体
提取文物回实验室进行研究。现在，我们
是直接把实验室前置到考古现场，考古再
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状态。”这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精细化考古，
让文物应急保护更加精细、准确、及时。而
集中使用这些设备，目前在全国甚至全世
界都属创新。

从探沟式勘探，到洛阳铲钻探，再到
物理勘探，记者在现场看到，发掘设备除
手铲等传统工具之外，如今还多了便携式
2射线荧光仪、扫描电镜、超景深显微镜
等并不为大众熟悉的黑科技。考古大棚角
落，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
验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文保工作室、
考古工作室则一字排开，此次发掘肉眼几
乎不可见的丝织物痕迹、碳化稻、竹和阔
叶林树种等遗存，便是在这里，考古人员
借助各种高新仪器找到。

大棚内，考古人员白衣白鞋白帽，一
派井然。大棚外，三星堆遗址的进一步勘
探，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星堆曾经的生机与灿烂，三星堆的
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三星堆作为中华文
明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怎样的
贡献，这场多学科融合、多平台合作的考古
发掘，相信将为我们继续探寻古蜀文明，一
一寻求解答。 $本报四川广汉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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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

场的保护大棚以及其内的

发掘仓 3今日现场图4

&!号祭祀坑发掘场景' &"号祭祀坑发掘场景' &微痕物应急保护室'

&"号祭祀坑发掘场景'

" #$!%年!考古人员在三

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

作"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现

场裸露在空气之中!没有被

完全封闭保护起来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 应急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分析挖掘出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