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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物“ ”让
文物是文化沉淀的载体，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不仅生

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

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座城市之所以有文化底蕴，

就在于对古代遗迹、传统建筑的有效保护和利

用。如何平衡好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

间的关系？面对这道摆在城市建设者面前

的“考题”，通州区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城市建设为文化遗产“让路”。

进出通州区，京通道路旁都会看到一座黄瓦
覆顶、四角攒尖、和玺彩画、古色古香的亭子。亭
内，龟趺驮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在灿若星河的运
河文物中，这块石碑占有一席之地，它就是“御制
通州石道碑”，由底座、碑身、螭首龟趺三部分组
成。住在附近的老通州人张先生说：“那年通州要
建北苑高架桥，本来是要穿过这座石道碑的，后来
政府修改了设计，高架桥为文物让路，保住了这块
碑原址不动。”

2005年初的隆冬时节，通州北苑高架桥北侧
辅路项目与通惠河南岸清代雍正年间所立“御制
通州石道碑”原址保护工作“撞车”了。一边是即
将开工建设的区内民生重点折子工程，一边是古
老的文化遗产面临能否原址保护的问题。按照原
定计划，“御制通州石道碑”要为北侧辅路让道迁
至他处。

说起“御制通州石道碑”，不得不提京通这条
路。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朝秦始皇东巡碣石，走的
就是这条古道，汉代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隋炀
帝、唐太宗进军高丽，再到元明形成了一条以军
事、商贾转运为重要用途的通往东北地区的驿站
干道。到了清代，北京所需的粮食经运河运到通
州，有两种方式转运到北京，一为水运，二为陆
运。这条路更是成为了粮道和连结京城与通州最
重要的道路。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为记载敕
修朝阳门至通州城内国仓及运河漕运码头石道之
事，在这里立下石道碑。它记载了兴建朝阳门至
通州石道的情况，描绘了商贾云集，陆路、水路运
输的繁忙景象，以及通州的战略地位。石道碑为
清世宗柳笔碑，由艾叶青石制，身高 5 米，宽 1.6
米，厚 0.8米。首额篆书“御制”二字，且满汉文合
璧，碑身雕群龙戏水，内纵刻碑文，左为汉字，右为
满文，两侧面各高浮雕一条升龙，云水翻腾，鳞片
闪闪，正面四周浮雕赶珠群龙、海水兴波，平托石

座由两块巨石纵拼铺砌龟下，浮雕海水江崖、监通
记碑壮观精美。此碑集圆雅、浮厢、线刻等阻刻艺
术与书术、安装技术于一身，其料学、艺术价值深
远。1959 年，它被公布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1985 年，与永通桥为一组，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
护单位。

御制通州石道碑原是有碑亭的，是黄琉璃筒
瓦带四角攒尖宝顶、和玺彩画样式。但可惜的是，
原碑亭在光绪二十六年时被八国联军烧毁。可以
说，御制通州石道碑见证了京通道路的变迁，是大
运河文化的见证者。

当城市建设撞车文化遗产保护，通州区相关
部门很快调整方案，决定为文物让路。

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大运河文史专家
任德永当年见证了这一事件。他说：“此碑作为通
惠河连接大运河的见证，对当时起止于通州漕运
码头至京师朝阳门国仓的‘国道’具有重要的意
义。我们耐心细致地讲解石道碑的历史意义，向
设计建设方阐明文物古迹保护对彰显通州新城市
建设的现实意义。最终，文物部门做足功课，建设
方深明大义，市区两级领导现场拍板决定：碑不迁
移，原址不动；调整设计，路绕碑行，且为碑建亭，
原汁原味恢复历史原貌。”如今说起这段往事，任
德永还为当时区里给文物让路的果决感动。

2005年，御制通州石道碑有了遮风挡雨的碑
亭。通州区依据史料记载，原汁原味加盖了黄琉
璃筒瓦带四角攒尖宝顶、和玺彩画样式的碑亭，并
在周围建起花岗石护栏。2013年 5月，御制通州
石道碑（亭）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州这座城，京通这条路，承载了太多的历史
意义和经济价值。如今不远处的八里桥新桥已伫
立在河上，副中心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京通快速路
上每天车来车往，依然承担着连结副中心与北京
城的重要使命。御制通州石道碑也依旧静静矗立
在京通道路旁，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御制通州石道碑得以原址保护，是各方
平衡利益、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民
生建设矛盾的经典案例，为后来北京城市副
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中探测到的西汉时期
路县故城遗址的有效保护，为建设路县故城
遗址公园提供了借鉴经验。

“世界东方，华夏隆昌。古都雄伟，通州
东厢……”通州，自古就是久负盛誉的水陆
都会和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历经 2200多
年沧桑，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片土地
上又打开了崭新华章。通州域内，古代曾先
后建有5座城池，即西汉路县、北齐潞县、辽
漷阴县城，明张家湾护漕城与永乐店镇城。
光阴流转，或因县治移徙，或因社会变迁，座
座古城饱经沧桑，各有变化，至今无一座完
整者，多余残迹。

近些年，在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
等重大项目实施和城市建设推进中，城市建
设均遵循“考古先行”原则。2016年2月，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座砖室
墓葬从通州潞城镇出土。这一角掀起了路
县故城的盖子，被列为 2016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位于潞城
镇古城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
北，总面积约 35万平方米，城址保存完整，
同时还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 1146
座。《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均记载有汉代
路县。它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呢？专家表
示，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
的体现，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于唐代。自
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行
政机构之一。但探寻历史，人们只知都城的
样子，却不清楚当时的县是什么样子。这次
在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域发现的路县故城城
址，正是填补上这块缺失的拼图，再现地方
行政单位——县的模样。路县故城遗址是
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在文
化、交通和经济上具有传承作用和纽带地
位，是通州区历史文脉延续的“活化石”，对
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
意义和价值。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路县遗址的发掘涉及副中心建设，中
央和北京市高度重视，这个考古项目几乎动
用了全国力量。有专家评论称：在一年时间
里干了过去三五年才能完成的考古工作。

2016年，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
开展大规模考古，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
万余平方米，发现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周
边墓葬群。发掘中，以城址为中心，在 2公
里半径范围内，考古人员清理了战国至明清
时期墓葬 1146座，包括战国-西汉墓葬、东
汉-魏晋墓葬、唐墓、辽金墓葬、元代墓葬、
明清墓葬。其中战国-汉魏时期墓葬数量

最多，类型最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
棺葬、瓦室墓等。在唐墓中还发现了唐成宗
开成二年（公元 837 年）幽州潞县丞艾演
墓。路县故城的神秘面纱被一层一层揭开。

2017年 1月 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
对路县故城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
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路县故城城址成为
北京地区首个以汉代城址为主体建立的遗
址公园。

2020年 10月 30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
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工建设。两年后，遗
址上将落成一座专为考古遗迹量身打造的
博物馆，让本地发现的遗迹不用挪地儿，原
址原样呈现给世人。遗址所在地的原有规
划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为古迹让路。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路县故
城遗址博物馆总建筑规模约 1.8万平方米，
将整合搭建博物馆展示、考古研究、文物保
护、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学科平台，融展览
展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四大基
本功能为一体。

城市建设与发展，再一次与文化遗产保
护完美融合，历史与未来再一次完全融合。
这让许多考古人和文物工作者倍感欣慰。任
德永说：“位于大运河东西两岸的这两处经典
文化遗产点位原汁原味原址保留着，与北京
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市民生活相得益彰，成
为城市文化景观，更成为通州人的骄傲。”

高架桥为文物让路高架桥为文物让路，，保住了保住了““御制通州石道碑御制通州石道碑””原址不动原址不动。。

““御制通州石道碑御制通州石道碑””由底座由底座、、碑身碑身、、螭首龟趺三部分组成螭首龟趺三部分组成。。

路县故城遗址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路县故城遗址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

路县故城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路县故城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
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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