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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燕霞 陈倩

传递交流和发展的声音，寻找丝
绸之路上的新辉煌，新华社“一带一路
全球行”报道团近日从重庆出发。

从重庆洪崖洞向西百余公里，有
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望
着静卧崖壁之上精美绝伦的造像，我
们便能感受到跨越千年的华夏过往。

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佛教
石窟艺术一路东传，川渝地区的石刻群
应时而生。自初唐至明清，大足石刻开
凿史绵延数百载，5万余尊造像、10万余
字铭文相继破石而出，造就独具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石窟艺术的殿堂。
“北敦煌、南大足”，是学界对它的

美誉。
大足石刻特色鲜明，融汇儒、释、

道文化和中华民间文化。造像既体现
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传承，又有南方巴
蜀文化的地缘特性。

千手观音造像

这尊“金碧辉煌”的造像开凿于南
宋，造像崖面 88平方米，是我国现存
古代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
的摩崖石刻造像，被誉为“世界石刻艺

术之瑰宝”。
走近看，这座造像头顶和两侧，孔

雀开屏般放射状地浮雕着1007只“金
手”。造像手中的法器展现了古代人
民的生活用具、劳动工具以及战争武
器，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释迦涅槃圣迹图

释迦涅槃圣迹图龛高 7米、宽 32
米、深 5米，刻像 37尊。释迦慧眼微
闭，安详而卧。佛像双脚隐入岩际，右
肩陷于地下，以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无
限的艺术形象。

舒成岩摩崖造像

舒成岩摩崖造像雕凿于南宋，是大
足石刻内珍贵的道教石刻。造像崖面
全长38米、高6.5米，现存造像70余尊、铭
文13则。因年代久远，造像存在彩绘起
甲、脱落等病害。2017年，大足石刻研究
院与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签署
合作协议，合作修复舒成岩摩崖造像。

上千年的光阴和信仰，在这里镌
刻凝聚成具有无穷智慧与匠心的石窟
文化宝库，这里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
的历史记忆，不断向人们“讲述”往日
的辉煌。 （制图：聂毅）

这里的石头会“说话”

□ 半月谈记者 陈爱平
周文冲 吴思

68岁的重庆人周群自退休
后，时常与亲朋好友结伴旅
游。她的手机里装着地图软
件、旅游预订软件及各种生活
服务软件；她的行李箱里必备
自拍杆、充电宝以及“一人食”
电饭锅等实用物件。周群到过
北京、上海、甘肃、黑龙江等 20
多个省份“打卡”。下一站，她
准备去西藏。

国家卫生健康委预计，“十
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亿，2035
年左右将突破 4亿。当大众旅
游回暖叠加老龄化加速，在数
字技术和各景区持续优化适老
设施的支持下，像周群这样的
老年人尽情饱览大好河山，乐
享幸福旅程。

银发旅游远不止观光

半月谈记者走访上海、重
庆、贵州等地发现，许多老年游
客热爱绿水青山，追忆优秀传
统，感受当下美好，同时也学着
驾驭新技术。

65岁的重庆人董启明退休
后迷上了摄影，从零开始学摄
影、后期处理图片，并参加了老
年摄影旅游团。去年，她拍摄
的重庆地标建筑、城市道路、传
统手工艺人 3张照片在老年摄
影比赛中获奖。

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朱
砂古镇一条名为“那个年代”的
老街上，国营照相馆、职工食
堂、打铁铺、马灯、缝纫机等老
装修、老物件将游客带回 20世
纪 50年代的“中国汞都”。年
近七旬的游客陈曦辉说，盘活
的工业遗存让他们追忆青春，
激起家国情怀，也更珍惜现在

“说走就走，各地打卡”的老年
生活。

上海导游师文介绍，越来
越多的老年游客乐于接受新事
物，尊重目的地风俗。35岁的
上海白领王瑞琦羡慕地说：“我
妈是旅游达人，可以熟练发送
手机定位、秒杀优惠机票、用网
盘收发图片、获取景区景点电
子地图和导览等信息。翻看
她的朋友圈，好多地方我都没
去过！”

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庆第二
师范学院重庆文旅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罗兹柏认为，不少老年
人出游目的已不再是单一观
光，他们更加注重参与体验，将
自己的晚年生活爱好延伸到旅
游中，在旅行中“有所作为”。

多地持续优化适老服务

老年人的出行需求日益升
温，为顺应这一趋势，全国多地
持续优化适老助老设施，丰富
老年人出行体验。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朱砂
古镇配备了近 1000张床位，并
与当地医院合作，为旅居老年
人健康游乐保驾护航。

在位于重庆大足区的世界
遗产大足石刻景区，65岁以上
老年游客可不用排队直接刷身
份证入园。景区招募了不少志
愿者，搀扶老年游客，在上下楼
梯时为老年游客抬轮椅。

重庆武隆旅游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王进介
绍，到武隆游览的 60岁以上老
年人占到游客总数的 13%，并
逐年增多。各景区完善了无障
碍通道、电梯、扶梯等设施，还

进行路面防滑和坡度放缓改
造，例如，树顶漫步项目将上升
游道的坡度从最初设计的15度
调整为5度。

许多目的地还将智能化贯
穿到景区预约购票、入园游览
等多个环节，优化从点到线到
面的全流程适老化服务。各地
在智慧化服务的界面与操作、
智慧化线下服务、社会化福利
应用、产品与服务应用创新等
方面，正在积极探索适老化服
务改进升级。

在微信小程序“一码游贵
州”上，除了电子地图、厕所查
询、语音导览等功能，还有“一
键报警”“一键救援”功能，保
障老年人旅行安全。“水韵江
苏”数字旅游卡以第三代社保
卡为载体，老年人可一卡通用
享受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消费
等服务。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分公司副总经理郑
杰介绍，黄金邮轮协调起始港
的挑夫、缆车，为老年游客免费
提供行李服务，同时为每一批
游客配备了“管家服务”，帮助
老年游客熟悉智能电子化设施
设备的运用。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面向
社会推出“乐游上海”长者版。
为解决老年人和部分视障人士
阅读浏览不方便的问题，“乐游
上海”将各板块中的推送文章
和景点路线改为语音讲解模
式，老年人可以直接选择朗读
模式。

针对部分老年用户，“乐游
上海”长者版预约功能重新设
计：支持家人或朋友在收费文
旅场所为老年人实名预订，面
向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预约入
场功能，后台提供高龄老年人
进入场所快速查询功能等等。

万亿银发旅游市场还缺啥

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十
四五”末，我国出游率较高、旅
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年人
将超过1亿人，老年旅游收入有
望超过万亿元，老年旅游是老
龄产业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之一。如何确保老年旅游更安
全、顺畅、舒适？

为切实保障老年游客的合
法权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卫
红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市场监
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老年游
客的“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
同时，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大
力宣传文明理性出行，提醒老
年人擦亮双眼。

重庆国力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顺华说：“60岁
至 65岁是老年游客出游的黄
金时期。老年旅游散客小团化
上升趋势明显，半自助旅游、司
机兼导游等旅游方式在逐步兴
起，旅行社应进一步细分老年
旅游市场，丰富面向不同消费
能力客群的旅游产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建议，构建促进老年旅游发展
的综合战略。推动老年旅游融
合发展，构建全生命周期的老
年旅游产业谱系。建设全过程
无障碍的老年旅游环境，消除
老年人心理上的无形障碍。充
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
身心需求，提供需求导向的精
细化旅游服务。提升旅居养老
便利性，给予养老旅居者享受
教育、文化、体育、交通、公园等
公共服务的市民待遇。化数字
鸿沟为智慧引擎，促进智慧康
养与智慧文旅融合发展。

翻看我妈妈的朋友圈,
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 新华社记者 江毅 童芳 谢佼

最新出土文物、最新研究成果、最
新科技手段……7月 27日，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在四川广汉市试运行。置身
于此，观众们能够充分领略古蜀文明
之光的辉煌灿烂、中华文明长河的深
厚积淀。

最新展示：
近600件文物首次亮相

金面具、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人
像、青铜鸟足神像、青铜着裙立人像……
不久前还裹在泥土中半隐半现的三星
堆“重器”，如今却可以在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供观众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繁丽的纹饰、超越想象的造型、奇妙的
组合，令人震撼。

据了解，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共展
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
（含象牙雕刻）等各类文物共 1500余
件（套）。有近 600件文物为初次展
出，其中包括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
新出土文物300余件。

旧馆的“重器”也悉数搬入了新馆。
在突出文物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新的展
陈方式，还力求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的
“镇馆之宝”，也是新馆的“压轴之
作”。在专门为“通天神树”辟出的展
陈空间内，1号青铜神树居于中央。

尽管树顶残缺，但其高度仍然需要观
众仰视。树分三层，每层三枝，枝上生
出花朵、缀着果实，站着头顶羽冠的立
鸟，一条神龙缘树而下，前足踏于神树
的山形底座盘上。周围展柜里，环绕
着 2号青铜神树的“枝丫”，凸显青铜
神树大、精、奇、美，3000年前的铸造
工艺之高超一目了然。

“让观众直面三星堆充满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非凡杰作，了解三星堆高
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感受中华文化
的魅力。”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文物
保管部部长余健说。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还专门请来
画师，根据史料文献记载，用艺术手绘
的方式，“复原”三星堆古国自然生态
环境，还原先民渔猎蓄养、稻粟并作、
酿酒小酌、桑蚕纺织的生活场景，强化
艺术感染力，烘托“穿越古蜀国”的场
景氛围。

最新成果：
于无形处寻丝踪

祭祀坑发现丝绸痕迹、碳14测年
成果、植物考古发现水稻、动物考古追
寻象牙来源……这些近两年来取得的
最新多学科研究成果，也在展览中一
一呈现。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自 2020
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全国40余家科研院所、高校以及科技

研发企业，用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先进
设备，集中国内顶尖科研团队力量，开
展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玉石器加工工
艺、环境考古、测年、物料溯源、有机残
留物与微痕分析、冶金考古、植物考
古、考古装备研发等20多个方向的研
究，为更加真实、生动、全面、系统地复
原历史文化场景提供了支撑。

展柜里陈列的丝素蛋白快速检测
试剂盒，就是于无形处寻丝踪的“侦
探”。三星堆的丝绸经过数千年的埋
藏，已经不复当年的“颜值”，但通过小
小的试剂盒，考古学家们确认三星堆50
余件器物上都有丝绸痕迹，有的附着于
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上，有的“隐藏”在灰
烬中，品种有纨、缟、缣、纱、绮、縠等。

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观众在
这里可以看到放大了几十倍的丝绸纹
理，感叹中华文明蕴藏的古老智慧。

“希望观众到这里来，不仅看文物，
也了解文化内涵；不仅看三星堆，更是
看中华文明。因此新馆对展览内容进行
重构，不仅梳理了三星堆近百年考古成
果，更站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高度，
深度解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
部分。”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

最新手段：
文化与科技完美融合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新馆展陈的

又一亮点。考虑文物结构安全问题，
展览利用AI算法，结合文物修复师手
工拼对，实现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
人像、青铜鸟足神像这三件文物的跨
坑拼对，并通过 3D打印技术 1∶1重现
文物原貌。

借助这项技术，造型复杂、内涵丰
富的青铜神坛最新复原成果首次披露，
四个祭祀坑的6件文物合璧，呈现的文
物原貌和三星堆祭祀场景详实逼真。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也在新馆揭
秘——站在用裸眼 3D技术还原的考
古“方舱”前，只见层层叠叠的文物铺
满祭祀坑，穿着“防护服”的考古队员，
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工作。象
牙、青铜器、金器、玉器……各类文物
从泥土中一一展露真容，观众和考古
队员同一视角、相同距离，沉浸式“触
碰”文物新鲜出土的精彩瞬间。

三星堆博物馆原有青铜馆、综合
馆和文物保护修复馆，其中青铜馆和
综合馆的文物已全部“搬家”到新馆，
但文物保护修复馆依然在原址运行。
在这里还有新出土文物有待修复，观
众不仅能“先睹为快”，还能现场看到
修复过程。

“未修复完成的文物锈迹斑斑，
文物和手写标记分类装袋，工作台上
摆满了仪器……这种直面历史的机
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豪与热爱油然而生。”一位
观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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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物 新成果 新手段
——探访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这是日前
在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新 馆 拍 摄 的
陶器。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这是日前在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拍摄的金面具。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这是日前在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拍摄的1号青铜神树。

新华社记者 黄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