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祭天建筑群，其宝贵价值
独一无二。作为天坛遗产的守护者，自2007年起，吴晶巍就开始从事天坛规划编制工作，一干就是17
年。如今，吴晶巍是天坛公园遗产办副主任，也是天坛公园规划团队的负责人。工作期间，吴晶巍组织
参与过的规划项目达20项之多，范围涉及文物腾退、文物展示、环境整治、文化商业等方方面面，对天
坛的遗产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花展和文化结合
让天坛花展有了文化味儿

2004年 ， 吴晶巍进入天坛公园工
作， 学习育种专业的她被分配到了绿
化队。 天坛公园80%以上的面积都是绿
地， 因此， 绿化工作是天坛公园的核
心工作之一。

虽说专业对口， 但要将书本上的
知识活学活用， 还需要亲身实践。 最
初 ， 吴 晶 巍 在 绿 化 队 花 卉 班 工 作 。
“走上工作岗位后， 我才知道原来就连
浇水也有特殊的门道。 刚开始时， 我
每次浇完花浑身都湿透了， 跟老师傅
请教后才知道， 浇花时要倒退着浇水，
水才不会溅到身上。” 吴晶巍回忆说。

做植物保护时， 吴晶巍将大学时
的书籍都拿了出来， 结合天坛公园种
的植物又学了一遍。 她还将老师傅之
前的工作日志也找出来学习， 遇到问
题就及时请教、 解决。 盛夏是很多植
物的生长期， 也是植物容易闹病虫害
的季节。 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植物的生
长状况， 每天吴晶巍都会到园子里查
看， 走一圈下来将近2个小时。 通常，
她会上下午各转一遍， 以便及时发现
病虫害， 及时解决。

凭着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和韧劲儿，
吴晶巍在工作中逐渐崭露头角。 随后，
她被委以设计花展的重任。 天坛公园
的花展一直被市民津津乐道， 例如月
季园就有60多年的历史。 但此前， 花
展只是展示花的培育技术和花卉本身
的美。 接手这项工作后， 在时任队领
导的带领下， 吴晶巍决定将花展和文
化结合起来重新设计。

她大胆的出设计思路、 展板文字，
利用人物和器皿造型等与花卉相结合，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讲好中国的传统文
化故事。 天坛公园花展的变化， 一下
子给市民游客带来很多惊喜， 引得不
少游客专门慕名而来。 比如， 端午节
时， 天坛公园花展就做了龙舟造型的
花展 ； 在菊花盛开时 ， 赏菊的同时 ，
还精心为游客准备了卞和献玉的故事。
这些都受到了各界好评。

整理大量资料
填补天坛历史档案空白

2007年，吴晶巍调到管理处研究室
工作，从事文化研究、规划等工作。规划
编制工作对综合能力要求很强，既要对
天坛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又要明晰现
状、能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
科学合理的规划策略。

吴晶巍喜欢历史，爱钻研，不喜欢
复制别人的想法，有自己的见解。因为
跟大学时学的专业并不对口，为了更快
地上手开展工作， 她开始看大量的文
献。“天坛的文化特别深厚，有很多专业
术语，我需要看大量的论文、史料等。”
吴晶巍说，“有的史料很难读懂，例如明
代的文献都没有标点符号，对不是专业
学历史的我来说，就更难了。”

一边看史料的同时，吴晶巍一边整
理历史文献，为史料点读，这为后来人
学习带来了不少便利。同时，她还搜集
了很多明清史料、明清的图档等。“这个
过程对我自身的成长帮助很大，现在看
到一句话， 我就能辨别是研究成果，还
是史料记载的史实。”吴晶巍说。

多年来，吴晶巍在天坛历史研究上
一直保持着孜孜以求的态度，并取得了
丰硕成果。17年间， 她查阅了大量有关
天坛的历史文献， 整理资料达60万字、
图档近千幅。同时，吴晶巍还牵头将日
本人石桥丑雄1957年出版的 《天坛》一
书翻译成中文，这些资料极大填补了天
坛历史档案的空白，对天坛历史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她还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围绕
天坛文物保护开展了系统研究工作，17
年间共开展12项局级课题研究，发表论
文共计14篇。这些研究厘清了部分天坛
历史难题，同时也为天坛规划编制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合理规划建议
让天坛早日再现完整风貌

1998年，天坛公园在申遗时 ，北京
市政府向世遗组织做出了庄严的承诺，
要恢复完整的天坛。 随着城市化发展，

在历史进程中，天坛部分坛域长期被一
些单位、民居占用。以中轴线申遗为契
机，这座古代建筑群的完整性得到进一
步恢复。

2018年，天坛机械厂区域文物腾退
与环境整治项目，是北京中轴线申遗启
动以来先期开展的文物腾退项目，在全
北京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吴晶巍带领
的规划团队就负责此项目的规划编制
任务。

“规划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建筑拆
除后如何恢复区域的历史风貌。” 吴晶
巍说。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她利用前期
所做研究提出历史上天坛树木种植和
建筑设计一样都遵循易学的 “象数”思
维， 并明确区域的树木种类和种植间
距。此研究成果也为之后的《天坛西南
外坛景观风貌恢复详细规划》《天坛外
坛天坛医院旧址风貌整治方案研究 》
《天坛保护规划（2025-2035年)》所借鉴
应用，在天坛外坛植物风貌恢复策略制
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东城区政府启动天坛西门
门区环境整治项目，原计划将天坛西门
南侧的坛墙豁口封闭以调整车辆行驶
路线。 吴晶巍针对前期的历史文献研
究，提出天坛西门南侧豁口应为历史走
牲口所用，不能封闭，并提交了1900年
西门照片和1938年手绘彩图，同时阐述
了祭祀牺牲在天坛的行进路线。 最终，
其所提建议被采纳， 豁口得以保留。之
后对于走牲口位置及保护展示策略也
在她的提议下被写入了《天坛保护规划
（2025-2035年）》中。类似这样的事例比
比皆是，这也是吴晶巍充分利用学术能
力保护天坛的一个缩影。

天坛公园273公顷
每一寸土地都有她调研的足迹

作为世界遗产、文保单位，只有弄
清楚它的历史，才能在规划编制中真正
保护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规划团
队负责人，吴晶巍不仅对天坛的历史进
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也对天坛的现状
“了如指掌”。天坛公园273公顷，每一寸
土地上都留有她调研的足迹。

天坛外坛占地一直是天坛作为世
界遗产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这
72公顷土地一直不归天坛公园管理，同
时权属又极其复杂，所以一直是笔“糊

涂账”。 2021年3月， 吴晶巍带领规划团
队再次对此区域进行了详细摸排。

此次摸排分为占地居民和占地单
位两个类别，其中单位摸排难度非常之
大，在此注册的单位有千家之多。规划
团队从腾退实施角度将单位按产权进
行归类， 最终将上千家单位浓缩至43
家，同时也摸清了一些占地单位的详细
情况。这些调查数据同时上报给了市文
物局， 用于指导接下来的文物腾退工
作。17年间， 她多次参与天坛公园交流
活动，积极反馈外坛占地情况，在市区
两级政府及全体天坛职工的共同努力
下，天坛外坛65栋简易楼、天坛医院、药
检所等陆续搬迁腾退。

在中轴线申遗中
她负责撰写天坛公园讲解词

十几年来的规划、 遗产保护工作，
让吴晶巍积累了丰富经验，她了解天坛
的历史， 了解天坛的现状和保护策略。
因此，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吴晶
巍负责牵头撰写了天坛公园的讲解词。
2023年8月，评审专家来北京考察时，现
场听了天坛公园介绍讲解，专家们连连
称赞。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吴晶巍的
工作更忙了。“后续要对接北京中轴线
遗产保护中心，包括对接中轴线展陈体
系整体的规划设计等。 中轴线是个整
体，天坛融入其中的同时 ，也要考虑展
现自己的特色。”吴晶巍介绍，“此外，还
包含中轴线的游览路线、 遗产监测项
目、保护规划等方面的实施。”

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轴线
上的各个景点也迎来了新一轮游览高
峰，大量中外游客沉浸式探寻中轴线之
美， 感受其独特的文化魅力。“目前，天
坛公园平日客流量达十万，我们的服务
更要跟得上。”吴晶巍说。节假日及寒暑
假期间，她经常会去园子里巡视，到服
务岗位支援，维持秩序，解答游客问题，
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
受北京中轴线的独特魅力，天坛是全世
界人民的共同宝贵遗产。“我深深地热
爱这份工作，为能从事这样有意义的工
作而深感自豪。”吴晶巍表示，未来，她
将继续深植于天坛这块沃土，科学合理
地制定天坛保护规划，用规划照亮天坛
文物保护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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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记天坛公园遗产办副主任吴晶巍

潜心研究 科学规划
只为守护好天坛文化瑰宝

-节假日
期间， 吴晶巍
（左）经常去园
子里服务岗支
援， 为游客服
务

-吴晶巍查阅并整理明清天坛历史文献及图档

-北京中轴线申遗期间，吴晶巍（左一）与园领导进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