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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年代最早的
遗址公园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
心范围内， 北侧紧邻减河， 是西汉时
期渔阳郡下辖路县的治所。 它既是北
京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 也是北京城
市副中心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遗址 。
城址总面积35万平方米， 整体平面形
状为方形。 现存城址埋藏于地下， 城
墙保存较为完好 。 城墙外周为城壕
（护城河 ）， 城外西部为生活生产区 ，
东北、 东南、 南部等地有墓葬分布。

经考古发现 ， 这座遗址的城墙 、
城壕、 城内遗址区、 城外居住区、 手
工业区和墓葬区， 构成了完整的城市
体系。 此外， 这座建设时间不晚于西
汉中期的古城， 也将通州城市副中心
城址所在地历史， 实证至公元一世纪
前后。

据了解， 2015年以来， 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已经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了
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 路县
故城遗址及周边已发现汉代城址一座
（路县故城）， 发掘战国至明清时期墓
葬4000多座 ， 窑址165座 、 灰坑1096
座 、 房址45座 、 水井155口 、 道路21
条， 以及金代塔基6座、 明清时期的寺
庙基址1处等， 出土铜、 玉、 瓷器等重
要文物1万余件 （套）。

考古挖掘表明， 路县故城遗址城
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 北墙基址长约
606米， 东墙基址长约589米， 南墙基
址长约575米 ， 西墙基址长约555米 。
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 可知该
古城遗存平面为近似方形。

2017年4月，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
城遗址入选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发展处处
长刘明星介绍，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先
行启动区一期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也被
追加纳入2018年北京市城市副中心重
大工程行动计划。 在经过前期的大量
实地勘察和调研后， 路县故城遗址公
园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定位是 “绿色
生态、 全过程体验的考古遗址公园典
范”， 由此确定了三个设计理念： 活文
化———以文物保护为主体， 原真性表
述汉文化的古拙之意趣； 展绿境———
以生态绿色为依托， 生态再现汉代古
城的隽永之气势； 创新意———以游学

科普为特色， 探索亲民考古游园的创
新之先例。

打造功能多样性的示范性遗
址公园

采访中，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园林
绿化工程设计方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郭泉林副院长介绍 ，
在对遗址公园进行全面的勘察后， 他
们确定了遗址公园的设计策略 ， 暨 ：
筑城———基于保护文物原则， 采用堆
土模拟故城城墙， 恢复城内路网， 在
城墙顶上列植乔木 ， 凸显古城轮廓 ；
溯源———全园以百姓之城为理念， 充
分展示考古成果。

据了解， 结合上位规划场地功能
需求、 考古遗址公园设计需求、 公园
所 服 务 群 众 的 需 求 打 造 功 能 多 样
性 、 文化可视性的示范性遗址公园。
分为古城遗址展示区、 护城河遗址展

示区、 文化互动区、 滨水景观区、 文
化游赏区。

古城遗址区： 结合路城遗址初勘，
将路城遗址路网展现， 直观体验汉代
路城的格局。 主级路运用碎石铺面可
上车进行苗圃运输； 次级路采用装配
式栈道可配合遗址保护进行拆装； 外
围绿色休闲景观带： 一级路将公园主
出入口， 市政路相连接， 贯穿场地且
独自成环； 二级路连接一级路， 引导
游客进入活动场地， 与场地铺装相统
一， 打造遗址公园特色活动探索氛围；
三级路布置于护城土山旁及场地内 ，
采用沙土路， 使道路系统溶于绿地空
间， 强化野趣氛围。 建设顺序： 现状
通胡大街穿越项目场地； 现状通胡路
两侧园路系统可以独立成体系， 便于
分期实施。

“汉代植物”是园区骨干树种

据介绍， 按照规划设计， 路县故
城遗址公园园林绿化工程保留现状大
树， 保护古城的遗址为前提； 植物品
种首要选取华北地区、 汉代记载并有
文 化 内 涵 的 植 物 作 为 园 区 骨 干 树
种———国槐、 银杏、 白皮松、 海棠等
植物色相与遗址氛围相结合共同打造
四季特色景观； 植物层次丰富， 打造
多样的植物空间； 道路林带， 沿主园
路， 种植乔灌木、 草地群落， 构建林
荫景观 ， 群落配置以混交林为主体 ，
结合低矮缀花草地 ， 垂直结构简单 ，
景观效果单纯， 用于观赏、 游憩。

通过外围生态林、 高低草地、 生
态绿岛、 道路林带、 旱溪绿岛、 城墙

树阵等种植结构构建出整个遗址公园，
打造出色相分明， 开阔舒朗， 体验宜
人的遗址公园特色植物空间。

车辙印营造故城车水马龙繁
荣景象

在遗址公园入口处， 可以见到利
用故城遗址区内挖掘出的考古文化断
层面作为墙体元素， 配上遗址公园的
名字， 自然的突显出遗址公园的文化
特性与特色， 意味着历史文化体验的
开篇。

中轴道路复原展示区的中轴土路
上通过汉代车辙印、 百姓的脚印等来
营造汉代故城城门口车水马龙繁荣景
象。 道路两侧配置汉风系列灯具、 座
椅等， 营造古朴氛围。

在文化休闲场地为市民提供户外
交流休闲空间， 草坪中点缀出土于此
地的仿汉文物， 让市民在游憩间感受
科普环境。

当来到考古挖掘现场， 探坑中挖
掘出大量房址、 灶、 井等遗址， 充分
证明了城外的功能主要以百姓生活起
居为主。 在探坑中对汉代百姓的房屋
布局形态， 生活起居的场景进行意向
型复原 ， 打造多样户外的游赏体验 。
在模拟考古探坑中预埋一些仿制的文
物， 让市民与孩童能参与到考古挖掘
的过程中， 娱乐嬉戏的同时起到科普
的效果。 考古体验区被林荫覆盖， 形
成绿色遗址公园。

总之， 当你来到遗址公园， 就能
感受到与其它公园的诸多不同， 还能
认真体验一下考古的乐趣。

今年年底前， 京城又将新添一处遗址公园———通州路县故城遗址公园， 是北京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 也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遗址。 上周， 记者提前游览了这座以考古为特色的遗址

公园， 解读这个 “功能多样性、 文化可视性的示范性
遗址公园” 的建设。

市民进园能考古
路路县县故故城城遗遗址址公公园园将将开开门门迎迎客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