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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葬泛指古人采取一定方式对死者进行埋葬的遗迹。
本文探讨的墓葬考古遗址，特指古墓葬在经科学考古发掘后
的考古遗址，或已回填复耕复垦，或已原址保护，或者回归原
生地貌。目前，国内的古墓葬大多处于原生状态，且依据其价
值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具备重大价值的墓葬考古遗址
有很多在原址辟建为墓葬类考古遗址博物馆，成为当地的文
化旅游场馆。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概况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东南，淄河东岸，属
战国时期齐国王陵区，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 7.5公里。1990
年 4月至 11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发掘，淄
河店二号战国墓与临淄后李车马坑的考古成果被评为 199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墓为有封土的“甲”字形墓葬，
墓室分为地上、地下两部分，地上墓室为夯筑建成；地下墓室
为挖出墓坑后又修整而成。墓室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
量的仿铜陶礼器（七鼎六簋）和铜、石乐器及兵器。墓室填土
内发现 20余辆独辕马车，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兵
车、安车、役车三类。墓室北侧发现一座大型“一”字型殉马
坑，殉马数量达 69匹。

临淄后李车马坑，1993年在遗址本体建成“临淄中国古车
博物馆”，目前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遗址类博物馆，每年接待海
内外游客20余万。淄河店二号战国墓遗址毗邻田齐王陵（四王
冢），在此筹划建设齐国贵族墓葬遗址展示区，对于活化利用
文物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对此处遗址的
保护利用思路进行简要阐释。

建筑消隐融合 回归原生地貌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的保护展示采用集遗址本体保护、历
史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优化为一体的策略，充分保护遗址本体

及其环境，实现遗址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合理利用，使其真实
性、完整性获得有效保护和延续传承。

——建筑外观方面。建筑主体仅覆盖于遗址区域，采用钢
骨混凝土体系，满足文物保护建筑的可变性和最小干预原则。
同时，对主体建筑屋面采取覆土策略，营造建筑主体消隐于周
边环境之中的氛围。只在适当的区域暴露出部分建筑体量，主
墓端头设计半室外景观平台，提示建筑的存在，呼应文物“破
土而出”的文化内涵。可视墙立面设计为呈现夯土肌理的土黄
色清水混凝土，融入原生地貌。

——环境营造方面。淄河店二号战国墓处于典型的北方
低矮丘陵地区，墓地位于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坡地上，其南侧
有康山、火石山环抱，西北侧为齐国名河淄河和历史名山牛
山，东南为田齐王陵（四王冢），隔淄河向北远眺可俯瞰临淄齐
故城。因墓葬位置处于田齐王陵区，环境空旷、视野开阔，覆土
的建筑保持着与“田齐王陵”谦恭的体量关系。建筑外步行道
路宽 5米，由现状葡萄田平均下挖 1米而成，采用浅黄色仿木
材料，两侧设挡土墙，弱化建筑体量的同时，为游客创造不同
的空间体验。

从游客进入建筑区域开始，通过对建筑整体功能次序的
布置，通过路径尺度、景观界面的渲染，使游览者产生综合的
空间认知。返回路径的设置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通过上山
路径将游客引向观赏田齐王陵的最佳地点，为游客营造出田
齐王陵景观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及心理震撼。

本体保护重构 再现考古现场

本体的保护与重构，按照1:1的比例严格参考考古发掘报
告进行保护性重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主墓室的原址重构；
二是殉马坑的本体保护展示。

——主墓室的原址重构。参考考古发掘报告，由上至下逐
层清理墓室，对原墓壁、墓底进行揭露并覆盖钢框架结构保护
层。在保护层上按原墓室的营建方式，使用现代的复合土（素

土+水泥+石子按一定比例混合）配土壤固化剂按比例调和搅
拌的材料，使用特殊工艺表面模拟古代“夹板夯筑”的夯层肌
理。棺椁按照1:1的比例复原，积石椁采用当地产大青石垒砌，
用淄河的粗河沙填缝，真实还原石椁的原貌。墓道方向和坡度
按照考古资料1∶1复原，使用复合土表面夯实。

——殉马坑的本体保护展示。鉴于主墓北侧殉马坑在考
古发掘后实施了原址水泥隔板覆土保护，保存现状及保护条
件一般。此次保护展示策略对此区域进行室内封闭保护，单独
编制专项本体保护方案。在重新考古清理马骨之前，先在马坑
本体下部以改进的混凝土掏空起券洞的方式进行防潮保护，
以隔绝地下水气，避免在温度梯度作用下，地下水气向上迁移
渗透对马骨形成破坏。在建馆完成后进行马骨的清理、断裂马
骨的修复、马骨表面PVB封护，并进行了土体加固和马坑下部
支撑加固。同时采用到顶式一体低反射夹层玻璃进行展示，并
在马坑上部吊顶隐藏安装新风系统和除湿设备，形成相对稳
定的微环境，温湿度可控。不仅使马坑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
稳定空间利于马坑遗址本体的微环境调控与监测，又能使游
客的参观视角更加通透。

展陈布局多元 重构历史空间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的陈列展览采用“传统陈列+多媒体虚
拟”的展示策略，因考古出土文物数量多且特色明显，对文物
展陈采取传统陈列的方式。公共空间的利用则采取多媒体手
段营造虚拟空间的策略，使观众能 360°沉浸于战国时代的空
间氛围。

——传统展陈集约利用空间。因保护建筑属于遗址保护
建筑，建筑体量和建筑空间有限，建筑采用大跨度钢骨混凝
土结构体系，覆盖原址使其成为室内空间。为满足大量出土
文物的展出，尤其是复原古车等大体量展品的展出，集约利
用建筑墙体做文物展柜，利用主墓边界防护框架，延展四周
设置环形走廊，环廊一侧放置复制展品和重要出土器物，使

游客观看遗址的同时，可以看到复原后的模型。主墓室上方
采用玻璃地面，既使得主墓通透可视，又能解决观众的集散
空间。

——公共空间营造虚拟氛围。对主墓室环形走廊、殉马
坑环形走廊、主墓室上方上人空间等公共空间，采取墙面多
媒体投影、LED大屏、OLED透明信息查询屏、地面通电玻璃
投影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营造多画面、分通道、视觉融合的
360°历史氛围，展示内容涵盖战国时代齐都临淄城、田齐王
陵历史环境、主墓营建过程、古车制作流程、出土精美文物等
与淄河店二号战国墓密切相关的历史信息，凸显墓葬考古遗
址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
高效输出。

墓葬类考古遗址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不仅具有
重大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还有深厚文化内涵，是大量馆藏文物
的出土地。墓葬类考古遗址是各地活化利用属地文化遗产的
重要资源，是开展文物旅游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希望淄博
市淄河店二号战国墓的保护展示能为其他墓葬类考古遗址的
保护展示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临淄区文物保护中心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
古研究院 供图：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墓葬壁画是古代工匠绘制于墓室墙壁上的图案，作为
墓葬文化一种独特的展示形式，其意义不同于石窟壁画、寺
观壁画、宫廷壁画等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绘画形式。墓葬壁
画作为一种珍贵文化遗产，其保护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文
博界的关注。

由于墓葬壁画在埋藏过程中很容易受地下自然条件，
如土壤酸碱度、湿度、微生物、震动、土质等的影响，因此
出土时多数破坏严重。另外，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推进，使得大多墓葬壁画的原址保存困难，所以有时也会
采用异地保护的办法。目前墓葬壁画保护手段主要包括
五种：原址保护法、揭取法、框套法、整体搬迁法、连砖切
割法。

原址保护法 原址保护的办法，即在墓葬中进行壁画
的清理、加固、回贴、补全、防霉等处理，不对壁画做其他结
构方面的改变，以最大限度保护壁画的原貌。

目前这种方法已在很多墓葬壁画中应用，如内蒙古宝
山 1号 2号辽代壁画墓、洛阳伊川元代壁画墓、西安交通大
学西汉壁画墓、洛阳玻璃厂东汉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曲江
校区西汉壁画墓、西安曲江翠竹园小区西汉壁画墓等。

需要指出的是，原址保护这种方法对壁画本身的保存
情况及保存环境要求较高，一般针对的是赋存环境较好、自
身体量巨大且不需移动的壁画，并且后期的保存条件对壁
画不构成进一步破坏，或是有成熟的技术及措施可以保障
壁画后续的安全保存，只有达到了这些条件，才会对壁画进
行原址保护。

揭取法 揭取法，狭义上是将壁画地仗层与支撑体分
离，仅保留壁画的画面层和部分地仗层的方法。到目前为
止，对于大部分的墓葬壁画保护而言，揭取保护是最主要的
保护手段，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目前很多进行保护处理的墓葬壁画均是采用此方
法，如法库叶茂台的辽代墓葬、郝滩乡汉墓、北宋富弼
墓、辽代平原公主墓、辽宁北票莲花山辽墓壁画、洛阳关
林 49 号 50 号唐墓壁画、内蒙古清水河县五代墓葬壁画、
塔尔梁五代墓葬壁画、五代冯晖墓壁画、新安县梁庄北宋
壁画等。

采用揭取法的墓葬壁画，在结构上是包含支撑体+泥
层+白灰层+颜料层四层的壁画，尤其是泥层这一结构的存
在与否，是确定是否采用揭取法的关键。对于缺少泥层的其
他类型的墓葬壁画，这种方法的适用性还有待实践。

壁画揭取保护的具体流程主要包括画面层清理、预加
固、确定分割线、制作夹板、烘干壁画、画面加固、封护、涂桃
胶、贴纸、贴布、烘干、切割画面、壁画揭取、包装运输、暂存、
壁画背部清理、背部加固、支撑体制作、去除壁画正面的板
布纸、清理画面、加固、画面封护、展示和暂存。可以看出，壁
画的揭取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道工序中使用的材料、
工艺、方法都有系统的严格要求，只有保证每一步操作的可
行性与安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壁画的本体安全和文
物信息的完整。

框套法 框套法，即做成活动形式的框架，其中长、宽、
厚均可以灵活地调整，将要保护的壁画套在框架中，添加前
后背板，安上螺钉拧紧，壁画被严严实实地被包裹在框套里
面，成一包装箱形状的方法。

这种方法目前在墓葬壁画保护中较少应用到。以李贤
墓壁画和戴胄墓壁画的保护为例，李贤墓壁画的制作和保
存状况和传统墓葬壁画相比较为特殊，它直接画在结构性、
粘接性差的黄土层上，这种黄土层含粉沙和细沙量在 70%
以上，总孔隙46.3%，其土质结构多裂缝和孔洞、空隙，壁画
本身没有地仗层，是在黄土层上稍经拍打刷白灰浆后作画，
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对此研究并设计出“框套法”揭取壁画技
术，这是框套法最早见于文献的报道。

框套法适用于直接绘在泥土上的、不带地仗且壁画的
体量不大、难以用传统方法揭取的壁画。

整体搬迁法 整体搬迁，即将整个壁画墓从墓葬原址
迁至异地，在异地进行后续保护的方法。目前墓葬壁画整体
搬迁的实例有很多，主要分为墓葬壁画整体搬迁和壁画分

块搬迁。
已经报道出来的磁县宋代壁画墓葬、大同两座辽代壁

画墓葬、河南登封宋代壁画墓均采用的是整体搬迁的方式，
即将整座墓葬打包搬迁至安全的地点，随后再对其内部的
壁画进行保护处理。

整体搬迁或是局部搬迁兼顾墓葬结构、考古遗址等相
关信息的提取，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墓葬及壁画结构的完整，
同时也保留了文物本身携带的信息。这种方法一般针对面
积较小或是支撑体本体体积较小的墓室壁画。

不过由于技术手段及相关投入的限制，如重量的原因，
打包、迁墓、拉运费用问题也不容小觑，据大同整体搬迁两
座辽代壁画墓葬的现场负责人介绍，这两座墓葬仅拉运就
花费了约10万元。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壁画能够采取这种方
法进行保护。

连砖揭取法 连砖揭取法顾名思义即揭取时壁画结构
包括颜料层、地仗层、部分青砖支撑体。如2014年进行的磁
县北宋韩令坤墓葬壁画保护修复工作，该壁画为2米×2米，
由于地形、雨水以及埋藏时间久远的原因，壁画表面被厚厚
的泥土覆盖，部分区域已经开始发生霉变酥碱，再不及时处
理，整幅壁画都将毁坏殆尽。因为这幅壁画地仗层为白灰地
仗，结构很脆弱，加上其地仗缺失严重，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笔者经过数次模拟小块试验，确定采用连砖切割的方法，将
整幅壁画切割，厚 3厘米、重 150千克，最终完整运回室内。
该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地仗层和青砖支撑体构成。地仗层很
薄，为单一的白灰地仗层，且薄厚不均，厚度在0.2-0.5厘米
之间，结构较为粗糙，结合强度较低；支撑体为青砖，和地仗
层的连接十分紧密，青砖的砌制不甚平整，凹凸不平，在壁
画下部出现明显的凹陷和高凸。

2017年邯郸市华耀城金代墓葬墓室为圆形弧壁，墓顶
坍塌，壁画主要存在于墓室内壁，面积较大。壁画支撑体为
青砖，砖体之间以细泥相连，壁画地仗层极薄，最厚处仅有
0.1厘米，且地仗脱落严重。壁画主要存在的病害包括地仗
缺失、支撑体变形、颜料层脱落、粉化、钙化土垢、动物损害，
其中地仗脱落、支撑体变形问题最为严重。墓室四周墙体受
到挤压导致严重变形，另外由于绘制壁画时垒筑的砖雕造
型，导致壁画表面凹凸不平，最高处与最低处厚度相差4-8
厘米，壁画地仗层极薄且地仗脱落严重，并且和青砖支撑体
结合十分牢靠。因其有砖雕造型，壁画上下砖体厚度比中部
多 7-10厘米，另外灯擎的造型又比壁面多出 8厘米，处理
起来难度极大。

在传统墓葬壁画保护方法无法施用的情况下，采用连
砖切割的方法，即考古现场连砖切割、室内二次切割的办
法，将全部壁画运回室内进行保护修复处理，保护修复主要
操作步骤包括：1.画面层预处理；2.贴皮纸、纱布；3.添加画
面层支撑板；4.切割青砖；5.后背添加支撑板；6.搬运；7.二
次切割；8.加固等。其中步骤1、2、3、5、6、8等的操作与传统
揭取法的基本一致，步骤 4和 7是该方法操作的关键点，难
点主要集中在切割厚度的确定。

这种采用切割青砖支撑体的方式，既可以在最大程度
上保留文物结构上的完整，又有效地保护了壁画的安全。另
外使用环氧树脂将定制的九宫格不锈钢架粘接，虽然环氧
树脂具有不可逆性，但环氧树脂未与壁画的地仗层、画面层
直接接触，一旦环氧胶老化，可采用物理手段进行去除；另
外保留一定厚度的青砖支撑体，给二次修复提供了充分的
操作空间。

这两幅壁画经过保护修复后壁画画面层和在考古现场
几乎无差别，说明了此方法在处理地仗层极薄且和支撑体
连接紧密的墓葬壁画上十分适用。

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墓葬壁画，由于时代漫长、地域广
阔，各地区的壁画在结构上千差万别，解决不同类型壁画的
保护修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整体搬迁法、原址保护
法、揭取法、框套法几种方法已在墓葬壁画中广泛应用，而
连砖揭取法应用较少。笔者通过这几种方法的阐述，以希对
同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邯郸市文物保护中心）

江苏省泰兴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宋绍兴初年泰兴
县治迁至现泰兴延令街道所在地，围筑土城，形成瓜形县城，
苏利巷地块即在泰兴瓜城内。苏利巷街区现占地 1.74万平方
米，南至国庆路，西至南草巷，北到银锭巷，东到三井南巷，一
条苏利巷从中横贯东西。苏利巷街区是目前泰兴老城区唯一
仅存的传统街区，曾是泰兴县城历史上名门望族的集聚地。街
区内除有 3处文保单位外，还有大量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清
代、民国时期的古民居以及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构筑物和古
树名木等。街区整体保留了苏中地区民居的传统格局和历史
风貌，集萃人文，承载记忆，寄托乡愁，是泰兴宝贵的文化遗产
和精神财富。

2017年，苏利巷街区的部分居民就房屋老旧、设施落后等
问题向政府表达了搬迁的意愿，政府应民意适时启动了自愿
拆迁工作，此后越来越多住户搬离了老房子。至 2023年底政
府总计投入拆迁补偿款2亿多元，留下的房屋因年久失修，坍
塌、霉变、杂草丛生。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准备拆除除3处文保
单位外的其他房屋，建设具有古民居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但
在拆除初始阶段就引起周边群众的强烈反响。“保留泰兴老城
最后的记忆，让子孙后代找到回家的路”是群众心中的期盼和
呼声。

2023年11月，江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定》，
立法坚持保护第一，科学拓展保护范畴，建立了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提前介入城乡建设的工作机制，规定了将保护传承工作
融入城市更新、乡村建设、区域特色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具体路
径，以更好推动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如何解决拆
与保的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与城市更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经
济效益双赢，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全面勘察古建筑，不遗漏一处。全面勘察就是要做到空间
全覆盖、要素全囊括。落实考古前置，由文物部门牵头对苏利
巷街区待拆迁地块进行地上和地下文物考古，对每一处建筑、
树木等进行评估，将除文保单位之外的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
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古树名木等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列入
不拆除范围，并在醒目位置设标识，做到应保尽保。如，光绪年
间进士，翰林院编修，抵制过《马关条约》，参与过公车上书，曾
任泰兴第一任民政长的文史学家金鉽（1871-1950）的故居，虽
不是文保单位，但原房屋留存较多，院落格局清晰，内有古银
杏树、古井、门当石等，很有保存价值。全球首支癌症疫苗——
宫颈癌疫苗的发明者之一周健博士的祖居（周家大院），坐北
朝南，共三进21间房屋，基本保存完好。周健祖父系清末泰兴
名士周霖（1871-1957），拒当日本人的维治会会长；周健大伯
——周序千（军医）在台儿庄战役中宁死不给日本伤员医治，
被日本人残忍杀害。周家大院不仅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阵
地，还是科学家精神的历史见证。现只有二进8间房屋是文保
单位，应将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一并列入保护范围。又如，尼

姑庵遗存现有2间木结构房屋，没有列入文保单位，但此处曾
是原巷名——“尼寺前”的来源，光绪《泰兴县城地图》上就标
有“尼寺前”，尼姑庵是苏利巷街区的地标性建筑，承载了一代
人的记忆乡愁，值得保留。还有金鉽故居的一段东山墙，青砖
砌筑，留有粟裕将军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的第一仗——
宣泰战斗时，新四军攻打盘踞在庆云寺（苏利巷南边）内的国
民党军队的子弹痕迹。

迅速实施保护，不流失一物。苏利巷街区内的民居，大都
采用的是硬山顶建筑工艺，也有悬山顶、勾连搭顶、卷棚顶等。
街区内所呈现出的建筑方式，不仅体现了长江流域民居的特
色，还留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痕迹，有机地将建筑文化、寺庙文
化、慈善文化、名人文化、巷道文化等汇聚在一起。弯曲的巷道
还充满了趣味性，有别于钢筋混凝土的“森林”，能让人感受到

“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乐趣。只有保护好才能利用好，才能
彰显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风貌。文物、住建、规划等部门和相
关责任人应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制定保护
规划，采取设围挡、装监控等必要措施保护文物，防止文物丢
失、损伤。不管是文保单位，还是预先保护对象，都要加强保
护。制定并落实巡防制度，明确责任到相关单位或人员，实时
掌握现场情况。加强对散落的老青砖、砖雕、木雕等的收集保
存工作，为后续维修和复建打好基础。

成立街区更新工作班子，不错拆一处。借鉴苏州平江路、
山塘街以及泰州钟楼巷、十胜街、涵西街等的保护经验，本着
不错拆一处、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成立由国土资源规划、
文物、住建、城投等相关部门为组成单位的街区更新工作班
子，并邀请泰兴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部分“老泰兴”“老
住户”组成顾问团，对每一处需拆除的建筑，仔细甄别，采取相
关部门联合签字的形式，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不乱建一处。“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老城区的建筑是饱含历史信息的资源，是历史的“活化石”，留
下了各个时代的烙印。各相关部门要找堵点、破难点、创靓点，
有序推进拆迁及老城更新。要秉持“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
的老城保护建设理念，深挖历史内涵，以光绪时期《泰兴县城
地图》为蓝本，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街巷原
貌。要留住藏在街巷里的烟火气，对不愿搬迁的居民要改善其
居住条件，让城市更新有温度、有活力。要统筹处理好街区内
文化保护与文物保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功能塑造与街区
开发的关系，打造“文脉”和“商脉”和谐共处的特色历史文化
街区。同时，也可在不破坏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植入与街区有
历史渊源的建筑，如养济院、茅公祠、红牌坊等。不断提高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多渠道、多途径吸引多方参与街区的保
护和更新。总之，推动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要慎重，避免大拆大
建，要运用“城市针灸”的手法，“小切口”打造“最泰兴”街区，
彰显泰兴老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才是顺应人心、适应新
时代新形势新要求的最佳方案。

（作者单位：泰兴市政协历史文化研究室）

消隐与重构：墓葬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策略
——以淄博市淄河店二号战国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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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保护建筑外观效果图

图2 淄河店二号战国墓保护建筑展陈空间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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