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保护遗址 守护好民族融合之城

一代名都辽上京 北方草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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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遗址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是中国
北方草原地区的早期都城，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更迭、
风雨洗礼，雄伟壮观的都城虽然不复存在，但站在这里
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盛世繁华。

辽上京遗址作为我国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
城遗址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海内外学者
视辽上京遗址为古代都城中“失落的瑰宝”。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更离不开文物发掘保护
利用工作。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文物局和赤峰市各级党
委、政府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紧握
以辽上京遗址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接力棒”，一
届接着一届扎实推进大遗址保护和辽上京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创建工作。

2022 年 12 月 29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名单，19 家上榜，辽上京遗址位列其中，这
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被国家文物局命名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

辽上京遗址是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
明互鉴的实物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溯源追
流，一幅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完整画卷缓
缓铺开。1961 年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2013年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1年自治区将辽上
京遗址公园建设纳入《内蒙古自治区“十
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赤峰市出台
《赤峰市文物保护实施意见》《赤峰市辽代
都城州城帝陵遗址保护条例》等政策，巴
林左旗提出“以辽上京遗址为核心，以辽
文化体验游为主导，建设辽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使其成为辽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品牌
形象”的发展定位。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支持努力下，辽上京遗址保护工作进入新
阶段。按照《辽上京遗址保护规划》《辽上
京遗址围封设计方案》等 17个整体规划和
专项方案，2013—2015 年，累计投入资金
4.69亿元，先后实施辽上京遗址防洪工程、
国道303林东镇段公路改线工程和辽上京
南北塔修缮工程。2016—2018年，累计投
入资金 9.06 亿元，开展棚户区改造、遗址
围封和保护区征地工作，遗址周边新增绿
地 22.7 公顷，实现自然环境资源与文化历
史资源的协同保护。2019—2022年，累计
投入资金 2.84 亿元，实施辽上京带状公

园、沙里街及乾德路道路建设和西山坡佛
寺遗址保护展示等工程，完成辽上京博物
馆建设，启动辽上京博物馆及辽上京遗址
数字化提升工程，通过 MR、VR等数字化
技术，再现辽上京的恢弘建筑、千年古都
的迷人风采。

遗址保护不停，考古工作不断。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
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制定

30年考古计划，对辽上京进行长期考古发
掘与研究。通过 12年的发掘和研究，陆续
发掘 15处重要遗址，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
和宫城的形制布局和东向轴线，出土泥塑
像、玉册残片、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珍贵文
物2万余件，取得了令国内外考古学术界瞩
目的重要成果。2021年辽上京遗址入选中
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新时
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名单。

辽上京博物馆辽上京博物馆。。

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带领契丹八

部经过 20 年的艰苦征战，统一了草原各

部。“契丹”国成立，后改为“大辽”，建元

神册。

公元 918 年，耶律阿保机下诏取“天

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选定“负山

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

畜”之地建都。辽上京临潢府变成了辽时

期营建最早的一座都城。城址平面略呈

“日”字形，由位于北部的皇城和位于南部

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双城制的平面布局，

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种

新模式。

经过数年的营造，辽上京的城郭宫室

之制趋于完备，先后建起开皇、宣政、安

德、五銮四大殿及太祖庙、天雄寺等庙

宇。扩建后的上京城，一派祥和大气的景

象，雍容华贵，豪迈儒雅。

作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早期都城，

上京城承继唐宋之制，是当时举世瞩目的

国际性大都会，成为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

和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及西南地区和

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它与东部

高丽、日本，西部大食等国都有密切的经

济、文化交往，将漫漫草原丝绸之路推向

了繁荣与昌盛。

辽上京的存在，客观上引发了中原文

化的大规模北移运动，历史悠久、辉煌灿

烂的中原传统文化通过政治、经济交往，

不断传到契丹都城，进而普及北方广大草

原，又通过草原通道传播到欧亚大陆。因

此，当时的辽上京，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

的文化中心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

中转站。

自公元 918 年开始直到 1120 年被金

人攻陷，辽上京作为辽时期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时间长达 200 多年。它的营

建不仅标志着草原游牧经济、政治的发

展，同时通过南北文化融合，为中华文明

的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积极贡献，直至

今日，依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本版文图均由自治区文物局 赤峰市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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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 “活”起来的千年古都

励精图治谋发展，真抓实干惠民生。
2022 年 12月 29日，千年古都掀开崭新的
一页，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 19家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名单，辽上京遗址位列其中，这
是自治区首家被国家文物局命名的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如今纵观辽上京考古遗址公园，具备
文物保护、生态涵养、科研教育、休闲游憩、
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属性。通过遗址价值
内涵的展示、阐释，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
体验“古今对话”，让遗址公园真正成为“千
年辽上京的朱砂痣，民众共享的城市客
厅”。

——文物管护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建
立《辽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方案》《辽上京遗
址长效管护机制》等11项制度，形成了相互
关联的制度防护体系。在遗址周边及内部
安装摄像头 37个，组建遗址常态管护工作
队，通过“围封保护+24 小时视频实时监
控+定期实地巡查+无人机监测”相结合的

方式，做到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监控管护
全覆盖。

——遗址价值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围
绕遗址城制和挖掘布局，实施了辽上京乾
德门遗址保护展示、皇城遗址标识展示和
数字化提升等工程，同时借助考古发掘资
料及研究成果，在辽上京博物馆利用文物
展览和场景数字化展示，为参观者提供全
方位沉浸式体验。

——社会文化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成
功举办“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和帝陵考
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世纪
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纪念辽上京建城1100周年”等文
化交流研讨活动，同时在央视、凤凰卫视等
媒体制作播出《探秘草原皇城》《梦落繁华
辽上京》等专题片，辽上京遗址成为“内蒙
古网红打卡地”，有效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
力。

与此同时，公园还与巴林左旗内1处国

家AAAA旅游景区和临近旗县1处世界地
质公园形成旅游线路串联联动，与研究机
构、地方社区、学校积极合作，成为巴林左
旗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考古研究基
地、青少年研学基地、公共文化活动空间，
为维护民族团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提供生动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
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
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的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内蒙古自治区将以辽上
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持续推
进大遗址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内蒙古故事，让千年古都真正焕发新
风采，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

辽上京乾德门遗址保护展示辽上京乾德门遗址保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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