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首都历史文脉
推进文化带传承保护利用

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石
景山区中部 ， 翠微山麓 ， 占地
34.46公顷 ， 总建筑面积约18万
平方米。 2002年， 这里成为北京
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
文化街区） 之一。 这里历史积淀
深厚， 文物古迹众多。 拥有国家
级文保单位2处， 市级文保单位2
处， 区级文保单位及普查登记文
物17处， 有价值院落37处。 北京
法海寺博物馆、 承恩寺、 北京燕
京八绝博物馆等特色鲜明、 颇具
亮点的博物馆便坐落其中。

石景山区是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的重要承载之地， 近年来， 该
区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聚焦博物馆之城建设， 依托模式
口历史文化街区丰富多样的文博
资源、 文化印记， 建设模式口博
物馆集聚区， 同时推进瞭仓数字
藏品博物馆等一批 “类博物馆”
建设与培育， 多元化展示了石景
山区历史与现代、 文化与科技相
互交融的特色。 目前， 全区共有
各类博物馆9家， 每年参观游览
17万余人次。

不仅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近年来， 北京不断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 长城文化带传承保护利用
持续深化， 持续加强大运河遗产
保护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挖掘
北京 “地方” 运河文化特色， 取
得明显成效。

通州 “三庙一塔” 是国内唯
一的三教合一建筑群 ， 占地约
12000平方米 。 “三庙一塔 ” 指
文庙、 燃灯塔及其附建的佑胜教
寺、 紫清宫。 它们在这里互为紧
邻而又相互独立 ， 和谐共存了
400余年。 这三座独立存在的庙
宇， 近距离呈 “品” 字形坐落在
京杭大运河北端西畔、 通惠河河
口南岸， 成为通州运河文化景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以来， 为不断加强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通州燃
灯塔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澄清下闸、 路县故城、 玉河
庵等大运河沿线文物及重要考古
发现列入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
单位。 万寿寺、 白浮泉遗址、 八
里桥等一系列古迹保护修缮和环
境整治项目， 整体文物风貌整体
明显改善。

此外， 针对大运河河道与水
工遗存、 运河附属设施遗存等进
行全面考古发掘。 大运河白浮泉
遗址考古勘探1.03万平方米， 发
掘243平方米， 基本明确九龙池
范围以及白浮泉的历史流向。 完
成万寿寺东路、 张家湾古城东城
等重点考古勘探工作。

去年6月24日， 大运河京冀
段全线62公里实现通航。 今年5
月开始，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运
河游船夜航全面开启， 打造运河
华彩夜游， 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
式体验。 “如今， 大运河作为北
京城市副中心文化的重要承载，
已经形成了蓝绿交织 、 清新明

亮、 水城共融的绿色运河、 生态
运河 ， 成为北京城市的亮丽符
号。” 通州区文旅局大运河文史
专家任德永介绍。

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
打造 “全域活态博物馆”

不久前， 国家自然博物馆原
创 “猫之由来———猫科动物的演
化” 公益展开幕。 观众近距离观
赏了展出的38件生物标本， 了解
到猫科大家族从古到今的演化历
程以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
用。

在建筑面积23000余平方米
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中， 馆藏藏品
37万余件， 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
自然博物馆居首位。 该馆年接待
观众达180万人次。 作为首批国
家一级博物馆， 这里免费对社会
开放。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
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 、 动
物、 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
收藏、 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都取
得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 国家自然博物馆新
馆尚在建设中。 根据规划， 新馆
的展览面积将达6万平方米。 届
时， 该馆的年接待量也将在目前
180万人次的基础上大幅增加 。
新馆将设置展览陈列区、 教育科
普区 、 藏品收藏区等区域 ， 其
中， 教育科普区的功能将进一步
凸显。

在北京， 打卡博物馆已经成
为人们感受这座城市文化特色的
一种方式。 据了解， 2020年4月，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中长期规划 （2019年—2035年）》
就明确提出 “打造布局合理、 展
陈丰富 、 特色鲜明的博物馆之
城”。 2021年5月， 国家文物局与
北京市政府签订了共建北京 “博
物馆之城 ” 战略合作协议 。 此
后，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加速推
进， 经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成立博物馆
之城建设专项工作组， 共同建设
北京博物馆之城。 截至2023年6
月 ， 北京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达
217家， 平均每10万人拥有一座
博物馆， 形成全国规模最大、 实
力最强的博物馆集群。

书香四溢满京城
精品演出亮舞台

展场总面积 1.5万平方米 ，
设置8大专区350个展棚 ， 208家
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40余万种精
品图书……不久前， 为期11天的
“我与地坛” 北京书市在地坛公
园举办， 又给京城增加了一抹书
香。

不仅是漫步书市感受文化氛
围，在北京，人们还可以走进各具
特色的实体书店，沉浸书海、品味
书香。 坐落在地安门外大街的新
华书店地安门店·为宝书局是中
轴线遗产保护区范围内唯一一家
挂牌文物经营的书店， 这座由灰
色砖墙和红色木质门窗组成的二
层建筑是不少人的打卡书店。

经过两年时间的精心筹备和
转型升级， 今年4月北京发行集
团旗下的这家书店重装亮相。 除
去浏览近万种图书， 书店中的各
种中轴线为主题的文创产品也赢
得读者的喜爱。

浓郁的书香为京城增添着文
化感， 一台台精品演出也为首都
观众奉上精彩的文化盛宴。 2021
年 7月 19日 ， 北京市提出打造
“大戏看北京” 文化名片， 为建
设全国文化中心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近年来， 京城舞台上精品演
出层出不穷， 为观众提供了文化
饕餮大餐。

近日， “大戏看北京” 2023

展演季如约而至。 本届展演季以
“文艺展新姿 精品献人民” 为主
题， 共设大剧场展演、 小剧场展
演、 精品演出进高校、 “北京国
际电影节 ” 秋季展映 、 戏剧沙
龙、 云剧场等六大单元。

原创话剧 《西去东来》 讲述
东来顺120年传承发展的文化历
史； 集 “五个一工程” 和 “文华
大奖” 于一身的舞剧 《五星出东
方》 再次登临天桥艺术中心； 原
创音乐剧 《觉醒年代》 在世纪剧
场连演8场……作为展演季的主
体单元， 大剧场展演剧目涵盖话
剧 、 舞剧 、 歌剧 、 音乐剧 、 戏
曲、 音乐会等多种艺术门类， 类

型丰富、 风格多样、 各具看点。
小剧场展演单元也呈现多元

演艺格局。 在颜料会馆等14个城
市小剧场和新演艺场所里， 歌舞
剧、话剧、戏曲、音乐会等各类演
出活动以更年轻化的样态和创新
表现方式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
式剧目应接不暇， 演艺与科技有
机交融，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充
分体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
演艺市场的创新创造活力。

打卡红色新地标
感悟浓厚历史底蕴

9月12日， 来自通州区潞河
中学的160余名中学生走进北大
红楼， 参观主题展览。 在讲解老
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在历史场景
复原与专题陈列展示相融合的沉
浸式学习路线中进行参观。

在分组参观后， 学生们分别
进入不同旧址复原展厅内， 借助
学案， 进行专题学习。 学习过程
中， 讲解老师针对学生们的疑惑
细心解答， 并结合展览内容进行
知识扩充。 完成作答后， 同学们
纷纷展示自己的学案， 畅谈自己
的感悟。

北大红楼是李大钊 、 陈独
秀、 毛泽东等先驱开展革命活动
的重要场所， 曾推动新文化运动
走向高潮， 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
源地、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诞
生地， 对推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
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纪念馆馆长杨家毅介绍， 2021
年6月以来， 北京市先后发掘整
理出以北大红楼为代表的一批共
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旧址， 其中十余处目前已向社
会开放。 北大红楼等场馆成为学
习教育的实景课堂， 吸引着人们
参观、 打卡。 这里成为了受大家
欢迎的北京红色文化新地标 。
“自从2021年开放以来， 已开放
的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目
前累计接待参观观众超600万人
次。”

擦亮文化“金名片” 古都新韵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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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文 彭程 曹立栋/摄

北京，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70年建都史。 这里不仅积淀着厚重的历史，也散发着浓郁
的文化魅力。 推进长城文化带的传承保护利用，挖掘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大运河文化；梳理
历史、打造“全域活态博物馆”；上演精品文艺佳作，为市民提供文化饕餮大餐……近年来，北
京通过系列活动多维度发力，为文化建设“加码”，擦亮这张文化“金名片”。

北大红楼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参观

观众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厅参观

颜料会馆上演的精彩相声演出， 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