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

展的摇篮。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河川绵亘，

钟灵毓秀。长江下游的上海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饮长江水的两地都孕育了悠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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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震惊世界，神秘的古蜀文明令人神

往。两处遗址有很多相同文化现象和大量相似文物，证明这里就是古蜀王

国的中心。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叩开了古蜀历史的大门，逐步揭开古蜀王

国的神秘面纱，深刻揭示了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

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古蜀文明与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下

游地区发生多层面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充分彰显出其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吐

故纳新的文化气度。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此次展览是上

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三个展览，更是上海博物

馆东馆的开馆大展。我们集结了四川省内12家及国内其他地区16家文博

机构，共展出363件/套文物，让观众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和博大

精深，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

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明月皎皎，星汉迢迢。璀璨映华夏，众星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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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语音导览

第一部分 天行乾道

先秦时期，古代中国思想领域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

渐形成。古蜀文明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系统显示了与中华文

明密不可分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

。古蜀文明具有显著的区域特点，奇诡神秘的艺术表现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古蜀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

的创造力。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艺

术形象，反映了古蜀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古蜀文明

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特质。

第二部分 地势坤物

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构成一个近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但是

穿越盆地的岷江、沱江、长江等又与外界相通，使成都平原处于交通的

十字路口。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良渚文

化、石家河文化、吴城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四坝文化、

齐家文化等为代表的甘青地区，以及远达海滨地区的各种文化因素纷纷

向成都平原汇聚，共同塑造了古蜀文明的辉煌。这种物质文化现象不仅

为传世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佐证，还深刻揭示了古蜀文明与中

原夏商周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甘青地区文明之间长期相互渗透、相

互融合的史实。

光明乳业第一特展厅(1F)微信语音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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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人和明德

从黄河流域“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到长江流域良渚古城、石家河

古城的强势崛起，中华大地普遍步入早期文明社会。古蜀文明自成体系，

传承有序。考古学研究显示，古蜀文明的源头在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古

蜀人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

个支系，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这些情况表明古蜀王国作为一个地域性

政治体很早便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开放系统，它吸纳了来

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

第二特展厅( 2F )微信语音导览

古蜀文明
的源头

公元前
3100年

马家窑文化

营盘山遗址

古蜀文明
的萌生

古蜀文明
的曙光

古蜀文明
的辉煌

古蜀文明
的继承

古蜀文明
的余韵

秦并巴蜀

公元前
2800年

公元前
2600年

公元前
1700年

公元前
1100年

公元前
600年

公元前
316年

桂圆桥文化

桂圆桥遗址

宝墩文化

宝墩遗址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

十二桥文化

金沙遗址

晚期巴蜀文化

成都船棺遗址

新石器时代 夏 商 西周 东周 秦

公元前2100年 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770年 公元前221年

由央视频、三星堆博物馆、中创文保联合制作的“邂逅三星堆——12K微距

看国宝”全球巡展，历经三年策划，两年拍摄，以三星堆文化为主题，12K数字

科技为手段，实现“文化+科技+艺术”深度融合，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坚

实践行。展览通过展示12K超高清文物数字影像、三星堆考古发掘历程以及国内

外资深艺术家创作的三星堆文化主题当代艺术作品，综合运用创新科技、原创

音乐、艺术绘画等多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为观众提供视、听、感多角度互

动式、体验式、沉浸式全新文化体验。该展览是“致敬考古人、致敬文博人、

致敬媒体人”为核心表达的创新型数字展，同步重磅推出全球首个VR三星堆遗

址考古发掘及文物修复互动，体验“考古人的一天”，让观众通过数字展的沉

浸式体验走进三星堆的神秘世界，近距离感受“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

古蜀魅力，感悟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

时间：2024年2月2日至5月20日

地点：上海博物馆东馆 三楼第三特展厅

12K数字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