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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现场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浙江省安
吉县北部，2022年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为第四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依托国家级大遗
址——安吉古城遗址、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一期
规划面积 203.74公顷，内设考古现场展示区、考
古保护中心、遗址博物馆、生态自然体验区等 8
个功能区。

20 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安吉古城
是越国早期城邑、秦汉鄣郡与故鄣县治所在
地，八亩墩等越国贵族墓园是早期越国王(后)
陵所在地，其代表的越文化和秦汉郡治文化是
浙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2016-
2019 年八亩墩考古发掘，出土大量越国高等级
遗迹遗物，被誉为中国越文化研究的“百科全
书”，对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
作用。

政府、社会和专家三方合作
首创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模式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创“政府主
导+社会投资+专家坐堂”的建设运营模式，开
创了古城地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局面。引入
浙江绿郡公司深度参与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
成立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领衔，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专家组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
家委会员，全方位指导遗址公园建设运营和考
古研学。

2022年，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
游客 12万余人次，开展考古研学活动 100余场，
成功举办“长三角露营大会”“古越文化节”等活
动，荣获“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全球世
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浙江省大花园耀眼明
珠”“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浙江省公共
文化国际交流基地”荣誉称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概念的提出有助于遗址保护和旅游融合，考古
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具有传播
中华文明的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
长徐天进是该公园的设计师，在谈到考古遗址公
园的建设运营理念时，他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定
位重点应在于教育，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以安
吉的特点建设，来告诉公众考古究竟是什么。在
未来，还会在遗址空间内逐渐完善更多的内容，
把考古、研学体验、文创等功能集合于一体。

风从长安来 春至安吉游

2月 28日，“风从长安来——汉景帝和他的

鄣郡”展览在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开幕。特展由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和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共同
举办，再现了汉景帝时期生活图景，呈现出汉朝
中央与地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同时在今年春天，
安吉率先推出文旅融合的新举措，派发 20亿文
旅消费券，抢抓产业升级和行业复苏机遇。

本次展览通过策马飞舆（车乘）、衡量盛景
（量器）、仓廪丰实（生活器具）、汉家风韵（侍从
俑）、六畜俱兴（动物俑）、汉室光华（建筑材料）六
个特展单元，选取了享誉中外、被称为“东方维纳
斯”和“东方大卫”的着衣式陶俑。神态怡然、类型
多样的各式侍从俑、动物俑，及彩绘陶鼎、铜镜等
100余件一、二级文物，让长三角游客近距离体悟
汉文化之美。

出土自汉阳陵的陶俑是本次展览的重要文
物。皇家工匠以真人形象为蓝本，用艺术的手法

创作出这些工艺复杂、外形华丽的陶俑。陶俑造
型逼真，刻画细腻，比例匀称，五官周正，表情丰
富，身份各异，汇聚成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其中着衣式彩绘侍女俑身姿优美，巧笑倩兮，成
为展览中的“明星”。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高峰，
据《史记》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
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
可食。”汉景帝自上而下厉行节俭，展览风格也同
样质朴无华，在细节中展示出皇家气派。展览中
展出汉阳陵考古出土的建筑材料，其中汉阳陵藏
白虎纹空心砖属于四神空心砖的一种，四神代表
方位之神仙，其中白虎是驱邪食鬼的猛神，砖石
上虎头、虎身、虎足用弯曲度不同的线条勾勒，显
得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展出的出土文字瓦
当上，刻有“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

“与天久长”等字样，具有祥瑞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汉阳陵考古陈

列馆首任馆长焦南峰认为，墓葬是人类从蒙昧
到文明迈出的第一步。汉景帝阳陵中出土文物
体现出的丧葬仪俗，反映出古人“事死如生”的
生死观。汉阳陵的建设理念受到汉长安城建设
布局的影响。

作为安吉文化旅游的重要一站，“风从长安

来·春至安吉游——20 亿安吉文旅消费券派发
启动仪式暨汉阳陵文物特展开幕仪式”在安吉古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向长三角及全国游客
推介了“春采薇、夏玩水、秋观星、冬滑雪”，全年
40多场主题活动，四季精彩不断，兼具绿水青山
和人文底蕴的美丽乡村——安吉。

仪式现场，还先后进行了《安吉遗址公园群
落建设任务书》签署仪式，《安吉，永远的家》文旅
推介情景剧演出，2023中国美丽乡村嘉年华四季
活动预告发布，以及 20亿安吉文旅消费券上线
仪式、汉阳陵文物特展暨 2023 中国美丽乡村嘉
年华启动仪式等多项议程。

活动当天，安吉古城设置有“汉越故事”文化
展示、“金川魅力”文旅展示、“艺趣市井”民俗体
验、“大汉雅集”文化互动、“汉学礼仪”研学宣教、

“安吉考古大讲堂”论坛等多个活动区域，汉越文
化共舞，为游人、嘉宾提供蹴鞠、投壶、刺绣、煮
茶、花艺、花灯等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体验项目。
其中，“安吉考古大讲堂”论坛活动，包括探讨“遗
址保护和运营利用”的“考古山房”学术沙龙；以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为主题的“安吉考古大讲
堂”讲座；良渚博物院主持，浙江各遗址博物馆参
与的“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遗址馆专委会 2023 年
第一次会议”等内容。

大运河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脉

天津是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城市。“是
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
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业繁荣而发
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
城的基础。”这是国务院公布天津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时的介绍。

围绕城与河才能找到天津城市原点。天
津名城保护要聚焦于此做文章，不能让宝贵
的历史财富变成历史遗留问题。红桥区是天
津城与河的重要枢纽，需重点关注。

不能忘，在推动设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
日”过程中，天津文史耆老杨大辛先生曾给我
写下这样的话：“古代天津是退海之地，曾多
次发生海侵，因此社会发展滞后。根据考古发
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已有若干村落，
最早的行政建制则为北宋时期金王朝设立的
直沽寨，距今八百多年。明永乐二年即公元
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筑城选址在南北
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即三岔河口之滨，向东
可达海口，有利于海上漕运，从此奠定了天津
城市发展之基石。不过回顾历史演变状况，早
在天津设卫之前，在今红桥区地带，由于南北
运河通航，已是内河漕运的重要码头。无论人
口聚落、商贸往来、文化形态，甚至名人效应，
均居于领先地位，后来才逐渐转移到海河两
岸地区。所以在纪念天津建卫筑城615周年之
际，切不可忽略今红桥区地带率先形成天津
经济发展纽带的历史地位。”

大运河是构建天津名城完整保护体系的
核心要务。“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天津，由
于对传统城区的破坏，保护格局出现了“重近
轻古，重西轻中”的倾向。2010年后，新一轮名
城保护规划将老城厢、估衣街、古文化街划定
为历史文化街区，现又新增独乐寺、渔阳鼓楼
历史文化街区，亡羊补牢犹未晚。下一步还要
把大运河摆到更突出位置，把老城区历史风
貌的修复工作摆到更重要位置。红桥区是天
津城市发祥地，是历史上运河运输的集散地，
天津的商业中心，我国近代教育的重镇，是天
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区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
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为
天津发展提供重大战略机遇。借国家大势，打
通运河、海河和渤海湾，充分发挥天津港口优
势，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战略支点。红桥区“三河五岸”的区
位优势，是连通大运河沿线和雄安新区水上
航线的枢纽，而西沽正处在枢纽的交汇点上。

西沽是天津老城厢、估衣街等历史街区
遭到破坏后，中心城区内仅存的，且保存完整
的大运河历史聚落。这里有着几百年的运河
与城市发展史，有我国近代教育的起源，有近
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理应是红桥区对外
展示大运河文化形象之地。

2013年，天津市政府批复的《天津境内京

杭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中，西沽作为重点
地区纳入保护范围。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划
为棚户区，遭到大破坏。为此，国家文物局专门
致函地方政府“要求对其实施整体保护”。更加
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拆得面目全非。风吹过，
燕儿何时归？大运河历史积淀岂是一片废墟？

西沽是红桥区大运河工作的短板，红桥
区是天津大运河工作的关键，天津是国家大
运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为落实国
家大运河战略，天津制定的《天津市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天津市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保护西沽的底
线没有退让，困扰西沽保护的主要问题是政
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落实保护也是改革的红利，事关区域发
展理念和思路。2021年，十一届天津市委第九
轮巡视在给红桥区的反馈意见中就指出：“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历史文化’
重要指示要求不够深，保护传承利用存在差
距”等问题。明确要求：“持续做好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
高质量发展。”

红桥是亲切可爱的，最具生活烟火气。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这样的底气和优
质资源。恕我直言，发展不能“转基因”，红桥
区要有老城区思维，谋划符合老城区的科学
发展模式，通过大运河保护优化文化教育和
生态环境，优化产业布局，让天津人在此寻味
乡愁，海内外宾朋在此感受天津。

大学生文创赛新增了大运河与城市文化
专项。我在主持评审时发现，涉及红桥元素的
作品最全面。在大学生眼中，红桥是天津大运
河的代名词，比很多“着力打造”更深入人心。

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就会如
何反哺我们的发展。区域发展没有统筹兼顾老
城区保护和民生改善，才把问题一点点托大，

“拆”非但解决不了发展问题，还会新增历史欠
账。西沽保护要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框架中
来，严格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关于大运河保护的
相关政策和规划要求，将整体保护修复西沽与
天津大运河博物馆规划建设相统筹。天津名城
保护规划应有西沽一席之地，西沽成为天津历
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不应再是梦。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西沽与估衣街历史
文化街区都在红桥区，这两个关键节点事关
天津整体工作。红桥区的文物资源太丰富了，
如由国内最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苹芳、
张忠培、黄景略共同认定的我国甲骨文重要
辨识地马家店遗址，如今却也在一片废墟中，
苦苦等待……我诚盼着，这些宝贵的文化遗
产能早日“活起来”，赋能区域发展，让红桥这
颗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绽放出迷人光辉！

千言万语，无法割舍对城市的依恋！天津
不缺乏文化资源，天津发展的大逻辑中历史文
化名城不会缺席。增强城市文化自信，知天津、
爱天津、护天津，才能建设好天津，让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
文、韧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完）

汉长沙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之
一，根据时间先后可分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
国，存续共约 220年。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是汉长
沙国王室及成员墓，位于与长沙国都城临湘一
江之隔的湘江西岸的低矮丘陵区。到目前为止，
已发现与长沙王陵墓群相关的各类遗迹点 23
处，其中已发掘者5处。墓葬规模普遍较大，皆为
一山一墓，上部建有大型封土堆，墓穴凿于山体
之中，墓室为带墓道的甲字形或中字形，多使用
黄肠题凑葬制，部分还采用了金缕玉衣等汉代
高等级丧葬形制（礼仪）。

桃花岭墓园是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包含桃花岭汉墓本体，夯土垣墙一段及
13座中小型陪葬墓。其中墓葬本体平面呈甲字
形，为带墓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由封土、墓道、
墓坑、椁室等部分组成。墓主为西汉中晚期某代
长沙王，绝对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118年至公元 7
年。举世瞩目的双面云纹青玉璧、长沙王印金印
等重要文即出土于此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9年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以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大面积
发现，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采取建设考古遗址
公园模式对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进行保护性利
用，2011年完成市级立项。2013年王陵墓群被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即遗址
管理处制定了保护总规并于2014年由湖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实施。次年，遗址公园管理处正式成
立，作为后续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和责任方。在
建设主体——湖南湘江新区和遗址公园管理处
的积极推动下，2019年至 2021年先后开展了桃
花岭墓园环境整治工程和文旅提升工程，两个
项目的顺利竣工标志着遗址公园桃花岭组团的
基本建成，也标志着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桃花岭汉墓赋存环境变化历程及存在问题

桃花岭汉墓赋存环境变化历程 桃花岭汉
墓位于湘江西岸的沿江低矮丘陵台地上，属于
长沙中部丘陵岗地区，地质结构主要以石英砂
岩、砂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山丘多呈岛
状分布，山丘间间隔存在若干地势较低的水塘。
桃花岭墓园历史上曾遭到若干次的严重破坏，
保留了部分汉代地层。

通过查阅历史地图及卫星影像，发现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区域内原始地形地貌层
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变迁：

第一次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至20世纪
末，桃花岭丘陵周围原山沟谷地以及桃花岭丘陵
次峰东坡、南坡山麓部分被当地村民修建民宅所
破坏，村民另将丘陵坡表改造为梯田，同时在山
麓或缓坡处植树、修路、开挖池塘与引水渠等。这
一时期，墓葬本体周边环境的损坏仅为附近居民
盖房取土，尚未发生大型机械大面积开挖现象。

第二次约在 2000年后，随着城市扩张和大
规模城镇化建设的展开，丘陵东侧坡地山体南
侧遭到机械开挖破坏，新建成为水泥搅拌厂，但
封土周边的山体依旧被当地居民作为农耕用
途。桃花岭丘陵南坡中部被开挖取土整体降低，
东部山坡被堆放深约1~5米的建筑垃圾。

第三次为 2008年年底古墓葬被发现之后，

墓地范围内东侧原搅拌厂被废弃拆除，随着遗
址性质的确定，该处被限制开发，地表开始长满
竹林、藤蔓、茅草、灌木和乔木等杂乱植被。墓地
西侧、北侧成为商品住宅项目建设施工场地。

保护项目实施前所面临的问题 桃花岭汉墓
所在山体呈“凹”字形，分主峰和次峰两部分。整体
稳定性处于较安全状态，植被覆盖良好。但由于所
处区域容易出现强而急的暴雨，还极易出现长期
的连阴雨，致使墓葬所在山体南侧和西侧滑坡坍
塌表现得较为突出，威胁遗址安全和完整。

主峰封土部分周边的植物以根系发达的杂
乱乔木、灌木和竹子为主，山脚的植物以杂草、
荆棘为主，十分杂乱，缺乏层次感，其余部分被
村民改造为梯田作为菜地使用。次峰曾被开发
商取土破坏，且倾倒有较厚的建筑垃圾。

从观赏角度观察，山体植物风貌色彩单一，
缺乏美感；虽然遗址区南侧山坡视野较为开阔，
但北侧视线被高层住宅楼阻挡，同时噪声污染
也较为严重。

从保护角度分析，杂木发达的根系和野生
竹子的竹鞭对封土安全构成威胁。保护区域内
仅有一条路面破损严重的硬化道路，其余多为土
路，狭窄且通行能力差。有效消防覆盖范围小。若
干环山小路沿山体西侧分布，环绕封土堆一周至
山下，杂草植被丛生，坡度较大，宽度极窄，路况
复杂，但也需兼顾巡逻使用。

保护理念及措施

保护理念 《长沙国王陵遗址保护总体规
划》提出，遗址所在山体及周边区域内因先期建
设进行地面开挖的区域，应逐渐恢复旧有地貌，
实施植被绿化。对规模较大的墓葬群周围应栽
种一圈灌木树篱，墓葬本体和周围 20米范围内
可铺设绿地草用草本植物进行绿化标识，以期
达到对遗址良好的展示效果。

《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谷山片区环境整治工
程设计方案》提出，对桃花岭汉墓封土现存盗洞
进行回填，保持封土完整性。对封土取土凹陷处
进行回填，保持山体完整性。地貌恢复后，依据
周边植被环境选取相应植物类型，对覆土回填
的部分进行绿化修复。

根据上述规划要求，桃花岭墓地保护措施
遵循以下保护设计原则：展现汉墓封土风貌，采
用博物馆式的观赏方式呈现出特色的景观体
验；坚持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少动土，避免大面
积施工；加强原有植被利用，对现有山体植被原
貌进行选择性利用和保护；纪念性空间及遗迹
的展示应有助于寓教于乐的体验，重视遗址社
会价值的实现。

保护措施 针对前述问题及保护理念，将
桃花岭汉墓遗址区分为遗址入口区、山体区及
山沟谷区三个主体功能区。

遗址入口区主要解决游览、交通集散等功
能需求，采用雕塑、符号展现汉长沙国历史故
事，引导游客上山游览。

在山体及山沟谷区，尊重原地形地貌植物，
优化及利用现有场地条件，营造上山游览步道
的代入感，打造优美、植被丰富，季相变化的自
然景观环境。清理次峰建筑垃圾，设置汉印步
道、观景平台等景观节点，将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形成以长沙国特色文化为主导的空间场所。
清除封土堆上生长的乔木、野生竹丛等植物根
系。修复破坏的山体，清理梯田，回填盗洞，减少
原有山路设置，对植被清理后的封土及山体表
面进行生态护面。采用架空栈道进行游览，起到
本体保护作用。植被改造凸显季相变化及山体
保护功能，力求使封土展示区呈现出特色的景
观体验。配套开展水、电、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
工程。

在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利用长沙市
十三五文旅提升工程结项验收契机积极推进文
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先后开展了把爱带
回家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元宵节活动暨“桃花公
益护苗成长”做新时代五星好少年志愿服务活
动、“春色万象新 百花竞齐放”郊游踏春活动、

“童心向党、献画长沙”青少年实践主题活动、
“雷锋号”青少年关爱家园夏令营实践活动、“传
承历史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文艺汇演活动、青
春心向党 共筑中国梦朗诵公益课堂《世界因我
而美丽》、“践行新时代文明 增强中华传统文
化”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百年星火 映耀
长沙”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宣传活动，全面展示了
桃花岭组团的文化历史价值，提升了文旅体验，
用行动诠释了保护与利用的文物工作主题，为
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建设提供坚实的
发展基础和持续不断的原动力。

效果评估及工作建议

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依托汉代长沙王陵
墓群最集中、保存最好的谷山区域建设，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但由于相关遗址发现
时间较晚，导致遗址规划、保护、管理工作一度
十分滞后，以至于相关职能部门对长沙国历史、
文化的认识不够，这与经济及其他文化事业的
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

令人欣慰的是，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工作2021年已列入长沙市十四次党代会重点
支持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桃花岭组团的建成
进一步扩大了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区
范围，通过开展的诸如文物价值研究、公众考古
及其他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全面展示了
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桃花岭墓地保护现状，
积极推动汉长沙国遗址逐步融入现代生活，集
中体现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成就、新风貌，促进
了公园建设工作，提升了周边环境品质和公共
服务质量，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
重要载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充分实现了
其社会价值。

文物资源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
会的高度重视，文物事业在政府工作大局中的地
位显著提升，独特作用不断彰显。今后，汉长沙国
考古遗址公园还将继续以桃花岭组团建成为依
托，继续推动政府决策成立领导小组，加强顶层
设计和部门间沟通协调，建立发改、财政、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多部门协调机制，加
强工作协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培育多学
科合作创新团队，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让文物

“活”起来，让社会教育“火”起来，充分激发考古
遗址公园活力。
（作者单位：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新建设模式
张怡

文物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良性互动
——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桃花岭墓地保护为例

马代忠 徐路

从西沽和大运河再谈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写在天津设卫得名618周年之际
穆森

（上接2月10日8版） ■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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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山房”学术沙龙 “风从长安来——汉景帝和他的鄣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