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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名城

能否成为著名景观
再现重大历史节点

那么，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做些后续工
作，比如加入公共考古或者文创力量，让永宁王
府遗址成为“东方庞贝”的其中一个著名景观，
供游人参观呢？

保护是第一位的，也是当务之急。万军卫的
态度明确。在此基础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才是
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利用和开发。这
需要等到详细的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出台后才能确

定。“永宁王府遗址占压了这里建设地块约 1/3
的面积。对此，建设单位与开封市政府积极协
商，将邀请具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和相关专家
来编制遗址保护专项规划。”万军卫说。

当然，对该遗址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仍然
面临着诸多难题，有些环节还没理顺。比如，目
前文物行政部门还缺乏专门保护机构及相应人员
来开展后续的保护工作。更重要的是，保护与开
发的资金来源难题也还没有解决。

那么，永宁王府遗址最终将以什么样的面貌
呈现给公众呢？

它会再次被埋没吗？

坐落于河南开封的明代
周藩永宁王府遗址 （以下简
称永宁王府遗址），不仅是一
处价值极高的明代郡王府遗
址，也是一处见证了明末崇
祯十五年 （1642年） 洪水毁
城历史事件的灾难性遗址。

永宁王府遗址的已发掘
区域为王府中轴线建筑群。
该建筑群布局明晰，建筑规
模大、等级高，是目前国内

已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遗
物最丰富的明代郡王府遗址。

考古队在遗址内还清理
发现了15具人骨遗骸，其中
在遗址南部王府大门台基之
上就集中发现有6具。这些遗
骸姿态各异，真实反映了当
时洪水来临之时人们面对死
亡的绝望状态。

并非只是开封
才有“东方庞贝”

将 一 个 考 古 发 现 比 喻 为 “ 庞
贝”，首先意味着同样应是一个灾难
性遗址，其次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了明代开封城洪水灾难遗址，
在中国各地，还有许多被称为“东方
庞贝”的遗址。如青海省民和县官亭
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内蒙古赤峰市
的二道井子遗址、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的泗州城遗址……

这些遗址各具特色，但它们有一
共同点即均为灾难性遗址。

开封发掘明代“小庞贝”开封发掘明代“小庞贝”

永宁王府遗址
已经可以真实再现

永宁王府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17年7
月底开始，于2018年8月现场发掘结束，发掘面
积约 7000 平方米。据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

员助理、永宁王府遗址发掘工作执行领队万军
卫介绍，目前已经看到了整个永宁王府的中轴
线建筑群，包括王府大门、隔墙、仪门、前厅
房、后厅房、花园 （假山、水池） 等。

目前，通过发掘和勘探相结合的方法，已
经廓清了永宁王府遗址的范围。整个永宁王府
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
115米，遗址边缘有夯土包砖墙围绕。

发掘过程中，在王府大门台阶前，出土了
万历四十年 （1612年）“昭代贤宗”木匾额，证
实了该遗址为开封明代周藩永宁王府。

“野外考古发掘只是整个考古工作的第一
步。”万军卫说。目前，该遗址已进入室内整理
阶段，主要是对考古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各种
信息进行整理，同时对出土文物进行清洗、拼
接、修复、绘制图像，以待形成书面报告。

整个明代开封城遗址
堪称“东方庞贝”

万军卫认为，应该将永宁王府遗址的价
值，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下审视。

永宁王府遗址是明代开封城遗址的一部
分。根据 《明史》《守汴日志》《汴围湿襟录》
等文献中关于明末崇祯十五年 （1642 年） 开封
洪水毁城的相关记载可知，此次洪水对整个开
封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此外，2014年发掘
的开封新街口明代官署遗址，以及 2016年发掘
的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都是明末崇祯十五年
洪水毁城事件的真实反映。

因此，万军卫推断，整个明代开封城遗址
就是一座灾难性城址，堪称“东方庞贝”城。

与庞贝古城不同的是，这次灾难是人为战

争造成的。
据推断，在此次洪水毁城中，大多数城内

建筑都受到了毁坏。泥沙淤平了街道和建筑，
开封再一次出现了“城摞城”现象。

随着考古发掘和城市建设，开封渐渐显露
出许多明开封城被洪水淹没时形成的“灾难景
观”，而永宁王府遗址，是其中相对更具代表
性、信息量更为丰富的一处，可称为这处庞大

“东方庞贝”城中的“小庞贝”。
永宁王府遗址即位于开封明代文化层，所

叠压的厚厚的淤积黏土层，正是此次洪水所携
带的泥沙沉积所致。“遗址内坍塌的砖瓦堆积，
以及成片的屋顶是洪水冲毁房屋的最直观反
映。”万军卫介绍说。考古队在遗址内还清理发
现了15具人骨遗骸，其中在遗址南部王府大门
台基之上就集中发现了 6 具。这些人骨遗骸姿
态各异，真实反映了当时洪水来临之时人们面
对死亡的绝望状态。

具体实施保护工作
仍面临诸多难题

随着近些年城市建设进度的加快，对地下
遗址造成的威胁不断加大，城市建设和文物保
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作为有着 4100 多年建城史的“八朝古都”，
开封的地下遗存十分丰富。为确保地下文物得
到有效保护，这些年来，从城市规划到立法，
开封市政府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工作。2013年4
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并同意了开封市文物局关
于北宋东京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立项的请示。
2016 年 10 月，北宋东京城遗址又被列入国家大
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2018 年 9 月，

《开封市文物保护条例》 批准通过，开封市文物
保护工作有了地方法律保障。

在开封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现的永宁王府遗
址，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发掘和保护的。

即便如此，对遗址进行保护时遇到的最大
困难，仍是如何协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关系
的矛盾。

为使永宁王府遗址在发掘工作结束后得到

有效保护，在 2018年 6月发掘工作进入尾声时，
当地召开了遗址保护工作专家论证会。为避免
雨水对遗址本体的破坏，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决定在发掘工作结束后对遗址发掘区域进行
保护性回填。这事实上尽可能地保持了遗址发
掘后的真实状态。

根据专家意见，该遗址应进行原址保护，
遗址上不再进行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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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博物馆：
给老物件找个家

在东四四条77号，有一座标准的三进四合院，悬挂着王蒙题字的“东四胡
同博物馆”牌匾，这便是2018年10月开馆的胡同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那
些周末大扫除发现的老物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胡同博物馆不失为一种帮助大众了解文化遗产的有益尝试。
博物馆里颇具现代感的空间和情景式体验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参观。游

客们可以带上耳机，伴着画面，听那些即将消逝的胡同鸽哨声、叫卖声，身临
其境，穿越百年。

别开生面的文物修复课更是新手段。参与故宫文物修缮的匠人现场演示打
磨、刷漆等工序，让人们感受胡同历史的当代余温，引得小学生和年轻人跃跃
欲试……

见缝插绿的花草：
胡同旧貌展新的活力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不仅仅要关注完整性，留住老建筑，更重要的是留下
历史和当代印记。这也是当下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东四胡同创新成立的“花友汇”，就是探索找回胡同记忆、修复胡同生态、
活化闲置空间的新路径。现如今，盛夏的东四胡同，墙根下、拐角处摆满了花
池、花箱。花草藤蔓正慢慢回到风貌古朴的胡同里，再现了“天棚鱼缸石榴
树”的老北京胡同生活场景，而这都是爱养花的胡同花友们的功劳。

花友汇会长李健说，花友汇刚成立时，邻里街坊其实并不买账，还在嚷嚷
着种花浇花的水钱到底应该谁来出。社区大扫除清理出的犄角旮旯虽然砌上了
花箱，但都无人认领。他是第一个认领花箱的人。

在李健的带动下，现如今的东四胡同见缝插绿，已经有了 40 多处口袋花
园，花友也增加到500多人，可谓“抬头见藤蔓，低头见鲜花”。

其实，不止东四地区，整个东城区一直在进行着探索：非遗主题文创园咏
园在致力于探索非遗的活态传承和创新转化，前门地区的三里河公园重现水穿
街巷，南锣地区的胡同微循环实现胡同不停车……老城保护在恢复历史风貌的
同时，胡同街巷也增添着各具特色的新时代风貌，老城保护展现着新的活力。

驻足驻足
东四东四

高延秋高延秋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全方位的“卸妆
洗脸”，让老城胡同风貌迎来了新生。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全方位的“卸妆
洗脸”，让老城胡同风貌迎来了新生。

本报电（郭慧岚） 日前，《西
安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2018-2035）》（草案） 正在汇总
社会公示征求来的意见。

《规划》将西安的历史文化价值
特色定位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
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地、中华
地理的自然标识、古代东方都城营
建的典范、丝绸之路起点。

这个规划明确规定了区域统
筹、全域保护，整体保护、应保尽
保，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真实性，合
理利用、永续发展四项原则。其
中，保护规划范围为西安市行政辖
区，面积为 10096 平方千米。研究
范围包括西安市域、咸阳市大部分
地区，总面积约1.76万平方千米。

《规划》中特别强调了对世界遗
产的保护。西安有 2 处世界遗产，
共 6 个遗产点，其中包括：秦始皇

陵及兵马俑坑、“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汉长安城未
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

名城保护内容，包括法定要求
保护和市域保护两部分。其中，法
定要求保护内容为：历史城区、历
史地段、历史村镇、世界遗产、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市域保护
内容为：自然山水格局、历代都城
格局、文化线路、古树名木、非物
质文化遗产。

此外，《规划》提出对文化线路
以及古树名木进行特别保护。

《规划》还重点提出历史文化遗
产展示利用的原则，即要以历史文
化价值和名城特色为导向，重点展
示最具西安特色的历史文脉和空间
载体；要建立包括片区、线路、节
点等要素构成的网络化展示。

西安名城保护范围
拟达1.76万平方千米
西安名城保护范围

拟达1.76万平方千米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示意图来自网络）

链接

周末大扫除变成了“寻宝”：
犄角旮旯里的文物“活”起来

2015年4月21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第一批中
国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地区所在的北京市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入选。
东四地区内有许多国家级、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可惜的是，多年来这些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私搭乱建和杂物堆砌等情
况。从2016年开始，东四地区首创了“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目前这项活动
已在北京全市推广。

不就是打扫卫生吗，这和文物保护有什么关系？
前段时间开展的“周末卫生大扫除”，大家在动手拆除闲置的煤棚子时，

发现了4块带有落款的老砖，其中两块是从宋代就有的“宝丰窑”。在此之前，
居民还在东四二条 15号发现了金丝楠木古建构件，在东四四条 83号发现了刻
有“嘉靖二十二年”年款的古砖等。随着北京市全市启动“百街千巷”环境整
治工程，东四三条到八条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开启了新一轮高标准的整
治和提升：封堵开墙打洞、拆除违章建筑、周末卫生大扫除，这才让这些犄角
旮旯里的老物件重新“活”了起来。

上图：从开封“城摞城”示意图可以看出各个历
史时期的开封城叠压关系。除隋唐以前的地层埋藏较
深，尚未能够通过考古手段取得有效信息外，现代开
封城地表以下，由晚及早依次叠压有清、明、元、
金、北宋、五代、隋唐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

万军卫认为：从埋藏成因和保存状况分析，明代
开封城遗址因洪水而淤埋，保存状况良好，而其他时
期的开封城因不断被人为破坏而导致保存状况较差。
但即便如此，其历史仍是一脉相承，延续不断。这在
考古地层学上的表现就是层层叠压，没有缺失；城市
核心区的位置和轴线也未曾发生大的改变。

在田野考古发掘工
作结束后，考古工作人
员又对发掘的出土文物
进行整理、修复和类型
学研究；结合发掘过程
中获取的资料，最大限
度地提供考古对象的历
史信息。

图为永宁王府遗址
的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
出土的青花瓷器碎片进
行拼接和修复。

在明末开封城洪水毁城时在明末开封城洪水毁城时，，大部建筑被损坏大部建筑被损坏，，伤亡者众伤亡者众。。在遗址南部在遗址南部
王府大门台基之上就集中发现有王府大门台基之上就集中发现有66具遗骸具遗骸，，姿态各异姿态各异。。

保 护 和 利 用
好 历 史 文 化 街
区，要从功能上
满足人们的生活
需要和从心理上
增进居民的归属
感。在建筑修缮
时，东四街区尤
其注意保持其特
有风格。

左图：永宁王府遗址发掘现场。左图：永宁王府遗址发掘现场。

段易成

专家建议遗址上不再进行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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