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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鸭子河

南岸，1929年被发现，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在西

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

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上海与四川的亲密合作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

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

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誉为“长江

文明之源”。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长江

下游的上海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

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衣带水的两地共

同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初，上海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遗址博

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四家文博机构签署了

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了上海与四川在文物领

域的全面合作。在此背景下，上海博物馆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3月至2024

年1月合作开展了“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保护

修复项目”，围绕三星堆最新发现的七号坑、

八号坑出土文物开展清理、修复、检测等工

作，推动双方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科研、人

才等方面的全面交流。

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青铜器修复及复制

技艺”国家级非遗团队在四川广汉和上海两地

完成了近百件（组）的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的

清理与修复工作，其中五十余件（组）青铜文物

运至上海修复。在清理过程中又分别从其中

10件大型青铜容器及青铜头像内部清理出黄

金饰片、青铜跪坐人像、铜龙、铜戈、铜蛇背羽、

铜树枝、铜鸟翅、铜花蕾、铜板等文物逾20件；

鱼形、叶形、圆形、璋形、卷曲形铜箔片150余

枚；象牙小兽、象牙柄型器、象牙管珠10余件以

及大量海贝、贝母制品。其中铜龙、象牙小兽

等器型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首次发现。

一件附着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
此次保护修复项目发现并解决了文物结

构脆弱、表面硬结物堆积、内部包裹物复杂等

技术难点，特别是对“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

像”“青铜神兽器盖”“青铜尊”等数件病害严

重器物的修复，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出土于三星堆

遗址的8号祭祀坑中。整个8号坑发掘出土

青铜人像有70余件，黄金面具完整贴合在青

铜人像上的，仅此一例，在三星堆，使用黄金

的器物要比其他的器物等级高。这也是2021

年新一轮三星堆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唯一一

件仍然附着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足以显示

出这件文物的珍贵价值了。

由于8号坑内文物叠压错综复杂，底部的

青铜文物受到上面的灰烬层与象牙层的挤压

以及周围埋藏环境的腐蚀，变形与破碎的病害

较严重。这件青铜头像刚被发现时，被各种附

着物掩盖与包裹，在考古发掘灯光下，闪烁的

黄金面罩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经过对周围

环境的初步清理，戴金面罩人头像初见端倪，

其侧卧在8号坑的一角，青铜头像的颈部有大

量贯穿性裂隙，此时清理需非常小心，稍有移

动就会造成进一步断裂。文保人员采用打医

用石膏绷带固定的方法将颈部加固后整体提

取，运至文保中心进行后期保护修复工作。

充满挑战的清理与分离
相比前期的考古现场提取工作，后期的

清理与修复工作难度更大。整个头像内外都

被厚重的象牙碎屑与泥土包裹，黄金面罩两

侧受到挤压而严重扭曲变形。青铜氧化物已

侵入酥松的象牙，使贴敷在金面罩和青铜头

像上的象牙碎屑与青铜氧化物混为一体，变

得格外坚硬。清理过程中又发现黄金面罩眼

部、耳部有黑色和红色彩绘。彩绘与髹漆纹

饰是青铜器装饰纹饰中较为少见的特殊类

型，是金属与颜料、天然有机粘结剂的组合。

同样，由于有机粘结剂的老化，装饰在青铜文

物上的彩绘变得异常脆弱与珍贵，要在保住

彩绘的情况下清理与分离贴敷于黄金上坚硬

的附着物，这是清理工作中最大的难点。

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

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

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金具

有良好的延展性，但三星堆遗址发现包括面罩

在内的黄金制品都并非百分百纯金，其中含一

部分银的成分，虽然硬度得到了提高，但在整

形过程中，很容易断裂。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

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

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

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

清理后的头像为圆顶，头发似从后向前

梳，发梢敛于面罩内，发际线清晰可见。金面

罩的眉毛、眼睛、嘴部镂空。额头两侧耳上方

各有三角形装饰，与耳部上方三角形装饰相

接。眉头较尖，眉尾斜直。鼻梁高挺，两鼻孔

成“M”形。阔口微张，嘴角下勾。双耳耳垂

穿孔。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头像脑后的小方

孔，当初出土时头内外都是坚硬的包裹物，这

个小方孔是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可能很多

人会以为这是损坏，其实并不是，对比其他三

星堆头像，这个孔位正是后脑与发笄的连接

点。当时，古三星堆人正是通过这种二次铸

接工艺，将发笄与头像连接，体现了古三星堆

人高超的铸造技艺与智慧。这也正是这件头

像正式定名为“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的

原因。随着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

展，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新的发掘里找回

他失落的发笄，也希望到时能亲手助他分笄

合钿，重展英姿。

上博团队对运输至上海的五十余件（组）

文物进行了全面检测分析研究，运用业内领

先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X-CT）发现了内

部复杂的包裹情况，为复杂的分离修复方案

奠定了科学依据，也揭示了三星堆独特的青

铜铸造工艺，为研究三星堆青铜工艺的特殊

性提供了珍贵的数据。另外，热释光测年技

术也为三星堆断代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国

家级非遗团队还与在三星堆共同开展文物保

护修复工作的其他各家单位深入交流业务，

培训指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

物馆的部分保护修复人员，使“青铜器修复及

复制技艺”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得到推广与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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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民关注的“星耀中国——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特展正在上海博物馆
东馆火热举行。本刊特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传
承人、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器物修复研究室研究馆员张珮琛，向读者演绎
精彩展览背后的“幕后戏”：由上博团队参与青铜人像上的黄金面具清理修整始末。
上海博物馆作为国内领先的文物保护单位，依托强大的科技研究保护能力与精

湛的文物修复非遗技艺，参与三星堆文物的修复，为这些珍贵文物提供专业的保护
和修复服务的领先优势。这样的合作，确保了文物的完整性，历史价值得到最大程
度的保留，也体现了文物保护领域的跨地区合作精神。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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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T检测发现土辫发青铜
人头像内部埋藏有多件小器物，
对这些器物进行清理与提取

■上博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
传承人对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
像进行清理与整形

■ 上博文物修复人员清理三
星堆八号坑出土的神兽器盖及
残尊

■上博文物修复人员清理和拼对
高达2.53米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
尊神像上的镂空铜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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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耀中国——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

展期：2024年2月2日起至5月20日

地点：上海博物馆东馆（世纪大道1952号）

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