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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琉璃河遗址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建议

寇利红

问题：

琉璃河遗址的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对遗址所蕴含的价值阐释提炼不够，完整性发掘与保护

利用有待加强。在琉璃河遗址挖掘与利用方面，文物、文化、旅

游等层面的综合统筹不够，对如何围绕遗迹，融合历史元素，协

调好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关系，做好考古、研究、保护、利用、

管理等基础工作，应进一步作系统性安排。

二、对已经发掘遗址的展现方式和利用模式等方面没有与时

俱进。对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艺术元素的展示利用不足，

对已发掘遗址的展示方式传统、单一，在探索时尚、多元、科技

展示方式之路上略显落后。目前仍以传统陈列馆等静态展示为常

态，缺乏科技元素以及形式新颖的互动展示。缺乏新文创理念的

植入，具有传统文化特色与内涵的遗址大 IP 有待于被开发。

三、宣传方式方法创新不够。传统宣发媒体投入不足，电视

广播报刊杂志以及户外灯箱海报等曝光数量不足。目前自有平台、

项目的网站 IP 建设程度不足，各大互联网平台对遗址的曝光度

不够。急需完成针对琉璃河遗址宣传展示的高效、高质、专属信

息化平台的搭建，对整体运营的顶层设计、建设方案、系统运营

保障体系等的构建仍需完善和提升。

分析：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城址位于董家林村，距北

京市区 38 公里。1988 年，琉璃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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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遗址发掘出古代城址和燕国贵族墓

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从而确定了琉璃河

遗址是西周时期北方重要的邦国燕国的都城，是北京建城置都最

早的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和社会价值。琉璃河遗址出土文物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

这些发现，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当时燕国文化及相邻的赵国

文化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出土文物具有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

素和本地土著文化因素的特点，对建设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优秀文

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将琉璃河文化遗址的进行更好的挖掘、

保护与创新利用，牢牢把握琉璃河遗址“城之源”的文化地位，

从北京历史的视角讲述琉璃河的故事，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同时，增加其文化内涵和旅游的可视性，让游客充分感受到琉璃

河遗址的重要意义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做到

高精尖定位，打造极具经济价值的亮点，使其成为房山区新的经

济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建议：

一、持续开展系统性的琉璃河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研究工作。有重点地开展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

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系统地开展分析和年代研究工作。从

考古资料中去深入挖掘信息，阐释、提炼、构建琉璃河遗址核心

价值体系，与世界遗产标准对标，为琉璃河遗址申遗和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提供方案。

二、成立燕文化研究协会和中国都城文化协会。加强对燕文

化的挖掘利用，不断提升文化共识，是新时代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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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思想动力。推进以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各项研究工作，保

护历史文脉。建立以考古基地为中心的燕文化研究协会和中国都

城文化协会，将其置于这座大遗址公园的适当位置，发挥房山历

史文化影响力。

三、深入挖掘和传承西周燕都文化，讲好古都文化故事。琉

璃河组团是房山文化旅游发展三大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北

京城发源地琉璃河遗址为重点，以窦店土城、琉璃河大桥、岫云

观、汉广阳城遗址为补充。要深入挖掘和传承西周燕都文化，加

强窦店、长阳古城保护和文化传承，筑牢房山文化根基，打造以

燕都文化、西周文明为特征的活态传承游憩园，打造“城之源·北

京城市起源文化展示窗口”，立足北京、面向世界，讲好西周燕都

文化传承的故事，从而作为重要的基石和底蕴来支撑房山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

四、建成数字西周燕都博物馆。从顶层策划层面，要设计成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体现独特文化韵味的西周燕都专题国家级水

平的博物馆。内设祭祀文化博物馆、墓葬文化博物馆等主题馆，

突出燕都历史遗迹文化特色。参考国内外成功案例，做成具备对

外交流巡展，促进学术、文化交流互鉴条件的，有利于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遗址博物馆。

其一，在定位路线上，从学术、文化研究方面做足文章，与

高校，专家智库，文物、考古、人类学等研究机构合作，以专业

性、学术权威性赋能博物馆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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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运营方面，发挥专家学者、专业团队作用，结合多

学科，全面设计规划博物馆内重点项目建设，系统策划运营博物

馆建设落地方案。

其三，在实现技术层面，配合第三代考古公园理念，借鉴国

际领先范例，采用“文化创意+科技+旅游+互联网”的综合呈现方

式。根据不同主题专业文化展馆或厅室内容需要，利用多媒体技

术结合 VR、AR 虚拟现实，为游客提供身临其境的交互式、沉浸

式体验。

其四，在创新方面，以时代潮流的发展成果承载古老的传统

的历史文化符号。采用高科技，为游客带来 20 秒入园、5G 畅游、

AR 眼镜讲解、燕都复原图、动画投影等沉浸式梦幻体验。尤其要

精细化服务青少年群体，优化以学习历史文化、考古、生物多样

性等为目标的亲子游览体验。

五、打造仿古情景园，让遗址活起来。在遗址主公园内，开

发建设“燕都小镇”仿古情景园，用仿燕都建筑模式进行规划建

设；对于遗址发现的墓葬、城迹及各样文物、葬品等，通过认真

挖掘，用鲜活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讲好历史。组织作家、剧作家、

投资商和表演艺术团队，创作拍摄能够生动演绎西周燕都优秀文

化并且强化遗址大 IP 的情景剧。利用移动互联、物联网、互联

网技术打造智慧化情景园，实现活化互动。以数字信息可视化技

术、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实现燕都遗迹的保存、展示、还原、

再现，以现代的国际的视野和细节化的品味进一步扩大琉璃河遗

址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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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琉璃河遗址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创新利用

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一、深入发掘遗址文化价值

（一）推动遗址考古研究工作

为落实《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 年-2035 年）》的相关要

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自 2019 年开始，再次启动对琉璃河遗址

的考古工作，已累计开展考古发掘面积约 1990 平方米，已累计开

展考古勘探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陆续发掘西周早期墓葬 5 座、房

址 3 座、疑似城外环壕 1 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

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多种文物 100 余件。2023 年开展考古发掘面

积约 590 平方米，累计开展考古勘探面积 16700 平方米。

（二）深挖琉璃河遗址价值

为保存琉璃河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延续性，

聚焦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2023 年 4 月份，我单位启动了琉璃河

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预研究相关工作。目前，已编制

完成预备名录申报材料，包括前期资料整理、实地调研、筛选遗

产点、遗产点概述等，完成价值预研究研究资料汇编及文献检索

目录。通过对琉璃河遗址遗产构成确定、价值分析、比较研究等

工作，完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报材料及《琉璃河

遗址申遗价值预研究》，上报市文物局，7 月 13 日通过市文物局专

家论证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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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燕文化研究中心，创文化价值展示平台

为加强深入挖掘燕文化，揭示燕文化内涵，系统地向公众展

示琉璃河遗址的文化价值，拟成立燕文化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市

文物局指导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已启动燕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前期工

作。截至 2023 年 9 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会谈，商讨成立燕文化研究中

心相关事宜。

二、丰富遗址的展示方式和利用模式

（一）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以下简称《公园规

划》）编制和审批

为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按照《琉璃河遗址保护规

划（2020 年—2035 年）》，2018 年启动《公园规划》编制工作，2023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原则同意。

《公园规划》按照“宜小不宜大，保持完整性”的原则，划

定遗址公园范围总面积约 3.37 平方公里。根据功能和景观需求，

构建“四区（城址区、墓葬区、农林景观区、综合服务区）、三馆

（考古展示体验馆、北京考古博物馆、琉璃河遗址博物馆）、一站

（北京国际考古工作站）”的展示空间格局。

（二）设计多元化展示方式

采用多媒体解说、三维模拟演示及互动、覆以可局部改善遗

址保存环境的设施、复原模型、文物修复以及结合 AR、VR 技术、

3D 全息影像等科技手段，开展室内场馆、遗址原址、遗址标识等

多种展示方式。

（三）谋划建设博物馆小镇，打造新型文博文创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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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市加快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契机，拟在紧邻遗

址公园西北区域，谋划建设博物馆小镇，主要包括博物馆聚落、

文博产业园、文化商街、主题公寓、文化酒店和文化颐养社区，

目标是打造以特色主题博物馆聚落为核心的新型文博文创产业集

聚区。

（四）利用考古研学营地，充分展现遗址文化

拟在博物馆小镇南侧，将以西周军事文化为主题，建设考古

研学营地，营造沉浸式空间场景开展研学活动，包括：西周军事

主题帐篷营地、铭文迷宫、设置考古探方、演武场、话本剧场等。

此外，利用现状的湿地、林地等资源，设置诗经课堂、丛林探索

等项目，提供自然教育、体育休闲等功能。力争率先建成全国规

模最大的考古研学营地。

（五）启动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

依据《公园规划》确定《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实施

方案》，并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主要包括：公园近

期出入口、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数字沉浸式时空仓、夯筑

体验区、临时营地等内容。

截至 2023 年 7 月下旬已基本完成景观微地形和景观种植，但

受“23•7”特大暴雨灾害影响，景观微地形部分区域出现坍塌、

沟壑，景观种植区域播种和栽苗被淤泥覆盖，根系受损，无法正

常生长。同时，安技防设备设施等受损严重。目前，正在编制《琉

璃河遗址核心区安技防设备设施恢复项目实施方案》和《景观微

地形和景观种植恢复方案》，调整优化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工

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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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既有资源开展宣传推广

一是拍摄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专题短片、系列重大活动专题

报道，加强传播力度，提升公众知晓率。

二是与高校合作，邀请学生或志愿者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真

正发现考古所带来的珍贵体验。

三是与主流 OTA 平台合作，通过大数据平台，深度挖掘游客

潜在消费习惯、旅游喜好，以旅游规划、特色路线为推手，为游

客精准推送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景点服务信息。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持续强化“北京城之源”品牌效应，为游客提供更便捷、

更舒适的配套服务，进一步扩大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受众群体覆

盖面，有效提升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知名度及传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