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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汉风园林风园林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关一文关一文

6月14日是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试运行的第一
天，细雨没有影响游客热情，随着第一位游客持身份证实名入馆，博
物馆迎来了首批实名制入馆的游客。“一直关注着路县故城遗址的消
息，今天一大早就赶来，先冒着雨在公园里转了转，然后赶紧过来排
队。”首位入馆的王先生兴奋地说，“能够第一批入馆，我太兴奋了！”

在博物馆前厅，讲解员站在主题墙前等待游客到来。走进遗址
展厅，考古遗址让人格外震撼，走下玻璃栈道，深入考古探方，亲眼见
证历史的痕迹；步入陈列展厅，路县故城以时间为脉络，在游客面前
徐徐展开，汉代陶罐、陶器，古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被重现在现代化展
厅里。“作为一个新的博物馆，真的超出我的想象！”住在朝阳区的胡
先生说，“讲解让我意犹未尽，我还想再仔细看看。”

随着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试运行，丰富的青少年科普活动也将陆续与游客见面。来自东城区
的张亦奇小朋友一早就参加了遗址公园“故匠新生·路县小小制陶
匠”的科普活动，并一直等待博物馆开放，在讲解中，有不少问题他都

能够抢答。“他也特别喜欢参加科普活动。”张亦奇的妈妈说，遗址公
园的科普活动设计得很好，“以后我们一定还要报名参加！”

从开放试运行起，博物馆将在每天 9 时 30 分、11 时、13 时 30
分、15 时固定开展 4 场公益讲解。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服务时间为
6：30-21：30；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闭馆时间为 9：00-17：00，16：
30 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观众可持有效身份证
件入馆参观。

与传统公园、博物馆、展览馆都不同，路县故城遗址在陈列展、遗
址展的基础上，博物馆大比例提升互动体验空间，打造了大面积、设
施完善的科普体验区与文化交流场地。

地下一层，设有考古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互动展示、
考古模型、多媒体等形式，诠释遗址价值、考古知识、古代文明与现代
科技，尤其适合青少年及家庭观众进行深度探索学习。二层的文化
长廊、多功能交流厅，则将定期举办主题学术讲座、文化沙龙，并成为
公园非遗体验、艺术工坊等文化体验活动的主要场地。

博物馆大比例提升互动体验空间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暨博物馆开启试运行后，这处“遗址上的汉风园林”将考古遗址、汉代文化与现代园林巧妙
融合，无疑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张文化新名片。昨天，我们探访了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的重要成就和不少“镇
馆之宝”，今天，我们再来好好逛逛这座遗址公园，感受它与众不同的魅力。游客踏入这座“考古+博物馆+公园”跨
界组合的副中心精品公园，不仅能探秘2000年前的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还能在15个汉风景观中感受“千丈之城”的
古韵，更可通过互动科普、特色文创等体验让文物“活”起来。

从守护历史到活化传承，这里正成为全龄友好的文化新地标，让千年文明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15景绘就“遗址上的汉风园林”

与其他市属公园不同的是，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秉承“馆园一体”
的运行理念，将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功能与公园的游园休憩功能有机
结合，以“遗址上的汉风园林”为运营理念，形成“考古+博物馆+公
园”跨界组合的副中心精品公园。

为保护地下遗存，公园整体覆土 1 米建设，其中城墙覆土 3 至
3.5 米，并以国槐矩阵进行植物围合，形成保护性土山显示古城轮
廓。在遗址城外，通过地形形成场地绿岛，局部增加覆土层厚度，增
加乔木绿化面积，形成绿色生态的遗址考古公园氛围。遗址城内则
结合考古勘探，再现汉代路县故城路网系统，并利用生态种植再现
古城格局。

遗址公园的入口标有“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字样，字体取自
汉代流行的隶书，整个墙面以考古土层的文化断层面为元素，将
汉代、辽金、明清、近现代等各时期的土层效果模拟还原，展示不
同年代夯土层的变化过程。

进园后，来到城门广场，地下即当年的西汉路县城墙遗址。一路
向北，公园打造了15个展示景点，复原当时城内的社会百态，夯土层
纹理和质感呈现汉代县城“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古朴、大气的园林景
观。第一个景观点位“长乐未央”，是考古出的南城门原址，公园建设
时采用汉代门洞样式进行复原展示。这一景名取自遗址出土的、现
位于基本陈列展厅的展品——铺地方砖的“乐未央”字样，寓意生活
幸福无止境。同时，城内随处可见的铺地方砖正是复制此展品，“位
公卿、乐未央、大吉昌”，九个字真实反映了汉代的幸福观。

“都亭饮马”点位根据史料和考古发掘情况复原城内当时存在的
汉代都亭意向性场所。其设置于城址南城门门口，反映出都亭的重
要地位；模拟都亭之制设置，小品内以不锈钢铸成马匹模型，并以氟
碳漆着色成酱黑色，周围木质栅栏勾勒饮马场景，表现都亭作为传输
驿站的重要地位。旌旗上的“驿”字表明了都亭作为传输驿站的重要
功能。“政通人和”，以衙署的建筑布局和衙役的形象为主要元素，通
过对汉代典型行政管理场景的还原，直观感受汉代的衙署文化。

“良工巧匠”，以制陶、炼铁、榨油等工艺流程为主题内容，展示汉
代路县各种工艺场景；“繁荣市井”，展示市井生活场景，设置不同类
型的商铺，如酒肆、食肆、帛肆、茶坊等，还原汉代肆的布局和商业活
动……漫步各展示景点，恍惚可与几千年前的场景穿越相遇。

与一般公园和考古项目不同之处还在于，从筹备开放起，路县故
城遗址公园就以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目标，打造农耕景观区、考
古体验区、休闲游憩区及遗址展示区。从2016年发掘至今，遗址一直
在按照计划持续进行考古发掘。

根据前期考古勘探情况，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路县故城城内提
出的考古工作计划时序为2021年至2030年，城内全域将陆续进行考
古发掘。因此，公园将结合每年考古工作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展示考
古发掘现场，让公众近距离直观感受考古发掘的魅力。

这种动态化的考古直观展示方式是北京地区首次采用，也是路
县故城遗址公园独具特色的运营方式。这种全新的游园体验感将使
之成为城市副中心又一热门打卡地。

特色文创让文物“活”起来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不仅是对历史的守护与展示，在运营中更致力于
将考古发现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带走的鲜活体验。让文物“活起来”，
巧妙地融入公园肌理与游客日常，遗址公园运营中处处都有“活化”设计。

目前，全园设置9个自动贩卖机和2辆可移动商车。经过多轮测
试，自动贩卖机外观融入了汉代方砖纹样和瓦当的意象，从外观设计
到摆放位置，巧妙地将自动贩卖机融入遗址公园的景点中，“藏”文化
于无形，“用”功能于日常，游客在遗址公园中每一次使用服务设施，
都是对千年汉代文化的凝视。

文创，更是活化的关键。围绕考古成果，选取出土器物精细复
制，设计拓片、瓦当等仿制精品，并将汉代纹饰、文字等具有美好寓意

的元素应用在明信片、装饰品中，方便大家体验汉代人的生活。同
时，推出了面向青少年和家庭设计的考古盲盒等互动产品。首批近
百种文创产品在博物馆二层文化长廊、一层商店中呈现，游客游览之
余，纷纷将这份“路县记忆”与汉代风华带回家。

在博物馆二层长廊，记者看到一个融合休憩、品读、社交与沉浸
式文化体验的文化会客厅——“路城纪茶肆”。在路城纪，游客可以
暂歇步履，品尝简餐和特色茶饮，近百种以汉代文明、考古发现、北京
历史、园林艺术和现代科技等为主题的精选书籍陈列于此。作为遗
址公园文创产品的展示与售卖窗口，游客还可以在此一站式欣赏、购
买市属公园的精品特色文创产品。

给予“一老一小”人文关怀

遗址公园在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方面制定了面对全体游客
需求的暖心举措，其中还特别在“一老一小”关怀方面精细打磨服务，
做到让公园管理更有人情味儿，服务选择更有个性化。

遗址公园北园无动力儿童游乐区近期很受市民游客关注，成为
副中心网红新地标，其中，大面积的沙地区域最受喜爱。公园实行

“每日平填清理”，及时清除异物、平整沙面，既保障玩耍安全，也维持
了区域整体美观。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服务管理中心负责人王爽介绍，作为副中
心又一处无界公园，公园 6 座生态卫生间 24 小时开放，4 个位于公
园核心游览区的生态厕所旁，均设有自动贩卖机。特别细节的
是，公园关注到女性游客需求，在自动贩卖机中常备女士卫生用
品，传递温暖与体贴。

遗址公园还在设计基础上进行适当“适老化”改造。比如全园道
路平整通畅，轮椅、助行器可无障碍通行，同时在不影响景观的情况
下显著增加全园休憩座椅的数量和分布密度，走累了可以随时坐下
休息，欣赏风景。所有生态厕所均配备1间加装安全扶手的适老卫生
间，方便需要协助的老年人或其他家庭成员使用。

遗址公园按照区域特色和定位，划分管理网格，根据人流特点量
身定制差异化的管理策略。对儿童游乐区、考古体验沙坑等人流密
集、活动强度高的区域，实施“分时段动态管理”。高峰时段，增派专
职安全巡视员现场疏导、秩序维护和安全提示，实时控制人流密度，
严防拥挤踩踏。同时，严格控制机动车、非机动车入园，除必要的管
理服务用车外，谢绝一切社会车辆进入园区，确保游客步行、慢行的
绝对安全。

路县故城遗址再任“文化驿站”

随着遗址公园开放，公园围绕科普教育和文化共享策划了两大
系列重磅文化活动，“深挖历史”与“广纳精华”双轨并行。

遗址公园将逐步打造一系列科普品牌，首批推出“4+1”系列活
动，以“路衍芳踪”“县映汉风”“故匠新生”“城载文脉”为主题，推出互
动科普体验和文化讲堂。体验涵盖“小小洛阳铲 大大考古梦”“路县
小小制陶匠”“汉代本草文化之旅”等，打造“路县少年说”志愿品牌，
打造以中小学生志愿者为主体的志愿活动，让青少年在动手动脑中
穿越时空，激发对文化遗产事业的兴趣与责任，将自然科学探索与人
文精神传承融合。

6月 17日，遗址公园将迎来开放后的首次文化交流。北京市公
园管理中心组织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北京标志性市属公园，每
周聚焦一个市属公园及其代表性的文化主题，将“三山五园”、北京

“中轴线”与“大运河”串联，分别进行为期一周的深度展示与互动。
路县故城遗址也将时隔2000多年重启“驿站”功能，作为城市副中心
的文化驿站，成为连接城市核心区与副中心的文化纽带，让周边市民

游客无需远行，一站式领略京城园林文化精粹，丰富副中心文化供
给，提升区域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

据介绍，遗址公园不仅致力于千年遗址的厚重底蕴，还将构筑一
个多层次、覆盖广、有深度的文化交流生态，服务不同年龄、不同兴
趣、不同背景的市民游客。今后，这里将打造核心文化品牌“路县讲
堂”，构筑多元文化科普活动，让路县故城遗址成为思想交流和学习
的平台。目前计划每月一期，定期在博物馆二层文化长廊举行。届
时，将邀请国内知名文化学者、历史专家、考古权威、艺术大家等嘉宾
来到遗址公园，围绕汉代文明精粹、考古新发现与前沿技术、北京城
市历史脉络、大运河遗址保护、中国传统艺术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
打造副中心乃至北京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高端文化 IP。

好戏还在后面。该公园将陆续引入“夜游博物馆”“非遗体验”
“文化沙龙”“银龄课堂”等活动，打造全年龄友好型文化社区，关注不
同游客群体的反馈与期待，将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滋养成一座生长中
的文化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