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吴文涛阐述了

金中都的城市建设，尤其是有关水系格局的拓展以及漕运、园林

等都城水利功能的开发在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她

表示，金朝人对金中都的营建，是今天的北京由北方重镇发展为

帝国都城的转折点，在民族融合、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与建

设、城市水系及水利格局等多方面为后来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

张宝秀阐述了金中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现状、面临的

挑战及历史机遇存在的突出优势，并提出了金中都文化遗产整

体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式建议。

圆桌论坛环节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主持。北

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通过“都城肇始—纪念北京

建都870周年考古成果展”让观众了解北京丰富的历史与文化。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院长黄可佳揭示了金中都考古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研究员康马泰阐述了中亚与

东亚文化交流的深厚历史，以及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

中的重要作用。北京京西学校创始人、外籍教育专家柯马凯以

其独特的视角，比较了金代中国与同期英国的异同。

研讨会的举办，加深了人们对金中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引

发国际社会对古都文明的思考，吸引世界各国人民对古都文化

的热爱，彰显中国古都文化魅力，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据了解，北京市现存有关金中都的多处

重要遗址遗迹位于丰台区，如金中都水关遗

址、金中都城墙遗址、莲花池等。目前，这些

遗址遗迹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利用。

近年来，丰台区积极与北京市文物局

沟通，研究确定了城墙遗址勘探和本体保护

工程、莲花池城市水系遗址公园改造提升、

城墙遗址公园立项建设三项重点工作，制

定工作计划及方案。金中都遗址保护相关工

作被纳入重大专项计划，连续三年被列入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市级重点任务。《北京

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

年-2035年）》提出要挖掘辽南京、金中都、

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重要文物遗存遗迹，展

现厚重历史，突出文化传承，传递古都韵味。

《北京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年-2035年）》提出，依托金中都水关、

城墙遗址、莲花池公园等资源，加强对金中都

历史文化研究和遗址保护展示，建设健康步

道，形成以展现北京古都风貌文化为主题的

“莲花池-金中都古都文化组团（丰台区）”。

金中都的价值和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彰显，其

保护工作又迈上新的台阶。

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要展现文物价

值内涵，将文物展示、文化传承和现代生活

深度融合，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

群众。

为了让全民共享历史文物保护成果，今

年以来，丰台区以弘扬古都文化为核心，营造

沉浸式体验氛围，开展多元化主题活动。

金中都城墙现在地表仅存三处遗迹，分

别位于丰台区太平桥街道的凤凰嘴村、万泉

寺村、高楼村，在丽泽金融商务区范围内。如

何在丽泽金融商务区的规划建设中保护和利

用好金中都遗址，丰台区政府早有谋划。

2016年，按照文物保护规划先行的思路，

丰台区完成《金中都城遗迹保护规划》编制，

提出将金中都城墙遗迹本体保护纳入丽泽金

融商务区规划建设，结合城墙遗址“L”形走势

位置，设置带状绿化建设金中都城遗址公园，

形成与未来发展有机结合的保护利用规划建

议，并纳入《丽泽金融商务区绿地总体规划》

和《丽泽金融商务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

作为坐落于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公园，金

中都城遗址公园以“千年对话、古今交融”为

设计理念，定位为“记录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

伟大复兴的文化公园”“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前

花园与会客厅”，强调历史文化与新时代国际

金融商务区的紧密联系，该公园将成为丽泽

金融商务区的文化助推器。

据了解，金中都城遗址公园将带状场地

分为遗址保护带、商务休闲带和自然绿化带

3部分，分别采取折线、留白和曲线3种形式，

对应城市、历史和自然3个主题。通过园林景

观、建筑小品、空间设计等现代景观语言对金

代历史文化进行再现和阐释，构建出历史、文

化、生态多元一体的“北京建都之始的全景

博物馆”。

国内外近百位专家与会研讨  金中都城遗址公园对外开放2.6公顷

“北京建都8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区举办
（上接01版）

马上就访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
研究基地主任 张宝秀

如今仍然可见、可触、可感的金中都水

关遗址、城墙遗迹、莲花池、卢沟桥等重要

历史文化遗产都在丰台区，丰台区的金中都

文化遗产有历史地位，更有当代价值。丰台

区应把金中都遗址整体看作一个地域文化

综合体，树立文化自信，发挥龙头作用，联动

西城区等，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金中都文

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可以牵头搭建大

平台，深入挖掘金中都的历史文化，例如，成

立金中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联盟，持续举

办金中都文化论坛，邀请专家开展金中都文

化讲座，组织区内外学者深入开展研究，碰

撞出更多学术成果，出版《金中都研究》集

刊，开展走读北京追踪金中都文化活动，推

动文旅融合，研发文创产品，打造金中都文

化品牌，以文化赋能丰台区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丁利娜

对于金中都的发掘来说，丰台区的考

古空间是非常大的。近十多年来，金中都共

发掘9万余平方米，其中从丰台区发掘的有

5.5万余平方米。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

基础上扩建的，丰台区正好位于金中都新

扩建部分，因此在丰台挖掘出的金中都遗迹

是金代原汁原味的建筑，这对于研究金代

街巷、里坊的布局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丰

台区也是找到金中都城门可能性最大的区

域。配合丰台区正在做的棚改、产业用地以

及住房等项目进行发掘，未来还会有更多的

金中都考古挖掘工作在丰台落地。

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科院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文涛

丰台区要加强区域历史文化宣传。丰
台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内涵，应深入挖掘并将不同的文化类
型进行整合，探索新型式宣传和展示的手
段。例如金中都城墙的展示可以结合现代
科技手段去呈现，让人们身临其境感受城
墙的位置和规模。同时，围绕金中都皇城的
保护和利用还可与西城区共商共计。不仅仅
是金中都，丰台还有卢沟桥-宛平城-长辛店
文化片区、南中轴-南苑文化片区等，丰台区
要结合区域文化特色发展，让历史文化名
城这张“金名片”更加闪亮。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 杨志国

一个区域的发展，不能全靠经济。丰台
可以利用现有遗址，以文化发展促进经济
发展。比如说金中都水关遗址这一块，可以
与“点靓凉水河”行动相结合。因为凉水河
就是相当于金中都时期的城墙的护城河，
再加上边上有我们的金中都水关遗址，就

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元素。丰台的文化底蕴
丰厚，遗址方面除了金中都外还有大葆台西
汉墓遗址，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些资源，将文
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融合，促进咱们丰台
区高质量发展。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福强

丰台区将继续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文化
思想，在金中都的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
夫。充分挖掘金中都历史文化内涵，打造金
中都莲花池古都文化组团，进一步突出金
中都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建
设好金中都城遗址公园，建立彰显金中都
历史、融入自然的户外展示空间。不断推动
区域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丰富多彩
的形式走进群众生活，让经典文化“热起
来”，让历史遗产“活起来”，助力北京高质

量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遗迹 古老文明智慧照鉴未来

保护 加大力度惠及更多群众
开园 

公园对外开放２．６公顷

据悉，金中都城遗址公园已于今年7月

完成前期有关手续并进场施工。按照“成熟

一块，实施一块”的原则，目前金中都城遗

址公园15.02公顷建设面积已主体完工5.6公

顷，对外开放2.6公顷。

作为丰台“两区”建设的主阵地，丽泽

金融商务区正在成为高质量企业栖息和发

展的沃土。目前，丽泽入驻企业共计1091家，

其中金融企业477家，国家数字金融检测中

心、银河证券、长城资产、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等一批重点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纷纷入

驻。尤其是2023年，在丰台区倍增计划、伙

伴计划的支持下，丽泽金融商务区企业发

展态势强劲，全国注册资本最大的保险公

司瑞众人寿、证券行业管理规模最大的资

产管理公司中信证券资管相继落户丽泽，为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预计

到2024年，丽泽企业总数有望超过1200家，

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产业链的深度融

合和生态建设。作为国内首个“园林式金融

商务区”，丽泽金融商务区规划绿地面积约

2800亩，区域内生态慢行步道长达34公里，

金中都文化挖掘与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的

深度融合，无疑为该区域宜居宜业的生态注

入了更多信心。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丰台

区将继续深度挖掘金中都文化，用现代语言

翻译，做好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

加丰富多彩的形式走进现代生活，让那些积

淀着历史烟云、凝结着先贤智慧的经典文化

“热”起来，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金中都出土的铜辟邪金中都出土的铜辟邪金中都水关遗址金中都水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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