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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更不如以前
了。看着时而烦躁、时而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输
液的母亲，轻抚她那双干瘦枯槁、满是乌青斑
痕的手臂，心里总会涌起一阵阵酸楚。虽然我
曾有极为不好的预感，也悄悄地为母亲默默
祈福，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噩耗竟会来得那么
突然……

办理完母亲的后事，心里面空落落的，静
不下来。既然在家里坐不住，干脆出门去随意
走走。

快要入伏了，火辣辣的阳光按捺不住地发
散出灼人的温度，尽管是双休日，高温下的街
道上也难得见到几个行人。我有些机械地迈动
着双腿，对投射到身上的骄阳并没有什么感
觉，任凭肆意流淌的汗水湿透衣衫，就这么一
路走着来到了祥和里，十年前，母亲去的第一
家养老院就是在这条小街上。

祥和里紧邻着天祥街。天祥街原先称作天
祥寺街，在成都，这是一条很有历史渊源的老
街，因街上曾建有一座天祥寺而得名。曾在史
料上看到过记载，这座天祥寺建于明代万历二
十二年，清代初年又加以重建，最初名为金贤
寺，后来因为人们非常崇敬文天祥这位南宋丞
相、民族英雄，在寺院内塑有一尊文天祥塑像，
供长年顶礼膜拜，金贤寺又被改称天祥寺。其
后的漫长岁月里，寺庙早已不复存在，地名却
一直保留了下来。

顺着天祥街往前快到尽头，路边一个小街
口拐进去就是祥和里了。

我已经记不得，在母亲还没有去到那里之
前，我是不是曾经从这条祥和里走过。但的确
是从那时起，那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祥和里
成了我每周必定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同
祥和里的缘分其实是因了母亲的缘故。

自打母亲离开祥和里去了另一处养老院，
八年多时光，我再没到这条街上来过了。今天，
我在这条小街上时走时停地走了一个来回，一
路上尽是过去的影子在眼前闪动。

在一家米线餐馆门前，我站定了脚步，眼
前浮现起多年前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带着母亲
来这里吃米线的情景。

那天，陪母亲去看望她的一位老同事，回
程时交通不顺，错过了养老院的晚餐时间，就
在这里为她点了一碗鸡汤米线。母亲的牙齿
缺损得很厉害，吃东西比较费劲，我特别叮嘱
店主煮得软一些，盐味一定要清淡。热气腾腾
的米线驱散了冬夜的晦暗和寒冷，让室内充
满了温暖。显然，这碗米线很对母亲的胃口，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完全不像平常吃饭时那
么费力，我觉得特别高兴。可惜，像这样陪着
母亲到外面来吃饭的机会实在太少了，现在
想来真觉得难受，那时，我为什么不多带她出
来走走呢？

对于今天的我，这些话有些扎心了。回首
过去的这些年，我让母亲安心了吗，我自己心
安了吗？古人讲，“百善孝为先”，所有的善行当
中，孝道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身为人子的首
要义务和责任。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其实也
是很难的啊！

的确，相对于童年和少年，今天的我可以
说是强大的，今天的我拥有着丰富的物质世
界，但我已经强大到可以淡忘感恩了吗？我发
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在逐渐荒芜。

时光如流水一般过去了，这么多年里，陪
了母亲不少时间，也为她做了一些事情，自以
为奉行着先贤的教诲，尽量让母亲安心，可到
了母亲离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做得
远远不够，想当然地以自己的强大替代了母
亲的强大。事实上，母亲比我想象的要柔弱得
多，也脆弱得多，或者说，母亲远不是我心目
中想象的那样强大，我给她的呵护和照料实
在是远远不够的。想到这里，胸口涌上来一阵
阵锥心的痛。

渐渐地日头更烈了，我找了街边店铺门前
的长椅坐下来，眼前是来来往往的人流，奇怪
的是，眼中看到的却多是老人的身影。看到一
位颤颤巍巍、拄杖独行的老婆婆，发现那背影
是那么眼熟；看着相互扶助、牵手走来的母女，
似乎那就是曾经的我和母亲；从街口远远过来
了推着轮椅的母子，我的思绪一下跳回到两个
月前，我也曾像那样，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养
老院院子里漫步，我哪里知道，那将是我最后
一次带母亲下楼，同她一起享受初夏明媚、清
新的和风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禁不住我又回想起了
十年前的一个周日，我陪着母亲在祥和里周边
走了一大圈，那时，母亲还能和我一起慢慢地
走着、细细地聊天，那天也像今天这样，艳阳高
挂，天色正好，道路两边一夜雨水冲洗过后的
大叶女贞，随风起舞，依然葱郁，只是，那时已
是初冬……

7月26日，习爷爷考察了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跟随习爷爷的足迹，我也来到了三星堆参观学习。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有藏品1500多件，规模蔚
为壮观。这里有青铜神树、黄金权杖，还有青铜面
具。同样在这里，我还了解到从三星堆遗址发掘到
文物陈列于博物馆中的全部过程，迄今已历经了
90多年。其中，国家一级文物青铜神树便是考古
学者花费10年心血、将1000多件碎片拼接修复
完成的，非常不容易。还有那些大大小小有修补

“疤痕”的文物，在你看来也许只是角落里不起眼
的陶器，却是考古人员殚精竭虑的复原成果。

来到展厅深处，是一个模拟的考古现场，与传
统田野考古不同的是，在探方上竟搭着一个玻璃小
房间。听了讲解老师的说明，我才知道：原来，伴随
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也广泛应用到了考古工作
中。只见房间顶部有扫描机、测重机等各种各样的
仪器，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房间还可以灵活调
节控制二氧化碳浓度，尽量保证文物不被氧化。过
去，考古人员要先将文物挖掘出来，再运到实验室
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现在，则是把实验室搬
到了考古现场，边挖掘边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考
古工作效率，还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文物。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对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更
加敬佩，是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我们了解中华
文明，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向他们致敬最好的
方式，就是让自己和他们一样，努力创造更加辉煌
灿烂的新时代中华文明。

8月25日，我背着成都大运会组委会
发的背包和爸爸妈妈一起乘车前往位于
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参加四川省直机关
工委主办的“欢乐‘童’行 感受中华文明
之美”主题亲子活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
目的地。这次我们参观的是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馆里展示了很多2019年新出土的
文物，成都大运会前夕习近平爷爷还来过
这里呢。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我们被分
成了五个小队，我和爸爸妈妈在第三小
队。新馆有两层楼，三个展厅，分别是一楼
的“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展厅和二楼的

“天地人神”展厅。
我和爸爸妈妈在讲解阿姨的带领

下，从“世纪逐梦”展厅开始参观，它呈
现了从1927年在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
发现玉石器，到现在发掘三星堆的百
年历史。展出了各种玉器，有璧、玦、
璋、琮等。“巍然王都”展厅则主要展示
了各种青铜铸造品、黄金面具和古人
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我最感兴趣的

是一组青铜人像展品，有各种各样的
造型，有编辫子的，有梳发髻的……还
有各种黄金面具，真感叹古人的锻造
技术，能把黄金锻造得那么薄那么精
美。这些展品中，有一种古蜀人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锅，构造非常特别，像极了
现代的“火锅”。

参观完一楼展厅，我和爸爸妈妈继
续前往二楼参观“天地人神”展厅，这里
有三星堆最著名的展品，威武的青铜大
立人和壮观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特
别引人注目，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青铜人
像，通高2.62米，一个身高1.8米的人像
站在高高的基座上，它头戴高冠，脸戴面
具，衣服纹饰繁复精美，手势很奇怪，有
小朋友猜他拿着象牙，也有小朋友猜他
拿着权杖，还有小朋友猜他拿着玉琮。
2021年，在三星堆新考古发掘坑里挖出
了青铜小立人，手里握着一条鸟首蛇身
的龙。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大立人手里也
可能拿的是龙，与他衣服上刻的龙纹相
印证。这样的形象在《山海经·南山经》中

也有记载：“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
状皆龙身鸟首。”真是太奇妙了！青铜神
树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件青铜器，残高
3.96米，它的展品还不完整，如果完整的
话，应该能够达到5米，两层楼那么高！
这棵树的原型——扶桑，在《山海经》中
也有记载。三星堆博物馆让我看到了《山
海经》中记载的好多东西，真是“沉睡三
千年，一醒惊天下”。

参观完博物馆，我们又去了三星村考
古探索基地，在那里体验了古法制玉、考
古发掘、古村落参观和青铜器范铸四个活
动，每个项目都非常有趣。我和爸爸妈妈
制作了玉佩、青铜人像，发掘了“象牙”和

“青铜人像”，在古村落狩了猎，还把“愿
望绳”系在了树上。古蜀文化真灿烂，生活
在这里的古蜀人真聪明。

体验活动结束后，我和小朋友们拍了
合照，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感谢省直机
关工会的叔叔阿姨组织这次活动，希望今
后我能多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认识和
了解更多的中华文明。

8月25日早晨，太阳偷偷地从地平线
下钻出来，天上的云朵宝宝不知犯了什么
错，默默地哭泣着。天空上泄下来的“珍珠
线”打湿了我的衣衫，但它丝毫不影响我
和妈妈参加“欢乐‘童’行 感受中华文明
之美”主题亲子活动的愉快心情。

活动的第一站，是三星堆博物馆新
馆。一小时的车程感觉眨眼的工夫就到
了，60多位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
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三星堆的魅力可
真大，进入展馆的人群熙熙攘攘。我们紧
跟着讲解阿姨的步伐，先后了解了三星
堆的挖掘历程，参观了黄金面具、青铜神
树、金杖、青铜人头像等等，透过这些文
物，我好像看到了古蜀人或优越、或精致

的生活场景及丰富的祭祀文化。镇馆之
宝“青铜大立人”让我印象最深刻，它被
誉为“世界铜像之王”，距今已有3000多
年的历史。3000多年前，古蜀人依靠他
们的智慧就铸造出如此高大精美的青铜
大立人，这不得不让我佩服起古人的智
慧来，或许在某些方面，他们更应该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活动的第二站，是三星村考古探索
基地。在这里，我知道了古蜀人是怎么生
活、怎么制作青铜器、怎么制作玉器的。
古蜀人靠种植和狩猎为生，简单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环境却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
质。他们不厌其烦地制模用于青铜器制
作，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模一样”这个

成语的含义。
在模拟考古区，小小考古学家们正在

“考古挖掘”呢。听完老师的讲解，我迫不
及待地来到“1号探方”挖掘，象牙、青铜
面具、青铜人像都是小伙伴们的收获，而
我一无所获，此时我感觉早上看到的乌云
在我的心里；来到“2号探方”，我使出浑
身解数，快速挖掘到一个青铜人头像，此
时我心里装的是金灿灿的太阳，但我已经
满头大汗。我想，我仅仅是体验都感觉到
很累，那真正的考古学家在考古现场得有
多累多辛苦呢？

三星堆，让我看到了古蜀文化，也感
受到了考古学家的艰辛，我现在想对考古
学家说：“谢谢您们！”

8月25日，小雨。今天我早早就起床
了，因为爸爸妈妈说我们要去参加一场十
分有趣的活动——“欢乐‘童’行 感受中
华文明之美”主题亲子活动。一路上我都
期待着快点看到爸爸口中那些神秘的文
物，带着激动的心情，我们到达了位于广
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在叔叔阿姨的引导下，我们领取
了讲解器和耳机，并且找到了为我们分
享三星堆文物故事的讲解员叔叔。讲解
员叔叔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三星堆文明
形成于距今 4900 多年前，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文物形成期为传说中的古蜀国。
咦？古蜀国是什么国家呢？我们四川也
叫“蜀”，那是和我们四川有关系的吗？
原来古蜀国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原始氏
族部落开始，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融

合，转型成国家，一共有5个时代，分别
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简称

“古蜀五祖”。
接下来讲解员叔叔带领我们参观了

文物陈列馆，分别看到了古时候制作的陶
器，有陶罐、陶杯，还有祭祀时用的玉环、
玉璋、金杖等，所有的文物上都雕刻着精
美的图案，讲解员叔叔还带领我们参观了
巨大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黄金面具
以及巨大的商铜纵目面具，面具上长着一
双向外凸出的眼睛，好像千里眼呀！

参观完博物馆后，我们跟着叔叔阿
姨来到了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参加研
学活动。听叔叔阿姨说，我们要当一天

“考古学家”，体验考古发掘、古法制玉、
制作青铜器以及探秘部落生活。太棒
了，都是我喜欢的活动！在考古探方中，
我和妈妈一起合作，发掘出了一根巨大

的“象牙”；在古法制玉环节，我和小朋
友们一起制作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鱼形
玉佩；在制作青铜器环节，我和妈妈合
作完成了青铜器的制作。最有趣的是探
秘部落生活，我们不仅体验了围猎野猪
的活动，还参观了部落首领的家。在首
领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类似“火锅”的
陶器，原来这个陶器叫“陶三足炊器”，
据考古学家推测是古时候的人们用来
蒸煮食物的器具。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不仅了解了古
蜀国绚丽多彩的文明、悠久的历史和古人
的智慧，还参加了有趣的活动，感谢四川
省直机关工会的叔叔阿姨们为我们组织
了这次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听讲解员叔叔
说，整个三星堆还在继续发掘中，未来将
会为大家揭开古蜀国更多的秘密，期待下
一次的探秘参观。

8月25日，天刚露出鱼肚白色，我便怀着激动
的心情，踏上了“欢乐‘童’行 感受中华文明之美”
主题亲子活动之旅。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一进展厅，一副巨大的青铜面具便映入
眼帘，面具样子奇特，眼睛凸、鼻子大、扇风耳，嘴
巴则咧到了耳朵根，又长又扁。“这面具是首领才
能戴吧！”我惊叹道，幻想着这副面具的主人，心中
不禁对他涌起几分敬仰。拐个弯，一棵苍青色的巨
树赫然在立，这神树残高3.96米，有三层，每层有
三根树枝，树枝上的花果有的上翘、有的下垂，九
只鸟站立树上，讲解员说那是古蜀人幻想通往天
上的祭祀神器，承载着古人们对天的向往。往前走
不远，就看到了著名的“青铜立人像”，人像头戴莲
花状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两只大手呈持物状，仿
佛握着什么巨大的器物，难道是象牙、权杖，还是
其他什么法器呢？

在领略了古蜀国的灿烂文明后，我们前往三
星村考古探索基地，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并
模拟考古。在古村落里，我们围坐在“陶三足”的古
炊具前，了解古人生火做饭、狩猎织布的方法。在
工作室里，我们模拟制作铜立人，先将调好比例的
石膏粉和水混合，搅拌均匀后迅速倒入塑料模具
里，静置十多分钟，待石膏干硬后，便到了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脱模，一手顶着模具，一手向外掰开，
轻轻地取出模型，一个栩栩如生的石膏人像就大
功告成了！在挖掘现场，我手持铁铲和毛刷，在探
方的东北角，开始了我的挖掘工作，不到片刻，我
就挖出了一颗白色的象牙模具。随后，又按照要
求，进行“回填保护”作业。

一天的考古之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次有意
义的研学活动中，我和家人一起了解三星堆文物、
探索古蜀国，明白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感受了中
华文明的璀璨光辉！

游三星堆博物馆悟古蜀文化之灿烂
◎ 罗钰涵

致敬新时代考古人
◎ 周言易

古蜀文化探秘
——观三星堆有感

◎ 蒲丽蔓

欢乐“童”行 探秘三星堆
◎ 尹逸知

“童”行三星堆
回望古蜀国

◎ 何语星

编者按
8月25日，由四川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省直机关工会承办的“同心‘家’年华·逐梦新时代”省直单位职

工家庭建设系列活动——“欢乐‘童’行 感受中华文明之美”主题亲子活动在三星堆博物馆开展。孩子们
跟随习近平总书记到访三星堆的足迹，对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成果进行了直观深刻的了解。

按照活动倡议，活动组委会共收到亲子活动征文20余篇。经组委会认真评比、挑选，最终评选出5篇
优秀作品。本报特将优秀作品刊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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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深处的思念
◎ 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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