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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市面貌不断刷新：大兴国际机场迎来八方宾客，通州城市
副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延庆冬奥场馆呼之欲出。与此同时，北京迎来了
一个考古大发现时期，重大考古成果接连涌现，令人欣喜。

文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因其不可再生性，在城市发展中
需要优先保护。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北京每寸土地下面，
都有好几层故事。传承保护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重要职责。

在大规模开发建设中，如何保护文物古迹不受影响？北京确立了
“考古先行”原则，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旧城
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同
时，创新性地提出在土地招拍挂之前或项目动工之前应进行考古勘探，
所需经费纳入土地成本，改变了以往考古人员追着开发商跑的被动局
面，有效破解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难题。2012年至2019年，为
配合国家及市级重点工程，北京市完成各类考古勘探工作约2000项，勘
探总面积2亿多平方米。其中，金中都水关遗址、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
址群、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等考古成果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勘探与发掘，最终是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后者更考验各方
的责任与智慧。我们欣喜地看到，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后，北京对城址实
施整体保护，并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启动遗
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京唐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改为从地下穿过，避
开故城。目前穿城而过的通胡路将改道绕行，保证遗址公园的整体性。
总建筑规模约1.8万平方米的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日前开工，工程
融展览展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四大功能为一体，主体建
筑预计2022年完工。在城市建设中，完整地保护一座新发现的汉代县城
遗址并建设遗址公园，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

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它的过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现
在，并展望它的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段段尘封的北京历
史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路县故城丰富了通州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
可以这样类比：路县故城之于城市副中心，如同琉璃河西周古城之于现
在的北京城。对文物遗址的保护，留住了北京的“根”与“魂”。

现代化地标拔地而起，古代历史遗存重现真容。人们用心守护着北
京的城市文脉，而这座城以独特的文化气质涵养着每一个人。走过千年
的时间隧道，北京正在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魅力之城，
书写着文化中心建设的崭新篇章。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文化和
旅游厅 （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滨
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相由心生
——山东博兴佛造像展”日前开幕。
展览以山东博兴地区出土佛造像为主
体，重点展示佛像蕴含的艺术、历史
与思想内涵，反映博兴地区佛造像在
北朝时期的演变历程。

博兴是山东佛造像艺术的代表地
域之一，其艺术风格受到山东青州、
河北定州等地影响，熔炼出鲜明的区
域特征，表现出巨大的艺术包容性。
博兴佛造像材质多样，造型灵活多
变，题材独特，而金铜造像多有纪年
铭文，上起北魏太和二年 （478年），
下至隋仁寿三年 （603年），绵延 125
年之久，发展序列比较完整。造像铭

文不仅展示出历史连续性，也记录了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此次展览展出石雕、金铜、白陶
佛造像等共计 119 件 （套），分为博
善兴佛、金像流辉、金像铭愿三个单
元，展示了博兴佛造像发展的历史脉
络、雕铸工艺及其所蕴含的信仰追
求。展品中既有北魏太和二年落陵委
造观世音像和王上造多宝佛像等山东
地区纪年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有工艺
精湛、艺术价值极高的东魏太昌元年
冯贰郎造观世音像、北齐天保五年薛
明陵造菩萨像，还有反映当时佛道兼
容现象的隋开皇十一年孔钺造老子
像。龙华寺出土疃子造像、卢舍那佛
立像、白陶佛像等均为首次出馆参
展，尤其值得关注。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首
都博物馆龙山分馆在湖南省龙山县里
耶秦简博物馆挂牌。同日，“鼎立千
秋——鼎与简的对话”展览在里耶秦
简博物馆开幕。这是“十三五”收官
之年和脱贫攻坚决胜之年，继首博和
田分馆挂牌之后，首博助力中西部地
区文化建设的又一举措。

2002 年，湖南里耶出土 3.9 万多
枚秦代木简，成为载入史册的重大考
古发现。2010 年 10 月，湖南里耶秦
简博物馆成立。正值里耶秦简博物馆
建立十周年之际，“鼎立千秋”展通
过首都博物馆藏秦“三年诏事”铜鼎
与里耶秦简深度“对话”，反映秦王

朝统一度量衡、书同文等威严法制，
多角度呈现秦代历史文化。

秦“三年诏事”铜鼎为秦始皇三
年所造，1980 年文物工作者从北京
铜厂的废铜器中选得，现存首都博物
馆。此鼎有着秦代鼎器的典型特征，
鼎身篆体铭文对容积、重量的记载，
是秦代度量衡、文字制度的直接反
映，因此体积虽小，却是秦代历史文
化的缩影，价值非凡。

伴随“鼎立千秋”展的开幕，首
博文创产品也入驻里耶秦简博物馆文
创商店。未来，两馆将在展览策划、
人才培养、公共教育与服务、开办文
博主题讲座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来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慈姑岭传统风貌
街区，在古朴的传统赣式建筑群魏家大院旁，
一座造型别致的灰色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
是福寿沟博物馆。

福寿沟博物馆占地面积15亩，总建筑面积1
万余平方米，2019 年底对外开放。作为全国唯
一一个以地下排水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
它采用独特的展厅布局和多媒体呈现方式，生
动全面地展示了赣州福寿沟的修建背景、系统
构造、运行原理等，让观众感受赣州先民的智
慧与工匠精神，见证古代水利史上的奇迹。

动人的治水故事

走进博物馆展厅，首先看到一片有黄绿灯
带的城市沙盘，展示了赣州城四周环水、形似
龟背的地势。福寿沟博物馆代理馆长曾鑫讲起
一个有趣的传说：赣州城底下有一只神龟，每
逢下雨整个城市就会浮起来，使百姓免受水
患。神龟自是没有，奥秘就隐藏在“龟背”上
闪烁的灯带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福寿沟——
古人打造的地下排水系统，正是它保护赣州城
千年不涝，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赣南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向东是与福建交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是与广东
交界的南岭，向西是与湖南交界的罗霄山脉。
赣南水系由此从东、南、西三面发端，向赣州
盆地汇合。赣州古城位于章水、贡水交汇处，
地势低洼，虽为交通便利、易守难攻之地，但
雨季来临时，拒外水、排内涝成为城市面临的
一大难题。

展厅空间布置和赣州水系走向相似，观众
仿佛沿着章水河道前行，“两岸”以艺术模型和
动画影像展现了赣州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
响的几位主政者及其故事。“我们的展陈特点是
以人带事，以事叙史。”曾鑫说。从东晋高琰建
城、唐末卢光稠扩城到北宋孔宗翰固城、刘彝
修筑福寿沟，再到清代文翼、魏瀛复修，一座
城市的发展史与本地官民治水史交相辉映。

北宋嘉祐年间 （1056 年—1063 年），虔州
（今赣州） 知府孔宗翰伐石冶铁、浇筑城墙，以
防汛期河水倒灌。高大结实的城墙挡住了城外
的洪水，但城内积水也被堵住，较易出现内
涝。熙宁年间 （1068年—1077年），理学家兼水

利专家刘彝主政赣州时，精心设计、修建排水
系统，“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
顿息”。展厅中央矗立着一座刘彝的雕像，手执
书卷，身侧立一铁铲，体现了“知行合一”的
精神。

“这是清同治时期赣州知府魏瀛写的 《修福
寿沟记》，记载了官民合力重修福寿沟的故
事。”曾鑫指着展板上的文字说。由于福寿沟年
久失修，雨季时赣州城又面临内涝的困扰，重
修福寿沟整体工程浩大，耗资甚巨，多年来一
直未能实施。且沟体多位于民居地下，工役入
民居掘地修沟多有不便。后来官府与本地士绅
商议，“令各家自修其界内之沟，官但予以期限
而责其成，其无屋及公产之地，则官发公项修
之”，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重修工程顺
利启动，只花了几个月就完成了，所费公款仅
五百余缗，赣州百姓对此称赞有加。

精巧的排水系统

福寿沟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城市地下排水
系统，因其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而
得名，它是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活文物”，被
誉为千年不朽的“城市良心”。福寿沟博物馆地
下一层保存着一段已挖掘的福寿双沟遗址，并
通过多媒体展示技术和诸多艺术装置，让观众
了解福寿沟的构造和原理。

步入地下一层展厅，首先被一排拱形光门
吸引。“福寿沟的纵剖面就是这样的拱形，高 1
米到 2米左右。”曾鑫告诉记者，砖拱结构能增
强沟墙的受力，使用寿命比较长。

走进一段拱形隧道，仿佛进入福寿沟内部
参观。沟内部分砖石上刻有“福”“寿”字样。
曾鑫介绍，这样的铭文砖在考古挖掘中确有发
现，福寿沟的命名也与此有关。

从隧道出来，只见展厅墙壁上挂着形似铜

钱、大如井盖的装置，这就是福寿篦子，类似
于现代的滤水井盖。福寿沟经过之处，路面上
或民宅中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铜钱状的排水
孔，将水排入沟中。福寿篦子兼具功能性与艺
术性，铜钱造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吉祥文化。

一个按照 1∶1 比例打造的悬空沉井引起观
众注意。福寿沟穿沉井而过，沉井比沟体深 30
厘米左右，过水时可让水中的泥沙、石块、树
枝、垃圾等沉积下来。悬空沉井下方的透明展
柜内放置着狮子扒等清淤工具。运用这些工
具，打开井盖就能清理沟里的沉积物，不必深
入沟体内部，极为方便。

“这个沙盘显示了赣州城内的水塘分布。”
曾鑫说，城内三大池塘和几十口小塘通过福寿
沟连为一体，有调蓄、养鱼、污水处理利用的
综合功效，形成了一条生态环保循环链。

下一个展厅展示了福寿沟的核心装置——
水窗。水窗是一项极具智慧的设计，原理却很
简单：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下水道的水力
就将水窗冲开，水排入江中。反之，当江水水
位高于水窗时，在水压作用下水窗自动紧闭，
以防江水倒灌。

水窗装置对面有一段约 60 米长的双排沟，
这便是福寿沟的一部分。据悉，博物馆最初选
址不在此处，考古发掘这段福寿沟后，便将馆
址改到这里，将真实的福寿沟嵌入博物馆内。

有趣的交互体验

“没想到福寿沟博物馆这么好玩！”在博物
馆里，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各种多

媒体和互动设备，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久久
不愿离去。

“福寿沟能看什么？毕竟这是深埋于地下、
无法亲身深入参观的设施遗址。”曾鑫说，鉴于
馆藏文物的特殊性，博物馆策展团队引入了360
度环幕影院、3D投影、手势交互系统等科技手
段，为观众带来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

在博物馆一层的环幕影院，水墨画风格的
动画短片讲述了赣州历史上的治水故事。地下
一层展厅里，大型艺术城楼 3D 投影秀正在上
演。火红的铁水从湧金门城墙上浇灌而下，再
现了北宋时期浇筑城墙的场景。福寿沟内水流
奔涌，过度龙桥至城墙上的水窗，再排入河
中，排水的过程和原理一目了然。

孩子们最喜爱的是赣州八景展示区。站在
投影地图上，踩到一处景点，旁边的电子屏便
会显示景点的图片和文字介绍。水塘沙盘前也
有互动装置，点击屏幕上的某处水塘，沙盘上
相应区域就会亮灯，闪烁的蓝色光斑显示过去
和现在水塘面积和位置的不同。观众还可以体
验模拟无人机探索之旅，通过手势控制无人机
在福寿沟内的飞行方向和速度，飞行过程中可
以停下来，仔细考察沟内的铭文砖。

除了全面展现福寿沟的历史、文化、科学
内涵，博物馆内还有古今中外一些较为先进的
排水设施的介绍，如北京故宫排水系统、东京
排水系统、巴黎排水系统等，同时还向观众展
示了现代赣州海绵城市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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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博龙山分馆挂牌

“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现场
杜建坡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