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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有佳人，绝世而

独立。”因缘际会于北京冬

奥会，被冰雪覆盖了八百

多年的太子城遗址，于数

年前刺破冰封雪冻，成为

世界瞩目的焦点。

金戈铁马，谁在诉说

昔日烽火？残垣断壁，谁

在见证流星般的皇室繁

华？作为我国第一座考古

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学

术价值不言而喻，而更激

动人心的，当属那份可触

摸接续的“旷世奇缘”——

神秘轴线，指向何处？前

朝后寝，昭示什么？双重

城垣选址，体现哪种营造

理念？塞外失落之城，为

何与北京渊源非凡？草原

民族的一座行宫，何以印

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进程？

皑皑白雪，盈盈红

颜。如今，伴着逐渐成型

的冬奥村和冰雪小镇，这

座金代行宫被装点上“中

国红”，与纯洁冰雪交相辉

映，在中华民族与世界的

对话中，静候圣火点燃，见

证盛世之约，谱写中华文

明开放包容的璀璨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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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过后，雪依旧未曾消融。太
子城遗址，峭立于最后的静谧中。

“Beijing”——2015 年 7 月 31
日，伴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
激动人心的一声，北京携手张家口
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中国再
次迎来奥运圣火。

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冰雪
资源，塞北小城崇礼闯入世人视野，
承担冬奥会诸多赛事。而位于崇礼
四台嘴乡的太子城村，恰好就位于
张家口冬奥村项目占地范围内。那
一刻，这个荒凉的小村子未曾想到，
将开启穿越八百载之邂逅。

村南有遗址，并非秘闻。“1978
年首次文物调查中，采集到铁蒺藜和
白釉、黑釉瓷碗瓷瓶残片，但遗址性
质并不清楚。”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张文瑞说，当时只能推测约为
辽金时期，但很难区别辽还是金。

2017 年 5 月 28 日，根据考古先
行原则，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
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张家口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时为崇礼区文广新局）等
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进入太子
城遗址，依惯例开启勘察，竟由此揭
开浩瀚历史失落的一页——

瓦当、滴水、筒板瓦、凤鸟、龙
首脊饰、门钉、铁钉、铁蒺藜、瓷器
残片……大量的长条素面砖和沟
纹方砖上戳印有“内”字，有的灰砖
还有“官”“宫”字样，钻探中还发现
一铜鎏金小龙头饰件，瓷器以白釉

印花瓷器为主，有一类内底印摩羯、
内腹印花卉、外底刻“尚食局”款的
瓷片……

“尚食局”，是北朝以来多数王
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馐品尝之事”
的机构。此前，“尚食局”款瓷器基本
出土于曲阳定窑窑址内，此外在属
于金代速频路的现俄罗斯阿纳耶夫
斯克耶古城发现1件，在金中都（今
北京）有部分采集品。“太子城遗址
共出土22件‘尚食局’款瓷器，与曲
阳定窑窑址金中后期出土器物完全
相同。”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项目负
责人黄信说，这个深埋雪谷的遗址，
极可能与金后期宫廷有关。

猜想被一步步证实。遗址出土
垂（戗）脊兽与北京金陵 M9（推测
为金世宗陵）出土同类器形制相同，
嫔伽、兽面纹瓦当、连弧纹滴水与黑
龙江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吉林
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出土器物

基本相同……由此，初步确定太子
城遗址年代为金中后期，即公元
1161年至1234年间。

之后，随着排水沟、城墙、护城
河、瓮城、建筑基址等被逐一发掘，
以及对城址地理区位、城内结构、营
造技术等认真分析研究，并结合出
土戳印、刻字建筑构件上留存的信
息，再通过全面检索历史文献，最终
做出判断——

太子城遗址，是金代龙门县唯
一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推断其为
金章宗完颜璟夏捺钵之“泰和宫”。

捺钵，即行营。草原民族入主中
原，或是游牧习俗难改，或是中原气
候不适，或是为了威慑四方，他们开
辟了这种特有制度。尽管有都城，皇
帝却四处转徙，居住无常，名曰从事
与游牧射猎有关的活动。这一制度
辽代最为完备，又称四时捺钵，即

“春水秋山，冬夏捺钵”。这一制度被

金元沿袭。
夏捺钵钟情之地，是泉流萦纡

的金莲川（今沽源境内）。草原之南、
农耕之北，环境优美，也是章宗出生
地。太子城，恰位于金中都与金莲川
之间的驿道附近。《金史》载，泰和二
年（1202年）与泰和五年，章宗曾驻
夏于宣德州龙门县（县治位于今太
子城东南18公里）的“泰和宫”。

2018 年 12 月 8 日，太子城遗址
年度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专家咨询
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吉
林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及辽金史学专
家们，一致认同对太子城遗址年代
和性质做出的考古结论。

自此，太子城遗址这位“北方佳
人”，找寻到失落数百年的名分。先
后荣获“2018 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
现”与“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2019年10月，国务院核定公

布太子城遗址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有一种梦幻感觉。其实，山川
地貌隐藏了很多信息，早就在暗示
太子城遗址和北京的渊源。”摊开一
幅高清地图，黄信给记者讲述其中
之奇妙——

高清地图上，太子城遗址，正坐
落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分界线
上。历史上，这是游牧和农耕最后的
交汇区域。不远处山峦间就是蜿蜒
的长城，那是传统意义上中原王朝
的最后屏障。以此为原点，辐射出
去，东南距金中都约140公里，西南
距金西京（今大同）约 190 公里，北
距金莲川约100公里。三地之冲要，
南拱京师，北控朔漠。一座行宫选址
于此，可谓用意非凡。

水源上，遗址畔的太子城河，由
东向西汇入崇礼清水河，至张家口
市为大清水河，与洋河、桑干河一起
汇入北京永定河，与都城共饮同一
水系……

山水相连，人文相牵，唇齿相
依，而今梦想同在、冰雪共约。

“八百多年后，又是来自北京
的缘分，让这位绝代佳人苏醒过
来，寻觅到前世今生。”张文瑞说，
这 是 仅 次 于 金 代 都 城 的 重 要 城
址，作为我国首次经考古发掘的
金代行宫，其规制、建筑布局等在
全国极为罕见，为历史补上了失
落的颜色，从冰雪之下接续上中
华文明不息的血脉。

“卢沟晓月”，北京绝美之景。永
定河上这景色，诞生于公元1192年。

那一年，是金章宗明昌三年。这
位出生于塞北金莲川的年轻皇帝，把
金中都这座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
的桥命名为“广利”。这座雄浑恢宏的
桥，后改名为“卢沟桥”，被马可·波
罗盛赞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

历史进程是如此神奇。这一年，
永定河上游的太子河畔，一座寄托
北狩之思的皇家行宫“泰和宫”，在
这位皇帝出生地不远处的雪坳间进
入最后的营建构想——若干年后，
这位皇帝甚至将年号改为“泰和”。

“明昌、承安、泰和——年号的
变化，透露着这位深受汉文化影响
的马背民族的皇帝细腻复杂的心思
和家国天下之志。”黄信说，北方游
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是一个世界性
课题。与历史上很多马背民族一样，
在与汉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武力
或能席卷一时，但汉文化的向心力
却最终会深深影响其文明进程。

这种影响至辽金元达到一个高
峰。历史上，尽管有的遽然没落，有的
黯然北归，有的爱恨纠缠，但无一例外
都以不同方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今之考古，其价值正在于沿着轴线，去
破译历史、探索未知、启迪今朝。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
语）作为古代都城，其营建更是智慧
技艺文化信仰的高度凝结。但都城
考古，困难重重。北宋之开封、金之
中都、南宋之临安、元之大都……均
被现代城市所叠压，在这种古今重
叠型城市中，皇家建筑早已消失在
历史烟云中，因此今人很难想象西
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魏洛阳城、隋唐
长安城大明宫究竟何等模样。

历史终究留下密钥。辽袭宋制，
金元亦然。北宋有四京，辽金有五
京。据《北辕录》等南宋文献记载，金
中都的修建，基本仿照北宋汴京城
官式作法。太子城遗址，作为金章宗
捺钵之行宫，是仅次于都城的重要
城址，吸收了同期宋代都城营造理
念、规制和技艺，对辽金元城址研究
意义非凡。

传统堪舆学讲究依山傍水，太子
城所在地负阴抱阳，北倚大马群山，
东接燕山山脉，西连清水河，南望金
中都，契合风水格局。“望山靠山连成
一线，正好和遗址中轴线相重合，其
南延线遥指金中都。”河北省文物局
项目管理处处长贾金标说。

中轴线，是指太子城遗址中最
重要的那条西北东南轴线。

正是根据这条 158 度轴线，考
古确认太子城遗址为一座长方形城

址。“南北 400 米、东西 350 米，东西
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墙外有
护城河，南门外有瓮城。城内确认建
筑基址 72 座，道路 22 条，排水沟 4
条……”黄信说，中轴线就好比城池
的脊梁，一切布局皆围绕这条轴线
展开。其中，最重要的 9 号建筑基
址，正位于这条中轴线上，正对南
门。经过分析，9号建筑基址为遗址
内单体面积最大、磉墩最大、台基最
高的建筑基址，推测应为遗址中规
格最高的建筑。

“整个太子城按照前朝后寝布局
建造。”黄信说，遗址规模不大，但遗
存等级很高。比如，在一件鸱吻背板
上，写有“七尺五地”。其中，“地”是位
置编号，“七尺五”指尺寸，这个尺寸
与《营造法式》记载的规范相吻合。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
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
代表我国古代建筑科学与艺术巅峰
状态的典籍。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大
量建筑构件，其样式规范基本与《营
造法式》相吻合，见证了金对汉文化
的吸收和创新。

那么，金章宗又是怎样一位皇
帝呢？

“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
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
无私。”这首名为《云龙川泰和殿五

月牡丹》的诗，曾被金代诗人元好问
录入《中州集》，作者就是金章宗。泰
和殿，即泰和宫内泰和殿。据考证，
这首诗作于他离开中都城，第一次
驻夏泰和宫时。

诗言志。这是典型的汉文化熏
陶下的帝王气度。历史上，章宗雅好
儒家文化。其词婉约；音乐方面，元
人将其与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
主、宋徽宗并称为“帝王知音律者五
人”；其字在诸多临摹宋徽宗“瘦金
体”中最为传神——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的李白《上阳台帖》之题
跋、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
图》之题跋，史学界一度认为是宋徽
宗所题，其实均为金章宗题……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作
为帝王，金章宗大力支持汉化改革。
倡导节俭、重视农桑、南北讲和、与民
休息，国力到达巅峰，选拔任用了一
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融合
壮大做出贡献，史称“明昌之治”。

然而，北疆始终令其心忧。章宗
朝军事强大，东制高丽，西服西夏，
可正北方日渐崛起的另一个马背民
族，令章宗深为不安。尽管不甘心，
这位帝王在执政后期已很少去更北
的捺钵之地金莲川了。即便这个位
于中都城和金莲川之间的泰和宫，
他也仅驻夏两次。据《宋会要辑稿》

载，数年后（约 1210 年），金莲川和
泰和宫均焚毁于“鞑靼侵扰”。“这一
记载，得到考古印证。”黄信说，遗迹
南边有火烧痕迹，与出土烧结铜铁
构件相符。

“承上启下，意义非凡。”国内考
古学者们指出，作为第一座考古发
掘的金行宫遗址，其发现意义深远，
既找到宋金的继承，也发现金代自
身特色。围绕该遗址，河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和团
队开展多学科研究，最大限度挖掘
文化内涵，取得诸多突破。

比如对“铜鎏金龙头饰件”的研
究，经检测，其含量为铜和锌合金，
也就是黄铜。而此前有关专家研究，
中国黄铜最早出现在明代早中期。

“把中国黄铜生产时间提到了金晚
期，差不多提前300年，改写了中国
的铜冶金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崔剑锋副院长说。

“太子城遗址考古，不仅寻觅到
古代都城营建及建制的‘活化石’，
弥补了历史空缺，为开拓新的研究
领域走出坚实一步，更进一步印证
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总
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体现了中
华文明的坚韧性、凝聚力和向心
力。”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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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
起。”

3 月 24 日，太子城高铁站客运
枢纽正式启用，其“凤舞九天”设计
理念与太子城高铁站“龙”的设计理
念相呼应，彰显着中华文脉。而一年
多前京张高铁崇礼铁路开通运营，
已使张家口飞速融入北京“1 小时
生活圈”，惠泽后世。

沧桑八百载，换了人间。毁于战
火，而兴于圣火。挣脱八百年冰雪积
压，这片雪谷依旧晶莹、剔透、静谧，
但那一份经由考古而从冰雪下召唤
回的遥远尊贵和神秘，令其有了再
度傲立于世的尊崇和自信。

遗址不会说话，世界却在倾听。
2022，北京冬奥会脚步渐近。

“让全世界听到中华文明的回
声。”河北省文物局原总工程师刘智
敏说，近年来，河北和全国文物考古
工作者聚焦塞北，“秉持科学、文明、
严谨、扎实的学风，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齐心协力，共襄盛举”。

时光回溯。当年初步推断太子
城遗址系金章宗行宫时，一个巨大
难题摆在考古人和河北省领导及北
京冬奥组委面前——

“难道奥运村要重新选址吗？”

重新选址绝非易事，要经过国
际奥委会审批。其时，太子城村正位
于张家口奥运村核心区，遗址范围
原规划为奥运村、太子城冰雪小镇
等奥运场馆。联合考古队迅速把考
古成果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同时也
汇报给河北省有关领导。很快，北京
冬奥组委听取了关于太子城遗址的
汇报，并组织 24 位文物、建筑等领
域专家进行论证，同时与河北省有
关部门协调，一致认定把文物保护
放在第一位。

最终，北京冬奥组委做出重大
决定——

“奥运村东移200米，完全把这
块遗址用地给腾出来，完整地保护
我们的金代遗址……”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规划
建设部高级工程师谢雪燕至今仍激
动不已，“在冬奥会场馆建设中，为
一座考古遗址‘让路’，这在冬奥会
历史上绝无仅有。”

八百多年后，太子城遗址与首
都北京，延续了行宫与都城的密切
联系。而顺着历史轴线远眺，张家口
自古就是中西、南北文化交流融汇
之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这一被
誉为“三岔口”的文明肇兴之地，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举足轻重，演变、冲
突和交融，在互相影响中迸射出多
元一体的火花，在奋进中演绎着东
方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包容
进取的优秀品质。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考古发掘
与展示保护，如车之两轮。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
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言犹在耳，其声嘹亮。

“张家口赛区考古和文物保护
工作意义重大。这几年，我们一直持
续全面推进太子城遗址保护展示工
程，以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向全世
界展示最新考古成果、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魅力。”张立方说。

第一原则是“整体保护”——真
实完整地保护太子城遗址不可移动
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保护遗址山水
环绕的整体格局，维护开阔的视野
和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将遗址本
体及周边相关历史环境充分展示出
来，完整揭示和传播遗址的历史、
艺术、科学等综合价值……

其中，遗存最丰富的西院落备
受瞩目。“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唯一的
室内展示，西院落保护设施内部将

展示双重城垣格局、出土的‘尚食
局’文物、太子城遗址考古论证过程
等，还可开展尚食礼仪体验等多种
非遗体验活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崔
光海说。

考古遗址中，发现红色墙皮。这
是地位尊崇的宫墙颜色。以此为灵
感，西院落保护设施外墙同样使用
红色，但不是古代的暗红，而是代表
当代的正红，即“中国红”。红墙上部
还设计了六边形图案，这是古代皇
宫窗格的样式，也是雪花造型，营造
出一种“雪落宫墙”的东方情韵。

“四时捺钵”与“冬奥泰和”，是
遗址公园设计语言突出的两大主
题。此外，还将利用多学科集成创新
技术，把现场发掘保护与博物馆高
科技虚拟展示结合起来，生动地告
诉世界，中华文脉是如何一步步传
下来的，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新鲜
素材。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我们
这种遗址文化、历史文化、奥运文化
相结合的理念，非常赞赏。”谢雪
燕说。

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的内

涵。崇礼，正从昔日贫困县发展为
“中国雪都”，放眼张家口区域，长
城、商堡、草原、万里茶道、古人类遗
存、红色文化等遗产亟待梳理整合。

历史的际会，文明的邀约。“太
子城遗址将成为冬奥期间的礼仪场
所，成为一个‘文化高地’。”张立方
说，将充分运用考古成果和历史研
究成果，把太子城遗址建设成为一
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有中国文
化底蕴的冬奥广场，让太子城考古
遗址公园成为奥运历史上场馆建设
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全球新典范，
向国际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冰雪有约，人间有情。崇礼太子
城，正解开八百年历史的雪落冰封，
迎着盛世之约款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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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先进性，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周口店、

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百年来，考古人筚路蓝缕，取得诸多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冀，希望之意。河北，自古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河北考古科研成果丰硕，标注出辉煌灿烂的燕赵文化。泥河湾于家沟遗址、崇礼太子城遗

址等10项考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燕下都遗址等5项考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
当下，燕赵大地的历史跫音不断回响，凝聚起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磅礴力量，也成为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环。雄安新区考古持续推进，长城、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深入，泥河湾探源东方人类起源工程走向世界……不断延伸着中国历史的轴线，增强着历史信度和文化内涵，为寻觅、破译和阐释中华文
明之源，为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作出独特贡献。

即日起，本报联合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本报记者和省内外专家学者，
将与读者一起踏上燕赵大地的寻根之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考古中国”中弘扬燕赵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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