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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古蜀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展正在奉贤区博物馆展览。三

星堆遗址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三星堆器物坑

体现了完整考古发掘的重要性，这也再次证明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了

中华文明。本刊特邀三星堆·金沙文明专家许杰撰文，带大家一同走进神秘的古蜀

王国，溯源三星堆青铜文明。 ———编者

◆许 杰

为什么说三星堆是人类文明之光

文化一脉相承
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造像非常奇特。假如

不是通过考古学家的实地发现、整体发掘，而

是直接突然和零碎地出现在文物市场上，认
识它们的出处和年代都会是难题。三星堆器

物坑体现了完整考古发掘的重要性。上世纪
90年代中叶，位于成都市区，距离三星堆遗址

38公里的金沙遗址被发现，并于 2001年 2月

初在一处道路施工中发现大量铜器、金器、玉
器、石器和象牙，也达 1300余件。其中不少器

物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极相似，
但尺寸都以微型为主。毫无疑问，金沙与三星

堆属于同一个文明体系，有着共同的文化。经
学术研究可知，三星堆遗址大约在公元前

1000年左右废弃，而金沙遗址则兴盛在那个
时期，所以两个遗址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

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发现对古代四川乃
至古代中国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一则，

它揭示了一个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成熟的古代
青铜文明的存在，填补了古代中国史的一个

巨大空白。上世纪 50年代，学术界对于古代
四川的主流认识还是：四川在本质上是一个

边缘地区，它的文化从来不是自身发展的结
果。此一结论在 1986年被推翻，同时三星堆

的发现也揭示了四川古代文明与中原、长江
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域外地区的

互动和关系，证明四川盆地虽然为大山高原

环抱，但其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中心。二
则，这一文明的物质表现形态有着独一无二

之处，尤以青铜造像为主，对于它们的理解和
解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民

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木构有待复原
此次《古蜀之光》共展示各类珍贵展品

1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60余件/套，可谓

美轮美奂，从各个侧面向观众展现出一个无
限精彩的古代四川文明。但这些文物都是经

过三千余年的掩埋而尚存的器物，当年必然
还有大量其他器物，由容易毁灭的材料制成，

如木材等有机质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理有

据地发挥想象，复原三星堆文明中已经湮没
的原貌。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中，最重要的一
件就是身高 1.72米的大立人，与现代人一般

高大，双手环抱立于高台之上，总体高度近三
米。它是仅存的一件大型全身青铜人像，但除

此之外，两个坑中还出土了近 60件面容相似
但没有身体的青铜人头像。它们有一个很特

别的共同点，就是头颈都呈锐角三角形，前颈
如此，后颈也同样，完全无法自我站立。我们

发现，大立人身着华丽的三层服饰，而中间一
层的领口正是前后都是锐角三角形。由此可

见，所有人头像当初一定不是独立的单元，而

是放在另一种材质的身体之上。再反观大立
人，它的冠饰、脸部、手臂等表述都很仔细，形

姿有重点地予以夸张，三层精美富丽的服饰
表现得尤其详尽，这些特征渲染了强烈的写

实感，但人像的身躯却格外地瘦小，极不写
实，仿佛一根圆木柱，与其他特征的表现形成

强烈反差。这一认识启示我们：与青铜人头相

配的应该是由自然树干制作的身躯。再观察
大立人的面容特点，那种大块面及线条锐利

方折的处理手法正有着木雕的气息。所以，我
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原始的场景是有众多木身

铜头的全身人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尊则完
全用青铜制作。由此，我们可以由有形、存世

的器物去想象已经消亡的传统，三星堆文明
一定有着伟大的木雕传统。按照相同的思路，

我们也有依据可以逐步复原三星堆·金沙文

明木构建筑的宏观。

遗址魅力无穷
我第一次了解三星堆文明，是尚在上海

博物馆就职时。之后于 1990年赴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艺术考古系攻读博士，论文题目正是
《三星堆遗址的艺术与考古》。1996年我应聘

担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上
任伊始就提出筹办以三星堆文明为主的四川

古代文明大展，具体时间跨度延续到汉代，因

为四川的汉代文化和艺术也极具地方特色，

表现了中华文明丰富的多样性。经过长达四
年半的筹备，《千古遗珍：四川古代文明展》于

2001年 5月 10日在西雅图开幕，之后还巡展
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加拿大多伦多皇

家安大略博物馆等，成为三星堆文明在北美最
具规模和学术深度的一次展览。有趣的是，当

年 2月初展品启运赴美的第二天就是金沙遗
址重大发现的日子。我人尚在成都，因此幸运

地在第一时间赴金沙现场考察出土文物。虽然

《千古遗珍》展并不包括金沙新发现的文物，但
在展览期间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来自

四川的专家对金沙遗址和出土文物做了介绍
和探讨。这一展览至今仍在业界深有影响。

今年初，央视《国家宝藏》栏目第三季第八
期于 1月 31日播出三星堆文明的三件重大文

物。我荣幸地受邀参加节目的摄制，讲解《千古
遗珍》展的有趣掌故；共同参与的还有西雅图

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倪密女士，她当年对展览做
出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而《三星堆：人与神的世

界》在上海大学博物馆举办期间，我虽不敷前

往参观，但有幸为展览举办了一次题为“三星
堆青铜文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原貌？”

的线上讲座，听众人次高达 96.5万，可见三星
堆文明的魅力。上周，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

川站和四川大学博物馆联合编辑的《四川文物
精品》大型图录首卷《青铜器》出版面世，拙作

“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亦收入其中。

“古蜀之光”在奉贤区博物馆举办，我很
希望在展览期间能够成行前往，继续观赏学

习三星堆·金沙的神秘文明，并赴三星堆遗址
考古现场，考察学习田野考古的新发现、新进

展。如今，我作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也深切希望我们能与四川方面合作，再次使三

星堆·金沙文明莅临北美，名扬大洋彼岸。（“古

蜀之光”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展于 6

月 8日至 8月 31日在奉贤区博物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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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于上世纪 80年代发现了失落

三千多年的古代青铜文明，时代距今约 3200

年。其遗存包括大型城址和两个充满器物的土

坑，有数据显示，青铜器物总重达到一吨。器物
中，既有学者熟知的青铜容器和各类玉器，更

有极为少见的青铜造像，诸如大型神树、大型
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和奇异的动物造型等

等。这些造像前所未见，极引人关注，从学术研
究到公共兴趣，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三星堆器物坑体现了完整考古发掘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