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 2 月 8 日，成都西郊一次市政
施工，不经意间挖出了大量玉石器、铜器
和象牙，由此闯入了古蜀文明的时光隧
道。2007年4月，金沙遗址博物馆因之诞
生。

博物馆所在的遗址，是商周时期古蜀
王国的都邑，也是三星堆文化之后在成都
平原兴起的又一个古代文明中心。其重要
遗迹包括大型房屋建筑基址、祭祀区及
1000 余座墓葬，遗址出土金器、玉器、
铜器、漆器等文物 5000 余件，还有数以

万计的陶器陶片、数吨象牙以及野猪獠牙
和鹿角。在同一区域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
象牙和动物骨骼遗存，在中国乃至世界都
属罕见。

在金沙遗址基础上兴建起来的这座博
物馆，包括遗迹馆和陈列馆两大主体建
筑，分别位于摸底河的南北两岸，一圆一
方，遥相呼应。

遗迹馆 （图 1） 位于金沙遗址的原发
掘地，此遗址被称为目前我国保存最完
整、延续时间最长、遗迹遗物最丰富的祭

祀原生态遗存。笔者来至馆中，看到的是
未做刻意设计的空旷空间，不禁屏息凝
神，仿佛走进千年前古蜀国气势恢宏的祭
祀现场之中。许久，方回过神来。

陈列馆是一座斜坡状方形建筑，造型
北高南低，仿佛从大地中生长出来，隐喻
金沙出土的玉璋。常设展览由“远古家
园”“王都剪影”“天地不绝”“千载遗
珍”和“解读金沙”等5个展厅组成，馆
内以金沙遗址出土的遗迹和文物为主，以
成都平原其他古蜀文明遗迹、遗物为补
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再现了神秘的
金沙王国社会生活情景和精神生活风
貌，展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变的辉煌历
史。

馆内众多文物中，名声最大的非
“太阳神鸟”金箔饰莫属。此器乃金沙
镇馆之宝，采用镂空的表现方式，外
廓呈圆形，分内外两圈，内圈是一个
旋转的火球，象征着太阳，外圈等距
离分布着四只三足飞鸟。即便曾多次
见过“太阳神鸟”的图像，但近距离
观看这件外径 12.5 厘米、厚 0.02 厘米、
重 20 克的薄薄的“神器”，仍然有神游
天外、心鹜八极的穿越之感，切身感
受到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和非凡的想
象力。古人视鸟 （金乌） 为“日中之
精 ”， 崇 鸟 即 为 崇 拜 太 阳 。 2005 年 ，

“太阳神鸟”从 1600 余件候选作品中脱
颖 而 出 ， 被 确 定 为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标
志，足见其价值。此外，金面具、蛙
形金箔、金冠带、镂空喇叭形金器等
也是重要的金沙遗存。

玉器，是金器之外的又一类珍贵文
物。作为祭天礼地的法器，金沙出土的

琮、璧、环、璋、圭、戈、矛等玉器数量
极多、型制丰富、沁色斑斓，加之独特的
聚阵式展示方式，烘托出祭祀品的繁复与
精美，犹如缀满天幕的繁星；而大量金
属、软质纱网等材料的运用，既突出了金
沙祭祀活动中的原始宗教意味，也打破了
单纯展柜陈列形式的窠臼，凸显古蜀先民
沟通天地、对话神灵的希冀。笔者徜徉在
展厅里，沉浸其中，竟有了不知今夕何年
之感。

陈列馆运用色彩和光影的魔术，渲染
了古蜀文明神秘悠远的氛围。主展厅展柜
中使用的是常用的橘黄色灯光，而地灯则
一律用暗淡的红色，营造出诡谲、空旷的
神秘感，予人以祭祀之中沸腾燃烧之感
（图2）。中庭的穹顶用玻璃制作而成，纤
细的柔索结构将巨大的橙色“太阳神鸟”
标志悬于白色穹顶中央 （图 3），而与其
对应的地面是黑色大理石做底、绘三足金
鸟图形。一天之内，太阳变动不居，金鸟
的光影投在中庭的弧形墙面和地面上，随
时间和太阳位置的变化而缓缓移动，如同
在不同高度翱翔。当夕阳照进中庭，地上
的圆盘被一层金黄色的光晕所笼罩，金鸟
的影子给静默的场馆营造了音乐的律动，
古蜀国祭祀场景似乎历历在目。走出陈列
馆，来到户外的园林，仿佛刚刚穿过时光
的隧道，见到了文明耀眼夺目的光芒。

顺便一提的是，成都市地铁7号线有
“金沙博物馆”一站，其站内文化墙为古
蜀先民生活场景，立柱形象取自金沙遗址
博物馆馆藏的商周十节玉琮，天花板则是
太阳神鸟形象。若搭乘地铁而来，走出列
车，其实就已然走进了时光隧道。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金 沙 遗 址 博 物 馆 ： 古 蜀 文 明 的 时 光 隧 道
□□ 文文//图图 马宇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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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深 度 玩 耍 也 是 学 习 之 道
□□ 李峥嵘

我们现在是在“大寒”节气里。所谓
“大寒”，在古人看来，是一年之中最冷的
时节。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北方基
本上小寒的时候就已经是气温最冷的时候
了，南方则是大寒节气最冷，尤其是临近
过年前后那几天。

“寒”这个字，其实就是一幅寒冷天
气的图画。《说文》：“寒，冻也。从人在
宀下，以草荐覆之，下有冫”。“寒”上面
的“宀”是个房子，茅草的，四面透风。
让人想起杜甫那首 《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那时候还是八月，秋雨连绵，已经
冻得没处躲藏了，可想而知冬天是什么
样。“寒”的中间是个人，裹着草褥子，
正发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村盖
菜窖的那种草褥子，就基本是那样的。

“寒”下面的两点是“仌”的变形，也就
是冰。在金文中，在“人”的下面还有一
个表示脚的“止”，大概指这种环境下人
的脚冰凉冰凉的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茅草屋、破草褥
子，连屋里都滴水成冰，御寒基本上靠
抖，这个画面可不就是“寒”的真实写照
吗？

老百姓为什么裹草褥子，不裹棉褥
子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棉花。棉花是引
进的，明朝的时候才开始广泛种植，在
之前老百姓穿的多是麻的、葛的，还有
一些劣质的动物皮毛。保暖性比较差。
当然也没暖气，通过炭火取暖，所以柴
和炭是冬天最重要的物资。要是有人

“雪中送炭”，那真是要感激涕零了。还
有很多人家，连炭都买不起，只能挨
冻，所以“寒”就代表穷。“寒门”“寒
窗”，都是说明家里没钱，冬天保暖跟不
上。

因为古代御寒很难，老百姓遇到冬
天，简直就掰着手指头一天天熬，要不怎
么发明了《数九》歌呢。从冬至开始数
九，到了大寒，基本上是四九前后，三九
四九冰上走。“大寒”的第三候就是“水
泽腹坚”。这时候，河里的冰已经不是冬
至第三候的“水泉动”状态了，能一直冻
到河中央，形成又厚又硬的冰层，即使人
在上面走，也不会开裂了。

北宋时期，有一个人叫邵雍，他写过
一首诗，题目就叫《大寒吟》：“旧雪未及
消，新雪又拥户。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

乳。清日无光辉，烈风正号怒。人口各有
舌，言语不能吐。”前些天的雪还没化
呢，又开始下了。台阶前，井上的辘轳架
都冻上了。让我想起小时候，没有自来
水，大家都是到井边打水。夏天挺乐意
去，因为很凉快，到了冬天，井四周因为
有不小心洒的水，都冻成冰了，一走一出
溜，得非常小心翼翼。这时候打水，简直
太考验技术了。有时候北风呼啸，脸像是
刀割一样，嘴都冻麻了，就是“言语不能
吐”的状态。

不过，熬过大寒，就是立春了，新的
一个周期即将开始，春暖花开也就不远

了。所以，大寒时节，在寒意中总是带着
一些希望，透出一些生机，就如同白雪中
的点点红梅。这个冬天，疫情又有反复，
很多人坚守在寒流之中，默默付出，让我
们即使在寒气的侵袭中，也感到温暖。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
委员会委员，文学博士，“三千字”品牌
联合创始人）

“ 寒 ” 的 由 来
□□ 李 英

图1：金沙博物馆遗址馆内景
图2：陈列馆内景
图3：陈列馆中央穹顶

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已经
被教育学界广泛认可。多元智能理论的创
始人加德纳说：“有益的游戏是孩子了解
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主要方式，也是家长和
孩子建立亲密联系的好方法，良性的游戏
互动能够帮助儿童的情感和情绪的健康发
展。”

由芬兰教育家帕西·萨尔伯格和英国
教育家威廉·多伊尔合著的《游戏力》，通
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了游戏能促进身体成
长、情感发展，以及智力发展，能让孩子
得到更好地成长。

今天的孩子即将迎接的是前所未有的
未来世界，那就是全球知识、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技
术，而游戏让孩子通过体验去想象、去创
造、去验证自己的假设，把头脑锻炼得更
加灵活、全面，也更能适应未来快速发展
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在全球掀起的玩耍实验里有一些理论
支撑。《游戏力》 认为，并不是任何形式
的玩耍都对身体健康或学习有益。只有

“深度玩耍”才更有助于身心发展。深度
玩耍包括五大要素：自我指导、内在动
机、想象力的运用、过程导向和积极的情
绪。

自我指导：儿童自发与他人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存在着不同的多种
的丰富的体验，包括成功与失败、规则与
自由、方法和结果。深度玩耍中，孩子对
过程发生的事情采取主动和负责任的态
度，大人只是为孩子们提供全面的指导和
支持、足够安全的环境、材料和项目，让

孩子们按照自己的节奏玩耍。自我指导是
儿童在玩耍中应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能
力，包括了自我调节、反思和执行控制，
这都是高阶学习的基本要素。现代学习理
论认为学习应该是学习者对知识和技能的
积极的建构，不能只靠外部的指导告诉孩
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内在动机：因为喜欢而玩耍

儿童有三个心理需求促使他们发展出
自己的内在动机，第一是自主性，第二有
能力，第三是关联性，也就是说孩子既要
有能力发起指导自己的行为，也要有能力
去完成行为，同时能够和他人在玩耍中建
立起稳定的关系。内在动机才能够推动孩
子对学习真正有兴趣，而且会激发出好奇
心。研究表明，好奇的孩子比那些不好奇
自己做的是什么的孩子，学得更多，记得
更好。内在动机有助于让孩子进行高层次
的学习，找到自己的才华和激情，而为了
得到老师、父母的奖励而学习，只是外在
动机的促使，所以深度的玩耍是允许孩子
自己发起玩耍，并且在没有父母和老师干
预的情况下，做出他们如何玩耍的所有的
重大决定。

想象力：玩耍点燃好奇心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
力，跳出固定思维，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但是标准化往往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敌
人。假装游戏和想象游戏就是让孩子发挥
想象力的很常见的游戏形式。玩耍中点燃
激情，激发冒险精神、创造力和创新精
神，创造出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正如著名
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们通过
玩耍发现世界，展示他们的创造能力。没
有玩耍，完全的智力发展是不可能的。玩
耍是一扇敞开的巨大窗口，富有生命力的
概念和思想由此注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玩耍是火花，是点燃求知欲和好奇心的火
焰。”

过程导向：享受活动本身

不要过分指导孩子，不要根据结果来
判断玩耍的价值。在与游戏伙伴的互动中
寻求自我的存在，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儿
童的自我意义。让孩子自己充分享受玩耍
的过程，获得一种沉浸的乐趣。有希望和
爱的流动的感觉，会发展出积极的情感发
展。

积极的情绪：体验不一样的喜悦

孩子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他会感到一
种巨大的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会
挑战，调整游戏的难度。这种在真实的游
戏里体验到的喜悦，跟在电子游戏里的喜
悦是不一样的，它来自于对物质客观世界
和对社会关系的热情的探索和发现，将真
实的经历最终转化为知识和能力，通过自
己真实的接触，来调整对世界万物以及人
和人关系的认知。

自我指导、内在动机、想象力的运
用、过程导向和积极的情绪，这5个要素
合起来，就是深度玩耍。这个假期你的孩
子能不能够获得深度的玩耍，提高他的学
习能力，成人不妨从这5个方面来进行观
察吧，同时请注意，你也要享受这一过
程。如果成人自己无法在工作中体验到想
象的力量，那他也无法教给孩子获得想象
力。

大人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开放的
学习环境，让孩子们在发现、探索、想象
和创造中学习，而不是由大人来组织来教
导孩子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大人并不
是撒手不管。成人的爱是一切关系的基
础，在支持孩子的自我表达，提供一个给
孩子自我表达的环境，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样才能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进行冒
险，不断地发现和挑战自我。

说到游戏，很多孩子们都离不开手
机游戏，科技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便
利，但是人和人的互动是电子产品所无
法代替的，而研究也发现孩子们进行体
育活动越多，认知发展越好。我们倡导

“用书来代替电子书，用大自然和体育活
动来代替电视。”简而言之，现实生活中
的游戏，对孩子有非常广泛的益处。游
乐场，才是一所充满了欢乐、友谊和协
作的终身学校。

（作者为教育硕士、金牌阅读推广人）

从这周开始，全国的中小学生开始陆续放假。假期，孩子们除了完成必要的
复习、预习，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作业——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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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徽 （约 225-295） 出生于人杰
地灵的齐鲁大地，成长于英才辈出的
魏晋时期。他的著作 《九章算术注》
和《海岛算经》是中国最宝贵的数学
遗产，也是世界数学的瑰宝。中科院
院士、数学机械化专家吴文俊说：“从
对数学贡献的角度来衡量，刘徽应该
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相提并论。”

《九章算术》 收集了战国、秦、
汉时期的数学成果，共 246 个问题，
分为九章。其数学成就主要是分数四
则运算、比例运算、各种面积和体积
的计算方法，以及勾股定理的应用
等。《九章算术》 构筑了中国传统数
学的基本框架。

刘 徽 年 幼 时 学 习 了 《九 章 算
术》，随着年龄的增加，对 《九章算
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观阴阳之割
裂，总算数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
其意”。他对书中的错误、晦涩难懂
的地方进行校正，对来历不明的结
论、公式等补充严格的证明，还对部
分概念进行了辨析，确立了严格的定
义。经过数十年的辛勤考证，终于完
成了《九章算术注》。

《九章算术注》 赋予了 《九章算
术》新的生命，使中国传统数学形成
了严密的数学理论体系。

在《九章算术》的方田章中，有
多个与圆有关的面积问题。

问题三十一：今有圆田，周三十
步，径十步。问为田几何？

答曰：150平方步。
术曰：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
刘徽想，周长 30 步，直径为 10

步，这个几何图形不是圆，而是一个圆内接正六
边形，如图1所示。刘徽想用圆内接正十二边形
代替圆，这种近似程度不是更好些吗？刘徽通过
仔细地思索、论证，终于概括出“割之弥细，所
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
体而无所失矣”的“割圆术”精髓。

刘徽把他的1800字的割圆术，附在《九章算
术》方田章的后面，从此有了刘徽的“割圆术”。
在“割圆术”中，刘徽完成了两大创举。第一，
他证明了圆的面积公式；第二，他计算出圆周率
的近似值为3.14。

刘徽首先把圆周六等分，依次连结相邻的两
点，等到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他继续倍增边
数，得到圆内接正12边、24边直到无穷多边。这
样就可以得到圆面积的精确值。刘徽设计了圆面
积的算法。他从正六边形开始，迭代5次就得到正
192边形的面积，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等于 3.14，这在 2000 年前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这个值也被后人称为“徽率”。

刘徽在“割圆术”中写的，“以一面乘半径，
觚而裁之，每辄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
幂。”这就是他证明圆面积公式的方法。他将图2
所示与圆合体的正无穷多边形裁剪成无穷多个顶
点是圆心O，底边是正多边形的边的小等腰三角
形。刘徽将无穷多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连接在一
起，如图3所示。无穷多个小三角形其底边之和就
是圆的周长，因此得到圆面积公式。

圆的面积等于圆的半径乘以圆的周长的一半。

刘徽在给《九章算术》作注时，撰写了《重
差》一卷，这是关于测量海岛的高和水平距离问
题，编写了九个复杂的、有代表性的测量问题。
到了唐代，数学家们将《重差》更名为《海岛算
经》。在书中刘徽利用“重差术”，即两次求差的
运算，科学地计算出泰山主峰的高度为 1792.14
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

刘徽一生不追求功名、严谨治学，敢于摈弃
前人不合理、不科学的知识，勇于创新，他给我
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刘徽的工作，不
仅对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
世界数学史上也确立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作者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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