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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四川廣漢報道）在三
星堆博物館新館中，建築設計技術、文物保藏、展
陳智能化等方面，都藏着不少智慧博物館的「科技
密碼」。
為了讓館藏文物有一個舒適安全、高效節能的

「新家」，新館建設了包含基礎弱電智能化、智慧
安防、智慧文保、智慧管理、智慧服務領域的50
多個應用子系統和20多類智能化硬件，全面推動
數字化、智能化運行。
據項目施工方中建八局現場負責人李文博介紹，

在設備安裝階段，便針對象牙、玉石、青銅器、金
器等不同庫區文物各不相同的溫度、濕度及空氣潔

淨度要求，安裝了恒溫恒濕系統，可以實現室內溫
度、濕度等的自動監測並調節參數，保證文物「安
心入住」。同時，館內牆裝採用新研發固碳藝術混
凝土，能與室內空氣發生礦化反應，提升強度，並
於抗震設計的展櫃形成雙重防震平台。
同時，依託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
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新館搭建起一個包含綜合管
理平台、智慧導覽系統、智慧講解系統、票務系
統、藏品管理系統、學術資源管理系統、文物在線
監測、門戶及公共服務資源等在內的智慧博物館系
統。

持續打造智能生態系統鏈
記者站在新館「世紀逐夢」展區的「方艙考古」
展項，透過最新的裸眼立體新媒體技術，和考古隊
員在同一視角、相同距離，沉浸式地「觸碰」到文
物新鮮出土的精彩瞬間：只見層層疊疊的文物鋪滿
祭祀坑，穿着「防護服」的考古隊員，在古蜀國祭
祀「聖地」開展工作，象牙、青銅器、金器、玉器
等各類文物從泥土中一一展露真容。
未來，三星堆博物館將持續打造一個將文物、遺
蹟和智慧城市融於一體的三星堆博物館智能生態系
統鏈，突破藏品展陳的時空限制，豐富藏品的展陳
方式，擴展展陳內容，提升與遊客的互動，讓遊客
能夠更加深入地體驗古蜀國所創造的燦爛文明。

「一、二，起！」7
月中旬的一個傍晚，
經眾人合力，重約180
公斤的青銅立人像緩

緩「站起」，旋轉180度，再解開固定
帶、去掉背板，這件被稱為「世界銅像之
王」的國寶重器進入新的展櫃，完成出土
後首次「搬家」。

而自6月20日閉館至開館前，三星堆博
物館一直處於忙碌的文物「搬家」時間。
1997年建館便「入住」的文物們，陸續離
開「居住」26年的舊館，尤其對於Ⅰ號青
銅神樹、青銅立人像等大型文物而言，這
或會是它們出土後唯一一次「搬家」。

「針對青銅器、陶器、玉石器、金器等
不同材質的文物，我們根據其特點採用了
不同的包裝方法。」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
余健告訴記者，除青銅立人像、Ⅰ號青銅
神樹等大型重器是直接從舊展廳搬到新展
廳外，其餘文物都先統一存放進新館庫
房，再逐件陳列至新館展廳中。

打開展櫃，小心翼翼去掉固定文物的底
托和固定線，三星堆博物館工作人員龔兆
乾用雙手捧出器物，輕放進墊着泡沫、棉
線紙等保護材料的包裝盒。文物置身其
中，像是「躺」在量身定製的柔軟小床
上。雖然館內溫度很低，龔兆乾額間仍因
緊張而沁出汗水，他指着一件玉璋右上角
灰白色的部分說，「這些文物在埋藏之前
都被燒過，很薄、很脆，動作必須非常小
心。」

「文物安全在第一位」
在移動網紅文物「陶三足炊器」前，工作人員先在紙

箱內鋪好保護材料，再根據器物足部大小切割出對應的
空間，使陶器剛好能嵌入其中，從而在移動過程中保持
穩定。「大量陶器都出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至2010年左
右，基本都經過修復和拼接，十分脆弱，必須把文物安
全放在第一位。」余健說。

如果說為小型文物「搬家」相對輕鬆一些，那麼Ⅰ號
青銅神樹的「搬家」過程頗有些「驚心動魄」。這件國
寶級重器通高3.96米，共有9根樹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
的兩果枝，果枝上立神鳥，樹側則有一條沿樹逶迤而下
的銅龍，其造型之複雜精美世所罕見，但也意味着移動
它十分困難。

「神樹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必須將其分離，固定好才
能起運。」當日19時許，經過充分討論和詳細策劃，三
星堆博物館文物保管部副部長郭漢中與團隊開始為Ⅰ號
青銅神樹「搬家」做準備。他們用事先切割好的木條一
一固定神樹的每根枝幹，器物與木材接觸的部分都裹有
厚厚的紗布，避免摩擦對文物本體造成損害。「我們採
用的是三點加固法，每根木條都有3個受力點，每層3根
木條形成平衡，十分穩固。」

持續約6小時的加固工作完成後，翌日凌晨，伴隨着鏈
條與滑輪的摩擦聲，神樹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員緩緩拉
起，隨即放置於專門打造的金屬底座上。底座上豎起的
金屬管直接插入神樹主幹中空的內部，固定文物的同
時，也極大減少了文物受力。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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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密碼」遍布 智能護航新館

作為目前西南地區最大的遺址類博物館
單體建築，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建築面

積5.44萬平方米，是原展館的五倍，其中展
陳面積達2.2萬平方米。館內展覽分為「世
紀逐夢」「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篇
章，全方位多層次展示三星堆遺址前世今生
及考古發掘、研究最新成果，同時更站在中
華文明起源發展的視角，深度闡釋三星堆文
化的兼容並蓄和融合創新，生動呈現中華文
明的多元共生和開放包容。

AI＋手工文物實現跨坑拼對
「世紀逐夢」展區展現了三星堆遺址近一
個世紀的重大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巍然
王都」展區以「都城營建」「黃金加工」
「玉器製作」「青銅冶鑄」等角度，從文明
探源的角度，對三星堆古國的自然環境、社
會面貌、都城布局、手工業技術、權力結構
等進行全方位展示和解讀。
「天地人神」展區中的上新文物堪稱新館
最大亮點，此前還深埋土中的三星堆「重
器」紛紛亮相，集中呈現古蜀人在祭祀活動
使用的重要禮器、主要的祭祀行為、崇拜對
象及其信仰體系和宇宙觀念。
事實上，此次展出的文物僅是三星堆遺址
出土文物的冰山一角。1986年和2019年以
來的兩次發掘，三星堆遺址共出土各類文物
2.1萬餘件，其中3至8號祭祀坑新出土編號
文物1.7萬多件，相對完整器物有4,000多
件。這些出土文物數量巨大，且拼裝工作非
常繁瑣，其修復工作可謂是任重道遠。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余健表示，當AI技
術等用於輔助文物修復時，許多文物修復的
難題有了新的突破口。此次重現原貌的青銅
神壇、青銅騎獸頂尊人像、青銅鳥足神像這
三件文物，都是利用AI算法，結合文物修
復師手工拼對，實現了跨坑拼對。

青銅神壇最新復原成果首披露
其中，造型複雜、內涵豐富的青銅神壇最
新復原成果首次披露，尤為引人關注。神壇
大致可以分成三層，即青銅神壇底座、青銅
神獸和青銅頂壇人像。從1986年到 2022
年，研究人員從四個祭祀坑裏攢齊「零
件」，包括8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獸、上
有13個小型青銅人像的鏤空基台，3號祭祀
坑出土的青銅頂壇人像、青銅持鳥立人像，
7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以及
2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
等部分。

數字化演示應用於文物展陳
經歷3,000多年的地下埋藏，「神壇」已
嚴重變形，要想拼對成功並不容易。余健
說，出土文物的拼裝工作非常繁瑣，但藉助
於虛擬手段，可以讓這個過程變得高效。一
方面，通過虛擬的手段，可以把文物的每個
部件進行數字化，另一方面，通過各種AI
算法，結合文物修復師的經驗和手工拼對，
對比青銅器的斷茬、範線、紋飾等，從而找
到相應的銜接點把碎片拼接起來。
目前，考慮到文物結構安全問題，青銅神
壇、青銅騎獸頂尊人像、青銅鳥足神像等
「重器」採用了「數字化修復演示」的展陳
方式。同時，在兼顧文物保護需求和展陳效
果的基礎上，通過3D打印技術製作出原比
例研究性復原的仿製品，重現了文物原貌。
余健表示，文物模擬拼接後形成的「數字文
物」，還可以作為一種數字化資源，應用到
文物展陳、文化傳播以及文創開發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四川廣漢報道）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陳列館）27日正式向

遊客開放，1,500多件（套）文物亮相，數量為原展出文物的三倍有餘。其中近600件文物

為首次展出，青銅神壇、鳥足神像、騎獸頂尊人像、龜背形網格狀器、着裙立人像、虎頭

龍身像等六座新發現祭祀坑出土的300多件珍品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在AI修復、

3D打印、三維數據復原、多媒體沙盤摺幕等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多件三星堆「重器」

得以在兼顧文物保護需求的基礎上亮相，觀眾也能有更沉浸式的觀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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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的
青銅神壇（殘件）。

新華社

◆青銅大面具
新華社

◆青銅神獸
新華社

◆青銅鳥足神像等「重器」採用了
「數字化修復演示」的展陳方式。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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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626日日，，
工作人員在三工作人員在三
星堆博物館新星堆博物館新
館內布展館內布展。。

新華社新華社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陳列館）正式向遊客開放，1,500
多件（套）文物亮相。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7月17日，在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拍攝的1986年
考古發掘模擬現場。 新華社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迎客 近600件文物首次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