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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专家表示，，路县土城是古代土筑城墙的路县土城是古代土筑城墙的
典型典型。。这座土城设在水陆要冲这座土城设在水陆要冲，，陆扼东北陆扼东北，，水水
控东南控东南，，曾是保卫北方军事重镇蓟城的战略曾是保卫北方军事重镇蓟城的战略
要地要地。。

说起战略要地说起战略要地，，就不得不提东汉时期发就不得不提东汉时期发
生在土城的一场大战生在土城的一场大战，，土城也因此蒙难土城也因此蒙难。。

东汉王朝建立东汉王朝建立，，刘秀称帝刘秀称帝，，渔阳郡太守彭渔阳郡太守彭
宠为此拼命镇压农民起义宠为此拼命镇压农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立下汗马功劳，，可可
是却没有得到皇帝器重和封赏是却没有得到皇帝器重和封赏。。彭宠遂仗着彭宠遂仗着
兵强马壮兵强马壮，，在这儿举兵造反在这儿举兵造反。。

当时当时，，朝廷派遣将军邓隆率兵前来平叛朝廷派遣将军邓隆率兵前来平叛，，
却屡屡挫败却屡屡挫败，，这场大战僵持了五年仍不见分这场大战僵持了五年仍不见分
晓晓，，直到彭宠半夜被家奴暗杀直到彭宠半夜被家奴暗杀，，群龙无首群龙无首，，平平
叛大军才借机攻入城内叛大军才借机攻入城内。。入城之后便是一番入城之后便是一番
诛烧诛烧，，不仅烧了郡不仅烧了郡、、县治县治，，还殃及了千余家百还殃及了千余家百
姓姓，，土城内陷入一片火海土城内陷入一片火海，，大火还烧到城外大火还烧到城外。。

““老百姓常说的一场大火土城就没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场大火土城就没了，，就就
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古城村村民左增永说古城村村民左增永说。。

大战之后大战之后，，潞县县治东迁到今天河北省三潞县县治东迁到今天河北省三

河市城子村河市城子村，，郡治又迁回密云县渔阳郡旧址郡治又迁回密云县渔阳郡旧址。。
到了明到了明代代，，为修缮通州城垣为修缮通州城垣、、仓场仓场、、衙署等衙署等

官家建筑官家建筑，，补充水运南方砖料不足补充水运南方砖料不足，，土城内开始土城内开始
设窑烧砖设窑烧砖，，用的就是千年古城的熟土用的就是千年古城的熟土。。那时候那时候，，
土城东土城东、、南两面城墙都被用尽了南两面城墙都被用尽了，，只剩下西北城只剩下西北城
墙用来抵御西北方向的墙用来抵御西北方向的河流泛滥河流泛滥。。

到了清光绪年间到了清光绪年间，，土城西北角的楼台还土城西北角的楼台还
存有遗迹存有遗迹，，北垣依旧北垣依旧。。民国时期则因被村民民国时期则因被村民
挖取而逐渐减小挖取而逐渐减小。。

解放后解放后，，古城村村集体又在此设窑烧古城村村集体又在此设窑烧
砖砖。。““土城的土都是熟土土城的土都是熟土，，附近各村盖房都来附近各村盖房都来
这里拉土这里拉土。。上世纪上世纪 6060年代年代，，村东头还开了三村东头还开了三
个窑烧砖个窑烧砖。。我那时是生产一队的出纳我那时是生产一队的出纳，，负责负责
卖砖开票收钱卖砖开票收钱，，来我们村买砖的人络绎不来我们村买砖的人络绎不
绝绝。。””左增永说左增永说。。

到了到了 19591959 年年，，土城仅剩下北垣东段残址土城仅剩下北垣东段残址
5050米米，，当年当年 77月月，，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
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19871987 年夏年夏，，运潮减河运潮减河
启动复堤工程启动复堤工程，，残存土城遗址都掩于堤内残存土城遗址都掩于堤内。。

“唤醒”千年古城
本报记者 张丽

““世界东方世界东方，，华夏隆昌华夏隆昌。。古都古都
雄伟雄伟，，通州东厢……通州东厢……””通州通州，，自古自古
就是久负盛誉的水陆都会和盛极就是久负盛誉的水陆都会和盛极
一时的皇家码头一时的皇家码头，，历经历经 22002200 多年多年
沧桑沧桑，，如今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
片土地上又打开了崭新的华章片土地上又打开了崭新的华章。。

追溯千年历史足迹追溯千年历史足迹，，通州最通州最
古老的记忆当属路县古城古老的记忆当属路县古城（（土土
城城），），也就是在也就是在20162016年北京城市副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的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的
路县故城遗址路县故城遗址，，被列为被列为 20162016 年度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近年来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经过考古工作者的
持续努力持续努力，，路县故城的面纱正在路县故城的面纱正在
被一层一层揭开被一层一层揭开。。

1010月月 3030日日，，路县故城遗址保路县故城遗址保
护展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护展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两年两年
后后，，遗址上将落成一座专为考古遗址上将落成一座专为考古
遗迹量身打造的博物馆遗迹量身打造的博物馆，，让本地让本地
发现的遗迹不用挪地儿发现的遗迹不用挪地儿，，原址原原址原
样呈现给世人样呈现给世人。。

“遗址公园不是主题公园。建设遗址公园和遗址
博物馆，是为了让沉睡2200多年的古城活起来，让上万
件出土文物活起来。”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
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白云翔介绍路县故城遗址的设计时表示。

近年来，白云翔见证了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现、确
认、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的规划制定和实施全过程。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来，他每年都会到这个考古工地跑
个三五趟。

如今，路县故城遗址考古成果丰富。白云翔表示，

接下来这里还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深入开展以田
野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今后的任务极其繁
重。除了田野发掘，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需要十几
年乃至几十年持续不断地扎实开展。”

“博物馆建设也是这样，不在其规模如何宏大，而在
于精，在于有内涵有特色。从而，使考古遗址公园和遗
址博物馆建设真正成为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惠
民工程。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也是一名北京市民，
我热切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白云翔激动地说。

路县故城源 路
县起

如今，人们熟知的通州地名里，有“潞城”“潞河”。
那么，故城遗址为何被称为“路县”而非“潞县”？

殊不知，“路县”和“潞县”都对，均为“通州”的前
身，只是时间不同。

从历史沿革上说，通州最早在西汉初年建府，称路
县。史上先有路县，随后沽水因路县改为潞水，而后路
县又因潞水改为潞县。

路县故城在史料中有记载，西汉初年，路县县治在
这里，并建有一座土城。公元 9年，安汉公王莽改制称
帝号新，把路县改为通路亭，亭治仍设在这里。到了东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路县依水名潞县，渔阳郡治也
自今密云区梨园村一带迁到这儿，郡县两级政府机关
同在一城。

从地理位置上说，2016年，考古发现的路县故城遗
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两公里，运潮
减河南岸，京秦铁路东侧，距北京市中心约25公里

通州区潞城镇的古城村，就是路县故城遗址所在
地。村域内尚有土城点点遗迹，村名也是因故城得
名。古城村年近八旬的村民金瑞德记得村子东北角的
铁路旁边曾有一个数百平方米的自然坑，里面遗留了
一段纵深有六七米的夯土打的土坨。“那土坨就是路县
土城的城墙遗迹，可惜就剩这么一点了。我小时候大
概还有三四百米长，那会儿我和小伙伴们常爬到古城
墙上玩。”

金爷爷的记忆和《通州区文物志》记载相吻合。据
记载，路县土城遗址位于潞城镇古城村东北、运潮减河
南堤外侧，是西汉时期路县土城北垣东段残留下来的一
段黄土堆，残长、宽、高分别是41米、18米、4米。

如今，经过考古确定，路县故城确实呈方形，边长
550米到 600米，城墙之外 15米是护城壕，城总面积约
35万平方米。从规模来看，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
座典型的中小规模县城。

故
城

规
划 博物馆将原址展出文物

10月 30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模型和沙盘首
次亮相。

“土城墙”颜色的外立面透着上千年的沧桑，周围
郁郁葱葱的林木花卉将博物馆包围其中，一条玉带般
的“护城河”随弯就势，流淌着剪不断的记忆……

市文物局考古处副处长郭京宁对着遗址公园沙盘
一一介绍：“现在看到的城墙位置就是路县故城南城墙
原址。这护城河位置可不是凭空想象的，有考古基
础。城墙往南约一百米处，就是博物馆的位置。”

据悉，考古发掘区域内的地层堆积自下而上主要
可分为汉代文化层、唐辽金文化层、明清文化层和扰土
层等六层，各层出土有相应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外行眼里看到的一个个深坑，在考古人眼里就是
一处处繁华的生活生产场景。

“这处五六平方米的圆形区域是一处房址，初步判
断不是居住的房间，是当时窑址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
远处的圆形区域是一口汉代水井。”考古人员对着一个
个探方仔细介绍。

在考古人员的描述下，房舍、窑场，还有水井、灶、
道路，一处汉代人生活工作的场景逐渐浮现，仿佛时空
穿越。在未来的博物馆里，这一切将原样展示。

据介绍，目前出土文物中，以汉代遗存最为丰富，
包括城墙基址、道路、城壕、沟渠、房址、灶、灰坑等遗

迹。出土可移动文物以两汉时期陶器最多，另有诸多
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

“我们在城外的墓葬中发掘了一座汉代陶楼的模
型，有一米多高，是北京汉代出土的陶楼中最高的几个
之一。陶楼是一种陪葬冥器，仿死者生前‘重楼高阁’
式居室制作而成，也是一件精巧的古代建筑模型工艺
品。一般的随葬品体量不大，但这个陶楼不仅个大，做
得也特别精美，古代建筑的结构和细节都能看出来，十
分精细。这说明墓主人的社会等级比较高。”郭京宁解
释道，这么大且精美的陶楼实属难得。目前考古界发
现的陶楼，均成为研究古代建筑学、社会学和民俗学极
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除了陶楼，还有三个山云纹半瓦当的发现也很有
价值。原来，战国人民崇尚高山，但光有山不行，还得
有云气。所以战国王室筑高台居住，器物多用山纹饰，
伴随云纹饰。大型宫殿或官署建筑上多使用山云纹，
表示住的高。郭京宁表示，这个山云纹半瓦当的发现，
说明路县故城遗址有一部分文化遗存也许能追溯到战
国时期。而且，因为这种纹饰的瓦当都是大型建筑上
才有的，说明此地当时可能有等级比较高的衙署或管
理机构。而历史上，这里确实在东汉中期当过渔阳郡
的郡城，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未来，陶楼、山云纹半瓦当也都将出现在新博物馆里。

遗址公园不是主题公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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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国内考有国内考
古界古界““奥斯卡奥斯卡””之称之称。。

该称号的所有参评项目该称号的所有参评项目，，须符合国家文须符合国家文
物局的报批手续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质量并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发掘内容
要具有历史要具有历史、、艺术艺术、、科学价值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且为中国考古
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其难度其难度
和含金量之高有目共睹和含金量之高有目共睹。。

22016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年度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年度““榜榜
单单””时时，，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榜上有名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榜上有名。。

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已发现最早的古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已发现最早的古
城城，，将通州的实物考古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将通州的实物考古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
千年千年，，中间断环基本补齐中间断环基本补齐。。

在城市考古中在城市考古中，，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
但专家认为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但专家认为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
况良好况良好，，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

白云翔说白云翔说，，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判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判
断断，，在战国晚期在战国晚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这儿这儿
就有人居住就有人居住，，遗留下了相关的文化遗存遗留下了相关的文化遗存。。路路
县故城考古工作及其成果对于通州来说县故城考古工作及其成果对于通州来说，，延延
伸了历史轴线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丰富了历史
内涵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活化了历史场景。。因此汉代路县故城因此汉代路县故城
遗址是通州的历史之根遗址是通州的历史之根、、文脉之魂文脉之魂。。

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今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今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
位置早在位置早在220022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拥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文化根基蕴和历史文化根基。。

据介绍据介绍，，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在北京现在的区域之在北京现在的区域之
内有内有1616个县个县。。汉代城址成为北京地区丰富的汉代城址成为北京地区丰富的
汉代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
2121座不同类型的汉代城址座不同类型的汉代城址。。

““说起来丰富说起来丰富，，但遗憾的是这些城址几乎但遗憾的是这些城址几乎
毁之殆尽毁之殆尽。。相比之下相比之下，，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不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不
仅保存状况比较好仅保存状况比较好，，地上还有一点点地上还有一点点，，地下基地下基
本完整本完整，，城内没有受大规模的破坏城内没有受大规模的破坏。。而且而且，，经经
过全面勘探和大规模考古发掘认定过全面勘探和大规模考古发掘认定，，这里毫这里毫
无疑问是北京地区迄今保存最完整无疑问是北京地区迄今保存最完整，，并且将并且将
继续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唯一一座汉继续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唯一一座汉
代城市代城市。。””白云翔说白云翔说，，这对于北京古代历史和这对于北京古代历史和
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从全即使从全
国来看国来看，，重要性同样不容低估重要性同样不容低估。。

他解释道他解释道，，在我国历史上在我国历史上，，县城不仅仅是县城不仅仅是
一个县的政治中枢所在一个县的政治中枢所在，，往往还是经济中心往往还是经济中心
和文化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展水平的缩影展水平的缩影。。因此通过对一座县城科学系因此通过对一座县城科学系
统的深入考古发掘和研究统的深入考古发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复原城不仅可以复原城
市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市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还可以从多方面揭还可以从多方面揭
示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示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以以
及社会生活发展状况及社会生活发展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汉代路县故城的考对汉代路县故城的考
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汉代县城对于全面认识汉代县城，，
深化汉代的区域社会治理研究深化汉代的区域社会治理研究，，都是一个弥都是一个弥
足珍贵的标本和活化石足珍贵的标本和活化石。。

考古界“奥斯卡”得主地位

“一场大火土城就没了”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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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行政区划沿袭秦朝旧制，建制很不
健全全，，一直到了公元前一直到了公元前 195195年年，，朝廷从渔阳郡朝廷从渔阳郡
南部划出一大片区域南部划出一大片区域，，设置一县设置一县，，称路县称路县。。路路
县县城设在沽水之东县县城设在沽水之东、、蓟襄驰道南侧蓟襄驰道南侧。。因设因设
在驰道驿路旁边在驰道驿路旁边，，得名路县得名路县，，也是蓟襄驰道驿也是蓟襄驰道驿
路上所设的第一县路上所设的第一县。。

而北运河最早叫沽水而北运河最早叫沽水。。““沽沽””与与““苦苦””通用通用，，
因为这条河经常泛滥因为这条河经常泛滥，，给两岸百姓带来很多灾给两岸百姓带来很多灾
难和痛苦难和痛苦。。路县设立后路县设立后，，县域面积很大县域面积很大，，沽水沽水
从南至北纵穿路县从南至北纵穿路县。。老百姓本来就不喜欢沽老百姓本来就不喜欢沽
水这个名字水这个名字，，也许是希望这条河不再泛滥也许是希望这条河不再泛滥，，想想
赋予其新的意义赋予其新的意义，，将河水依城改名将河水依城改名，，渐渐称潞水称潞水。。

到了东汉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潞水之东成功光武帝刘秀在潞水之东成功
镇压了几次小型农民起义镇压了几次小型农民起义，，登上皇帝宝座登上皇帝宝座。。
为了庆功并纪念这些战役为了庆功并纪念这些战役，，就把路县改为潞就把路县改为潞
县县。。这就是沽水因路县改为潞水这就是沽水因路县改为潞水，，路县又因路县又因
潞水而名潞县的由来潞水而名潞县的由来。。

“路”因水而“潞”

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沙盘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沙盘。。

开工现场开工现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亮出来一个个规整的探方亮出来。。 遗址出土文物遗址出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