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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周边游、本地游兴起，“城市考古”游也逐渐火了起来。而
“马蜂窝”、“携程”等平台也推出不少与“城市考古”游类似的项目。看惯了名山大
川，人们更愿意寻求新的旅游方式。“城市考古”游不是专业考古，而是一种别开生面
的旅游方式，是以考古的精神，透过表面景观，探寻城市背后的发展变迁。 它可以
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游客与考古专家一起体验考古奥秘，感受
另类旅游乐趣。

目前来看，“考古游”已经成功迈出了营销推广的第一步，吸引到了足够多的关
注度。对于新鲜的事物，消费者难免会保有尝鲜的心态，但是否能够满足游客预期
才是接下来真正的考验。面对大众对文博类旅游的需求日益多样且细分化的发展
态势，也对“考古游”在运营和管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研究水平、导游系统、
以及安全保护等方面。

考古旅游机制构建的原则应是以保护资源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了解不同层次旅
游者的现实需要，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保证经营开发的文化性、层次性和阶段性，
才能实现考古资源的社会教育最大化，并且以合理的经济收益反哺考古发掘，从而
实现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双赢。

考古旅游的参与者必须认识到，自己不仅是资源的利用者，而且是资源保护的
直接承担者。一方面，考古旅游在对资源的开发、游览、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使用
中，要严格按照景区功能进行分级制，在不同分区采取不同的开放和行为方式，以确
保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益诉求的协同实现；
另一方面，考古旅游需要加强产品设计，
不能仅仅局限在考古资源的展示层面。
比如，模拟考古，让游客置身考古现场，甚
至参与模拟考古活动，考古旅游才有可能
吸引更多的游客。 学安

一部尘封的史书，一幅梦幻的拼图，为
我们再现了这座湮没的古城。在前后6多
年的规划建设过程中，考古专家和参建各
单位克服诸多困难，圆满完成了城下城遗
址博物馆的设计、施工、考古发掘、保护与
陈展、验收等各项任务。

与其他博物馆不同，徐州城下城遗址博
物馆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件展品。历经风雨
沧桑的城下之城，是城市的文明印记，见证
着时代的变迁，刻画出古城最生动的年轮。

博物馆开馆首日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参观。市民王女士说：“从小就听说徐州有
城下城，今天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些历史遗
存，感到非常震撼，同时也感到作为一名徐
州人的自豪。我会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告诉
亲戚朋友，让他们都来这里看一看，更深入
地了解徐州历史。”

“徐州不愧是华夏九州之一，历史底蕴
深厚，古迹遗存众多。”游客齐先生在彭城
广场换乘地铁时获悉博物馆开馆，特地抽
空前来参观，“这个博物馆是展示徐州历史
的一个重要窗口，希望徐州宣传好、利用好
这个博物馆，让更多的游客通过这里了解
徐州、热爱徐州。”

在博物馆最上层的遗址大厅，一群考
古工作者正忙碌着，只见他们或用工具整
理夯土层，或用刷子轻轻拂去古迹上的浮
土，或拿起相机依次为各类遗存拍照。

未来，博物馆将秉持“边开放、边发掘”
的公众考古理念。“我们将继续对馆内的部
分区域进行深入考古，打造沉浸式考古场
景，让考古工作可观可感。”市文广旅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开馆后将进一步充实馆藏
文物，积极做好文物保护修复、遗址研究、
研学旅游等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在讲述
地域文明、传承历史文脉、涵养城市品格的
重要功能，真正把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
打造成徐州中心商圈的文化地标、城市历
史的文化会客厅、市民群众和外地游客的

“网红打卡地”。
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对于保

护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促进
文旅深度融合、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具有重要
意义，必将成为城市文脉最生动最醒目的标
识，充分彰显徐州“看得见历史、读得出文
化”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遗址博物馆将充
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注重数字赋能，促
进文物保护和服务升级，让博物馆“活起来、
潮起来”，为广大群众和游客提供“古今交
融、穿越时空”的体验，讲述好徐州“城市故
事”，展示好徐州文化形象，真正让每一个徐
州人、每一个参观者都能拥有历史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心，都能真切感受到徐州这座现代
中心城市的历史文化魅力。

一馆览万象一馆览万象 一眼望千年一眼望千年

□ 记者 胥明虎 通讯员 于菁

一城青山半城湖，九朝帝王徐州籍。超过6000年文明史，2600年建城史……造就了华夏九州之一徐州
璀璨的历史文化。7月15日，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城市之心，全城瞩目。这座位于徐州历
史文化轴上的遗址博物馆, 打开红色大门，揭开神秘面纱，张开怀抱迎接市民参观。一副令人震撼的叠城奇
观，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一馆览万象 一眼望千年！

徐州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有着
2600年的建城史。徐州地处黄泛区，自古以
来水患严重。自秦汉至明清，徐州发生洪涝
灾害400多次，特别是明代天启四年 (1624)
黄河在奎山堤决口，给徐州城带来灭顶之灾，
城中水深4米多，大水三年方退，全城尽被泥
沙掩没，最深处泥沙堆积10米以上。崇祯元
年(1628）城中淤沙渐平，才开始在原址按旧制
重建新城。历史上徐州古城自建城以来屡淹
屡建，几乎未易其地，呈现出“城下城、街下
街、井下井”的叠城奇观，彰显了徐州先民“坚
守根脉、安土重迁、不屈不挠”的精神。

自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
之后的城市建设中、围绕徐州中心商圈的建
设中，集中发现了大规模的城下城遗址。一
层层泥土揭去，一段段历史醒来。根据已有
的遗址发掘情况，可以推断出彭城广场地下

遗址文化层丰富，由上到下依次为表土层，黄
淤泥层，明晚期，唐宋，汉代。近代、清、明、宋
元、唐、南北朝、两汉、商周………深壑高墙、
残垣断壁不断还原着徐州城的历史脉络，一
部尘封的史书一幅梦幻的拼图，再现了这座
湮没的古城。

撰写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布展大纲的
陈浩告诉记者，从1930年到2020年的90年
间，徐州有关城下城的重要发现达30次，特别
是近年来在市中心商圈高层楼宇的地基建设
中，城下城遗址频频现身——

2000年，在金鹰商厦工地考古中，发现大
面积明代建筑遗存；

2004年，在皇城大厦工地考古中，发现明
代徐州卫遗址；

2005年，在金地商都二期工地考古中，发
现汉代夯土台基；

2008年，在彭城壹号工地考古中，发现明
代州署遗址；

2012年，在苏宁广场工地考古中，发现明
代文庙石碑；

2020年，在彭城广场工地考古中，发现汉
代至明代文物遗存……

为保护老城根脉，2021年，徐州市政府规
划在彭城广场地下城原址建设徐州城下城遗
址博物馆，打造“一眼望千年”的人文景观。
从2016年9月开展文物初勘起，经过彭城广
场地上地下空间的复合规划设计、地下考古
发掘、博物馆专项规划设计和施工等过程，至
今历时近 6 年，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开放。博物馆将徐州的

“古”与“今”有机融合，真实展示出徐州数千
年城市建设演进历程，充分体现了一眼望千
年、一馆览万象的独特文化内涵。

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位于徐州古城历
史文脉南北中轴线与主城区坐标原点——彭
城广场的交会处，是徐州“十四五”文旅发展
规划重点建设的文旅项目。遗址博物馆总建
筑面积约3700平方米，采用国内首例37米大
跨度无柱式空间设计和清水混凝土施工工
艺。博物馆在原考古现场的基础上，以“原址
原真”的方式，集中展示了汉代、明代百姓的
生活遗迹，包括院落4座、房基14间、路面遗
存2处、水井1处、灶台遗存1处等，打造了“置
身历史，穿越古今”的厚重场景，是当代人了
解徐州历史一个新的重要窗口。在遗址区东
部还展示了近千平方米已探明的未考古区
域，有待日后边展陈边开发。博物馆通过城
下城古城遗址原址原状地发掘与保护，真实
再现徐州沧桑建城轨迹。

遗址博物馆建筑采用壳体大跨度无柱设
计，壳体缓坡屋面与彭城广场的标高顺接，形
成博物馆北端顶部微微翘起的建筑景观，完
美表达了将千年古城从广场地面掀起盖头向
后人展示的创意。博物馆由门厅、序厅、遗址
大厅、考古大厅与下沉广场、水院、草坡半开
放空间等功能分区构成，实现步移景异、一眼
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相融景象。

由彭城广场进入城下城遗址博物馆，迎
门的序厅正中，“彭城”红底白字的篆刻印章
映入眼帘。这两个字来自2021年从文庙街区
地下城遗址考古中，在战国至西汉灰坑中发

现的陶钵上面刻着的“彭城”二字。穿过序
厅，进入馆内，只见一层层泥土揭去，一段段
历史醒来：近代、清、明、宋元、唐、南北朝、两
汉、西周……深壑高墙、残垣断壁，不断还原
着徐州城的历史脉络。

遗址大厅，展示着千余平方米的明代街
道、磨台、房基、铁匠铺、豆腐坊，还有砖砌的
灶台、汉代的排水渠……石板路北门大街两
侧各有一排藤筐构成防水堤坝，为徐州历年
地下发掘的首次发现，完整展现了明代平民
区的洪水防御工事设施的做法。依据各个时
期的徐州城府地图，结合徐州城市地下遗址

发掘情况，可以判断出彭城广场一直位于城
市中心位置,市井的烟火气千年不变。

在地下12米发掘出保存完好的陶制内壁
的汉代古井，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井口
直径1米，井壁光滑细腻，以数节高约30cm
的预制陶质井圈套砌而成。完整的汉代水井
在徐州地区考古中极为罕见，具有重要的考
古价值。

行走在遗址大厅，这里的一砖一瓦，仿佛
是穿越千年的接触。这里历史变得有视觉、
有触觉，告诉我们几千年的徐州不仅仅是史
书上几句话语，而是正在眼前，触手可及。当
你站在某个院落的门前，想象自己正透过门
缝看进去，就如千百年前，某个被关了禁闭的
小公子，在透过这个门缝好奇的看着门外的
世界；站在北门大街旁，看着这条狭长的小
路，数百年前菜市场的喧闹和早餐铺的香气
仿佛正向你扑面而来……

这座全国首座以“城下城”命名的城市遗
址博物馆，展示了我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罕
见的叠城奇观，也彰显了徐州建设淮海经济
区中心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底气。博物馆
将徐州的“古”与“今”有机融合，真实展示出
徐州数千年城市建设演进历程，通过历史遗
存与现代城市风貌的碰撞融合，进一步彰显
徐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见证历史 穿越古今

边开放边发掘 打造沉浸式考古场景

原址原真 再现徐州建城轨迹

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藏着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藏着26002600年的旧时光年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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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排水设施

博物馆地面俯瞰图

保存完好的陶制内壁的汉代古井

藤筐构成防水堤坝，完整展现明
代平民区的洪水防御工事设施

博物馆内的遗址考古大厅

展厅设计颇具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