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导游词(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星堆导游词篇一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卡巴阿斯卡村(大麻扎)以北的沙漠中，
是一个以东经82度43分14秒、北纬37度58分35秒为中心的狭
长地带。东西向7公里宽，南北向25公里长，散布在尼雅河古
河床沿线。近年的考古工作又将遗址区向北推移了几十公里。
在1700年前的公元三世纪，发源于昆仑山脉吕士塔格冰川的
尼雅河经此向北延伸，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繁荣的绿洲。1700
年以来，由于气候和地质的变迁，河床退缩，这里已经退化
成为典型的流动沙丘地貌。百年之前，谈到在茫茫的死亡之
海中曾存在着这样一片古文明，实属不可思议之事。但百年
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这个“东方庞培城”的存在是铁的
事实，留给人们的将仅仅是对于这个事实的来影去踪的考证。
一般认为，沙漠周边居民群落的消亡总是伴随着河流的退缩、
改道或其它自然条件的恶化。但对尼雅遗址的考古学，气象
学、水文地质学的综合研究表明，尼雅文明的消亡极可能不
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而是由于军事、社会或其他突变因
素引发的结果。

三星堆导游词篇二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三星堆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
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约1200公顷)。三星
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历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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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长江文
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
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
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
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
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
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属最具历史、
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三星堆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现在你们脚下的这块黄土地，便是3000多年前：
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而现在，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三星堆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近几十年来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特
别是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
地坑宝藏的出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震惊了全国，轰
动了世界。

之后，我们在遗址的'一角，建起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历史博物
馆，就是为了让这批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能够得到充分展
示。让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领略这批人类文化遗
产的璀璨光彩。

现在，请大家随我步入这座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
艺术殿堂，去回顾一次古蜀历史，去作一次美的巡礼。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
壮观的文物群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
赏性的文物群之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应属于顶尖级别的
范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
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
因此而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亦因三星
堆而得到确认。

三干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
中原地区，也有了确切的实证。本陈列的主旨便是发掘文物
内涵，再现历史真实。序展则是陈列的前奏和序言。这里我
们使主体展品“人面鸟身”青铜立雕造像和置于其后的三星
堆遗址的巨幅航拍照片有机组合，来反映“土地与人
民”、“人民与文化”的深刻命题。而以这个人首鸟身像作
为典型器物徽标，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有灵，人神互通，
天人合一的古蜀时代特征。

三星堆导游词篇四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
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
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
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
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
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
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
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
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



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
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
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
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20，所出的了大量陶器、
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
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
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
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
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
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
前推进了多年。

三星堆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现在你们脚下的这块黄土地，便是3000多年前：
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而现在，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三星堆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近几十年来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特
别是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
地坑宝藏的出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震惊了全国，轰
动了世界。

之后，我们在遗址的一角，建起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历史博物
馆，就是为了让这批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能够得到充分展
示。让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领略这批人类文化遗
产的璀璨光彩。

现在，请大家随我步入这座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
艺术殿堂，去回顾一次古蜀历史，去作一次美的巡礼。

序展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
壮观的文物群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
赏性的文物群之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应属于顶尖级别的
范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
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
因此而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亦因三星
堆而得到确认。

三干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
中原地区，也有了确切的实证。本陈列的主旨便是发掘文物
内涵，再现历史真实。序展则是陈列的前奏和序言。这里我
们使主体展品“人面鸟身”青铜立雕造像和置于其后的三星
堆遗址的巨幅航拍照片有机组合，来反映“土地与人
民”、“人民与文化”的深刻命题。而以这个人首鸟身像作
为典型器物徽标，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有灵，人神互通，
天人合一的古蜀时代特征。

博物馆陈列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神。

第一单元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第一组雄踞西南(古城、古国)

本组陈列旨在粗略勾勒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说明时空框架
及纵向关系。

其后，由一批能够反映时代序列的陶器组合和大量的辅助照
片，图板和翔实的考古资料，雄辩地证明了这里是古代蜀国
的一个中心都邑，古蜀历史曾在这里展开过无比辉煌灿烂的
一叶。

最后，陈列通过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相比较，三星堆遗址规模



之宏大，出土器物之精美，足以证实三星堆一带，是人类早
期文明社会初始阶段在西南地区所建立的一座古城，乃至古
代王国。

第二组物华天府(农业、商业)

本组陈列主要反映三星堆古蜀国在农业和商业方面的重要成
就。在各位面前所展示的这一大批陶质容器，客观地真实地
说明这一点。

大量的家养动物遗骨和塑造乖巧的家养动物造型，说明当时
的家畜饲养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这正是农业发展兴旺的
标志之一。而大陶盆、大陶缸、大陶罐等粮食容器和形制各
异，用途不一的酒器，则直接表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达到了
较高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酿酒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了粮
食剩余。

再从大量海贝、象牙的出土，雕花漆品的发现和衣饰繁复的
青铜雕像等情况来看，当时已存在比较明细的社会分工，商
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第三组镂石琢玉(制玉)

三星堆的玉石器群，与青铜器变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
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各位观众，在你们眼前“矗
立”的，由三块巨石垒成的这座“玉山”，请大家用手去感
受一下上面这些清晰的切割痕迹，这便是三千多年前古代留
下的手迹了。我们展柜里光彩烨然，晶莹剔透的玉石器，就
是取材于这种原料。

现在，请大家浏览展柜中蔚为大观的玉石器集群。先请欣赏
这件硕大无朋的边璋，它宽约22厘米，长度将近1.6米，上下
端还有残损，估计应再加几十厘米。器身有镂刻的线条纹饰。
这么大的边璋，目前仅此一件，堪称“边璋之王”了。



再请欣赏这件大石壁，直径约70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
以上，两三个人搬起来也很吃力。这么大的石壁实属罕见，
可谓“石壁之最”了。总的说来，三星堆遗址包括两坑出土
的数以百计的玉石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兵器、用具、乐器、
杂器、饰品以及人物及动物造型等类别，其中以礼器及具礼
仪用途的兵器和属于祭祀用品的工具居多。

三星堆蔚为大观的玉石器群的发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中
国的西南地区，引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三星堆古蜀国。第四
组化土成器(制陶)本组陈列展示三星堆古蜀国在制陶工艺方
面取得的成就。观众们，请仔细观看这一大批琳琅满目、形
态各异的陶器。无论是小型的动物造型，器皿盖纽，还是形
体硕大的陶尊，陶缸等。都可以看到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
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意义上讲，陶器是测定年代和分期
以及确定某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尺。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高
柄豆、小平底罐(包括尖底器)和鸟头形把勺等。专业人员就
是依据这些典型器物及其基本组合来确定蜀文化内涵及承传
关系的。第五组烈火熔金(冶铸)如果说三星堆玉石器群的发
现已令世人瞩目，那么，三星堆伟大的青铜器群轰轰烈烈、
洋洋洒洒地横空出世，则更令全中国、全世界震惊了。

中国青铜时代最为光辉灿烂时期，是商周时期。尤以商代后
期的各类青铜器最为壮观、最有气势、最具魅力。而三星堆
的青铜集团军，正属这一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本组陈列有流光溢彩的金叶，有虎虎生威的铜虎，有造型奇
特的龙形饰，有气宇轩昂的大雄鸡，更有造型优美无比、林
林总总的铜铃……请大家仔细观赏。三星堆的金器纯度高
达85％左右。另外的15％是银，其它少许微量元素可以忽略
不计。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
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
金箔等。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可分为五个类型，其中
以铅锡铜这种三元合金构成的青铜器最多。三星堆青铜器的



含铅量普遍较高，古代匠师意在利用铅的易流动性和柔软性，
追求青铜器造型的繁复和优美。

接下来，请朋友们凝神专注这一大堆铜眼睛和眼珠。众多的
眼睛，可以列出一大阵势，这些林林总总的眼睛群像，或圆
睁大跟，或闭目冥思，正清楚地表达一种意象——古蜀先民
不懈地追求着对天地、自然、宇宙的认识。而在数千年之后，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透过这些青铜的眼睛，看到了古蜀先民
的灵魂和精神，想象出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思索。

第二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在这一单元中，我们打破了以往橱窗式单一陈列的传统手法，
以全景式的陈列方式，设置了四个大型场景组合，意图揭示
古蜀先民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再现一个久已消逝的上古
社会的轮廓。请看：第一组两坑奇观本组陈列以两个祭祀坑
初揭状态下的实景模型为主体展品。模型大体忠于原样，比
例略有缩小。

一号坑呈长方形，坑有左、中、右三条通道与坑口呈“品”
字形分布。坑内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器、象
牙器等400余件。还出土了数百枚海贝和约三立方米的烧骨。
闻名天下的金杖便出于此坑。二号坑与一号坑相比，不仅更
大、更深，而且出土的文物无论在种类上还在数量上都要丰
富得多，不包括数千枚海贝，总共出土各类文物800件左右。
其中，神树、大立人像、大型纵目面具、戴冠纵目面具、太
阳轮、金面人头像、人文玉璋等文物都堪称稀世珍宝。坑道
的存在，两坑朝向的一致性，两坑器物的承传关系，两坑器
物均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焚烧，这种种因素，使我们能大致得
出以下结论：两坑的掩埋是三星堆古蜀国同一王朝统治集团
内部，在不同时期改朝换代的结果；在掩埋过程中毫无疑问
地举行过带有浓厚祭祀意味的大型宗教活动，而器物所遭到
的破坏和焚烧，正是在祭祀活动中应用了“碎物祭”和“潘
燎祭”两种祭法的结果。两坑的性质应定为“广义的祭祀坑。



”

第二组神巫群像

本组陈列以三星堆文物中最大宗、最富有研究价值的三星堆
青铜雕像群为主体，以全方位立体陈列手法，来表现三星堆
古蜀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形态。两个祭祀坑共
出土人头像50多件，面具20多件以及全身人像十余件，一个
遗址，出土如此庞大的青铜偶像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
一无二的。在这个庞大的青铜兵团中，有“王者之风”的青
铜大立人像；有栗眉大眼、高鼻阔口的各类人头像；有呲牙
咧嘴、形象诡谲的青铜兽面；还有形式各异的各型跪坐人
像……。硕大无朋的青铜纵目面具有一双呈柱状外凸的“千
里眼”和一对宽宽的“顺风耳”，俨然像一位威严的蜀人老
祖宗，正率领着它的部众子孙，摆出这青铜军阵，欢迎来到
这里的每一位朋友。

这些雕像无疑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既象征着天神、
地祗、祖先等亦折射出人间社会的群体结构，代表着国王及
巫师一类世俗领袖；而王、巫同时也是精神领袖。一般认为，
大铜立人像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其他人头像代表的是统治
集团的高级成员，所谓纵目面具等代表的是神灵，而具王者
身份的巫师在下民眼中亦为神。总而言之，王与巫、人与神，
在此复合交融，莫辩彼此．可谓王巫合一，人神一体。它们
生动地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形象地说明了古蜀
先民的群体关系。

第三组祭祀大典

本组陈列试图通过模拟的祭祀大典场景，演绎古礼，揭示古
蜀先民的精神世界，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陈列借鉴成都羊
子山祭台原形，制作了一座三级祭台，祭台四周摆放着根据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人物造型仿制而成的阵势浩大的拜祭
人群，祭台正中放置的就是本组的中心展品——青铜神坛。



这件神坛是根据原件放大六倍后的仿制品。神坛共分三层，
第一层为圆座及两个怪兽；第二层是圆座及四面而向、双手
持杖的立人；第三层，先是山形座，再上面是呈方斗形的神
殿，神殿分四面，顶部四角饰有立鸟，方斗上额铸有人首鸟
身像。整座神坛构思奇特、神异诡秘。它应是当时神庙中的
重器。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在这件神器面前该是何等的虔诚，
怎样的膜拜！在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代，人们渴求丰产和
丰收，希望神灵能赐福禳灾，他们通过巫师为中介，把祭品
献给天地和诸神，祈求神灵的保佑。而统治集团也就是那些
领袖兼巫师的人士，除了自己笃信神灵，也把“神”作为一
种统治手段，藉神施法来统驭下民。祭祀成了第一等的国家
大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而三星堆
古蜀国，正是这种典型的神权色彩极重的早期政权之一。

第四组通天神树

本组陈列将展品与博物馆的建筑相结合，在螺旋形结构的中
央天井安置了三星堆文物中最为宏伟壮观和无比神奇的极
品——神树。这神树是原件放大3．5倍后的精美仿制品。由
底座、树及树上的龙组成，底座呈穹窿形。树分三层，每层
三枝，共九枝。每一层的三枝是靠后一枝，左右两枝，呈对
称布局。左右树枝上分别有二果枝，一果枝朝上，一果枝下
垂。向上的果枝上各有一鸟，共九鸟。树干上嵌铸一条绳身
马面龙，龙头有一对犄角，龙身有刀状羽翅，前爪匍匐于树
座，身尾串连于树干，造型怪异，匪夷所思。全器结构合理，
布局严谨，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技艺和极高的艺术境界。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
实物标本，是一棵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神树。它反映了
古蜀人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神树枝头的九只立鸟，正是
金乌——太阳的写照。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是人类诸神崇拜中
的主神崇拜，三星堆神树正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同
时，神树在古人的神话意识中，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
功能，巫师藉此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



第三单元千裁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在本单元陈列中，我们向各位朋友展示三星堆遗址所出全部
文物中的精华之最。

单元标题“千载蜀魂。”我们藉“魂”字象征蜀人自古不泯
的精神，又意指与世永在的三星堆文物。

第一组天降斯神——戴冠纵目面具

完美的造型设计及制作，使它显得威凌四面，气盛八方，凛
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感觉。在史书中，有蜀人始祖蚕
丛“纵目”的记载，又有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
等。很早以前，就有人解释“直目正乘”为“纵目”和“直
目”。是否就是指的这种眼睛呢? 一般人都认为这就是蚕丛
及其蚕丛部族“纵目”、“其目纵”的形象化的实际写照。
我们认为：它们与古蜀先民的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有关。同时，
也反映了古蜀先民渴望认识人间世界、认识宇宙的精神需求。

第二组山陵之祭——玉石边璋

这件边璋，通长54．5厘米，是三星堆全部玉石器中最具代表
性的极品文物，珍贵之处在于它满身都是图案，其中有云气
纹、太阳符号、山形物及人像等。这幅极为罕见、弥足珍贵
的图案，总体内容表现什么呢?我们只能大体推测它与原始宗
教的祭祀仪式有关。从每幅图案上各有四座山，山侧有主要
用于祭山的璋，以及人像作拜祭状等情况来综合分析，大概
正是“山陵之祭”吧。

第三组日照中天——太阳轮

这种青铜太阳轮在出土时，与其它文物的命运一样，被砸碎
并经过火烧过，根据残片可大致识别出六件。有关太阳的图
案或纹饰，在我国早期岩画和各类文物中，多得不胜枚举。



但青铜的太阳轮，目前只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几件，所以
极其珍贵。

第四组群巫之长器

在三星堆的人物雕像群中，如果要找一个领袖人物的话，该
是本组陈列的“群巫之长”——青铜立人像了。立人像分人
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达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
高1．72米。人像头戴冠，身着三层衣服，脚戴足镯，赤足站
立。人像的双手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似乎拿有什么东西。
整座塑像构思奇特，精美无比，俨然如天神下凡，神威无穷。
我们大致推测：大立人像代表的是国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
在下民眼中，它同时也是“神”。它是集神、巫、王三者身
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它是神权与王权最高
权力的象征。

第五组登天之梯

这一组展品是被称作“登天之梯”的大型铜神树。三星堆已
出土了八棵神树，但均曾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
这棵约四米高的是最大型的一棵，经修复后，也是最完整的
一棵。有关神树，我们在前面已谈了许多，这里不再重复，
请细细欣赏这珍品文物。

第六组凤鸟翔云

这是第六组，展出青铜鸟及饰件等。

在三星堆全部青铜文物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雕像群。其次，
作为集群展现的动物造型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
凤鸟一族了。

或许，有观众要问，三星堆何以有如此庞大的鸟群?简单的回
答是：它反映了古蜀族的鸟崇拜。鸟崇拜也是古蜀族诸神崇



拜中的主神崇拜，而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第七组龙蛇腾飞

先请看这条蛇，残长55厘米。蛇体形硕大，被刻画得栩栩如
生，颇具写实风格，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三星堆的蛇是具
形象化表现的话，那么，这些龙就极富抽象色彩了。当然，
谁也没见过龙，在塑造它时，自然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本组陈列设置这个龙、蛇组合，意在使观众了解二者之间的
关系。蛇本来是众人皆知的最常见动物之一，但经过人们的
想象发挥，它逐渐从蛇(包括蜥蜴、鳄鱼)演变为一种神物了。
自从有了所谓“龙”之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断升高。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它渐成最高权威的标志。随着时代的发
展，到了今天，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正如我们常
说的“龙的传人”、“龙的子孙”。

第八组青铜神坛

这件空前绝后的稀世之宝，我们在前面已较为详细的介绍过，
这里不再多说。它的文物价值极高，内涵深不可测，我们只
能大致推测，它是三星堆古蜀国某代王朝神庙中的国家祭祀
重器，似乎有点“社稷坛”的意味。总体来讲，或者可以认
为，这件神坛反映了古蜀先民的一种宇宙观，一种包罗万象
的，对天地、自然、神祗、人世的认识体系。

第九组雄杰灵怪

这一组陈列是三件精品文物的组合。这件顶尊跪坐人像，人
像下面有一山形座，座腰上饰扉棱，座上有镂空花纹。人像
上身赤裸，下身着裙，腰间系带，头顶一带盖的尊，双手上
举护尊，通高15厘米。从造型上看，古代匠师的艺术夸张手
法运用得极高明，使整个造像显得结构完整，比例匀称，美
观耐看。



请看这件大象头冠人像，人像下部残断，仅存上半身。称它为
“大象头冠”，是说这人像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这尊人
像被刻画得仪态威严、盛气凌人，颇为生动传神，当是古蜀
先民眼中的一位神像。

再请观众特别留意这鸟脚人像，通高81．2厘米。其中鸟高50
厘米，人像残高31．2厘米。如果人像是完整的，估计至少有
一米二三高吧。出土时，发现这人像遍体涂有朱砂和黑彩，
原来又是一个彩色的怪物。人像的脚演化成鸟爪，强劲有力，
紧紧钳住下面的鸟头。三星堆的文物千奇百怪，这件文物大
概要算是怪得最出奇的一件。

第十组精气长存

此组展示三星堆的众鸟之王——青铜大鸟头。说它是鸟，其
实它更像鹰。请凝视这神鹰，它紧闭勾喙、圆睁大眼、精神
抖擞、魄力万钧，充溢着无比雄浑壮伟的气势。

今天，当我们不经意地仰头注视西南航空公司在蓝天中飞行
的银鹰时，我们突然发现，机身上的徽标，正是一只雄鹰。
历史如此巧合，3000年似无时空界限，这种血脉的嗣承相连，
精神的交汇遗传，正是蜀人不泯之“千载蜀魂”!

第十一组光焰万丈

这是本陈列文物展的最后一组，我们为三星堆的金器专辟—
室，特意展示令万众瞩目的金杖和戴金面罩的铜人头像。请
看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的“金面使者”，如同天神降临人
间，何等尊严高贵，何等气度不凡!

请大家参观三星堆盖世无双、绝无仅有的极品文物——金杖。
金杖出自一号坑，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
而成。出土时，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可知内有木杖。金
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杖的一端，



有长46厘米一段图案。图案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
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附的人头像，一副
笑容可掬的样子。另有两组图案，皆是下方为两头相向的鸟，
上方是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只似
箭样的东西。

目前对这幅图案的各种解释似乎都还不能尽如人意，金杖图
案之谜是三星堆诸谜之中的又一大谜。而金杖的性质，一般
都公认：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即王杖权杖，是王权
的象征；应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
者之器”。

第四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不懈地进行着探索
工作。80年代中后期举世轰动的重大考古发现，使三星堆成
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丰厚深邃的文化内涵，使众多的学
者为其倾心注力。“古城”、“古国”、“文化”、“文
明”等课题早已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围绕三星堆的研究已
渐成一门显学，并吸引着更多的海内外学者。三星堆赋予学
界的影响是广泛、深远和持久的，随着研究工作日益拓展深
入，其学术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本单元是本陈列的学术展，设置了四个栏目，意图较为全面
系统地反映目前有关三星堆的各方面情况，旨在为学术研究
提供一些基本参考资料。

第一组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

公元1986年夏秋之际，三星堆大宗文物重器轰然呈世，向世
界展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独特风貌。国内学术界给予了“全
国首次发现”、“填补重要空白”、“前所未有”及“罕见



的实物资料”等高度评价。海外更有世界考古“最引人注
目”、“最惊人的发现”等盛赞之辞。

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作为中国文物精华，三星堆部分文物曾几次在京展出并
走向世界。三星堆文物初露丰采，即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特有的艺术魅力，使海内外无数观众称奇道绝，叹赏不已。
可以预见，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全面展示和遗址考古研究工作
的不断深入，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展。

第二组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及发掘经过

本世纪20年代末，三星堆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玉石器，引起世
人对古蜀文化的关注。30年代和40年代，中外考古学人即开
始在此地探幽发微并从事专题研究。以后50年代、60年代，
四川考古学人踵武前贤，坚持不懈地在此辛勤耕耘。

从8()年代初始，开展了10多年持续性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先
后发掘10多处文物点，出土数千件玉石器和陶器，发现房址
遗迹数十座，灰坑上百个。80年代中后期，两坑宝藏的出土
及大型城墙的勘定，更属重大的考古发现。半个多世纪的遗
址考古工作，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到“广汉文化”的提出；
从“三星堆文化”的认同，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
国”的确证，正是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块土地上前赴后
继，抛汗洒血的心路历程。第三组辉映学林解三星堆遗址及
其出土文物，具有全方位认识古蜀社会及探索上古社会概貌
的重要学术价值。三星堆“古国”的典型性，使其成为探索
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一个范例。“三星堆文
化”这一考古学范畴的确立，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
给重建古蜀历史及研究上古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星堆
文明”的确认，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
体的。



三星堆的学术研究，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
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神话、艺术等领域。三星堆从物
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
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组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
领域。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如同千古之谜，尚待人们去上下
求索、破译及获取其间宝贵的信息。迄今为止，尽管研究者
甚众，著述颇丰，且多所建树，但应当说对三星堆的研究还
任重道还。

诸如：古蜀国的政权组织及社会形态将怎样定性?古蜀国何以
兴亡?遗址居民的族属?文化的来源?两坑阶性质?两坑的年代?
青铜雕像群及金杖等何以产生?古蜀国与周边政权之关系如
何?三星堆遗址地下尚有多少宝贵埋藏；如此之类的问题，似
皆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栏目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
点罗列于兹，旨在将学术问题社会化、公众化，以征得更多
的有志者参与讨论。参观到此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留下宝贵
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