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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城址及周边遗迹面积较大，故本文于城址中心处取得此数据，作为遗址的地理坐标。

内蒙古额济纳旗唐代大同城遗址保护展示探讨

———居延遗址群保护利用研究之四

翟　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摘要：居延大同城遗址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其城址格局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富，曾为唐代

安北都护府所在地。大同城由“回”字形城址与城外水渠、墓葬、窑址等遗存构成。对遗址的保护既不能简

单强调其历史文化价值而放弃对经济效益的合理利用，也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进行不合理的开发。科

学、合理的保护与展示不仅能极大增进遗产活力，而且还是实现永续利用的良性循环渠道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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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城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
南戈壁滩上，属于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存遗址主体为唐朝在此地设置的安北都护府驻

地，是农牧文化交融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其文化遗

产内涵构成复杂丰富，遗址总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

具有重要的保护与利用价值。

一、大同城沿革概述及遗址现状

（一）沿革概述

大同城，俗称马圈城，蒙古语称之为呼钦浩特

（ＱａγｕｃｉｎＱｏｔ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２０ｋｍ处的荒漠地带，地理坐

标为北纬 ４１°４７′２５８″，东经 １０１°０６′１０７″，海拔

９４４ｍ。①根据早期内蒙古文物工作者的调查，目前

大体认为大同城址始建于汉代，北朝、隋唐至西夏、



元均沿用，其中尤以隋唐时期发挥的作用巨大。［１］①

北周保定元年（５６１年），周武帝宇文邕在居延地区
设置大同城。隋开皇三年（５８３年），隋文帝下令废
郡，以州统县，由西凉州管辖同城镇即大同城，后于

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又改州为郡，置张掖郡，治所在今
甘肃张掖市，辖境包括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和巴

丹吉林沙漠西段，大同城一带隶属于张掖郡管

辖。［２］②当时突厥汗国已经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居延地区的北边与东突厥势力接壤，因此当时的大

同城地处突厥与隋交界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武则天垂拱四年（６８８年），安北都护府自漠北
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即大同城遗址，安北都护府

主要管理南迁的铁勒诸部。垂拱元年（６８５年）以
后，突厥占领漠北。垂拱四年（６８８年），安北都护府
自漠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即大同城。当时，迁

治在大同城（时称同城镇）的安北都护府主要管理

迁入河西甘、凉二州一带的铁勒诸部诸羁糜府州，同

时安北都护府还与留在漠北的诸部保持联系。安北

都护府治于同城镇约有五六年。大约在武则天长寿

二年（６９３年），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再度向南迁
治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的西安城（今山丹县西

南）。

１０３８年，党项人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居延地区
成为西夏统辖之地，大同城地区为其管辖区域。

１２２６年，居延地区归附大蒙古国，大同城地区一并
归属大蒙古国。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元朝在居
延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属甘肃行中书省所辖，大同

城及周边地区归属于亦集乃路管辖。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征西将军冯胜攻克亦集乃路，元军守将
卜颜帖木儿投降，不久，明王朝放弃了亦集乃地区，

大同城一带逐渐荒废。

（二）遗址构成及现状

大同城遗址主要由城址本体、城外遗迹遗存两

部分构成，大同城遗址构成见下表１。

表１　大同城遗址构成

构成部分 名　称

城址本体
“回”字形城址，含四面墙体、角楼、城内建筑基

址、护城河

城外遗迹遗存
大片耕地遗迹、多条水渠遗址、墓葬遗址、窑址及

散落陶瓷片、建筑构件等

１城址
大同城座落在干涸河床南岸的砾石平滩上，城

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平面呈“回”字形，墙体夯筑。

外城东西长２２３ｍ，南北宽１８４ｍ，顶宽１～２ｍ，基

宽４～６ｍ，残高平均４ｍ，东、西墙开设城门，均筑有

瓮城，四面墙体均已倾圮坍塌成土垄状。［１］③内城基

本呈正方形，现存墙体东西长８７ｍ，南北长９２ｍ，顶

宽１～２ｍ，基宽３～５ｍ，残高５～７ｍ，墙体上下有

成排的洞孔，城门设在南墙中部。

２城外遗迹遗存
在大同城的周边有面积广大的垦殖耕地痕迹，

尤其是北面和南面耕地遗迹非常明显，留存有多条

水渠遗址。水渠遗址呈东北 －西南走向，现存长约

７００ｍ。水渠内部宽５ｍ，堤坝现高１５～２ｍ，基宽

６～７ｍ，顶宽１～２ｍ。水渠遗址多处地段被来往的

车辆碾压，有较多车辙痕迹，其中有几段现已消失。

北段有防护围栏穿过水渠遗址。此外，在大同城东

南２００ｍ处有一处窑址，其地表覆盖大量的灰陶片、

青砖块以及少量瓷片，还有散落的黑色炼渣块。窑

址分布范围东西 １５０ｍ，南北 １００ｍ。大同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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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圈城址（Ｋ７８９）：“内城为汉代居延都尉所属障址……障内有房基址……外城为唐、西夏、元代加筑和沿用……”
关于大同城最早始建于何时，截至目前尚未查找到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初步推断大同城内城建于汉代，可能为一处

障址，后世将其扩建、增筑成为一处大型城址。暂存此说，待日后进一步讨论。另，笔者的有关论述也参考了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居延遗址“四有”档案》中的内容，因为“四有”档案的编制是基于详细调查研究之上的，因此是目前相对比

较可信的结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第３－４页“隋时期全图”（大业八年，６１２年），标识居延地区归属
张掖郡管辖，大同城自然在其内。第９－１０页“河西诸郡”（大业八年，６１２年）图中，标有“大同城镇”。

“马圈城址（Ｋ７８９）”条描述大同城：“东、西墙各开１门，东门宽４米，外加筑瓮城，西门宽６米，未加筑瓮城”。其
中，“未加筑瓮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近些年曾多次对大同城进行仔细调查，对西城门瓮城问题有了

重新认识，如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张文平研究员等多位学者均认为西城门处存在瓮城。笔者也曾跟从额济纳旗文物局

傅兴业局长多次调查，初步确定西门处现残留的一处较高的城墙遗址应是瓮城的一部分。



９００ｍ处还有一处墓葬遗址，呈长方形，东北 －西南
走向，长３６ｍ，宽１０ｍ。南半部分为一个圆形土堆，
直径１０ｍ，高３ｍ，因尚未发掘，具体情况不详。
３考古调查和研究现状
１９３０年，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次调查

并发现了这座城址，并对城址进行了记录和测绘，编

号为Ｋ７８９城址［３］①。其调查内容收录在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编著，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居延汉简
甲乙编》中。１９７２年秋，甘肃省文化局、酒泉地区文
教局组织居延调查组对大同城遗址进行了调查。

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６年，额济纳旗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
对大同城遗址进行了普查，收录于国家文物局《中

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１］②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
日，大同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为居延遗址群的组成部分（公布编号

２０９，公布分类号２９，代码Ⅲ）。２００６年，在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工作中，额济纳旗文管所对大同城遗址

进行了调查，并将数据录入到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

库中。在２００７年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额济纳
旗文管所再次调查了大同城遗址，并将有关数据和

资料录入到长城资源调查数据库中。所有遗址点除

开展过地表调查外，均尚未进行任何发掘工作。

４大同城自然和人为破坏状况
大同城遗址总体格局尚存，从现存地表遗迹来

看，多数遗存能够分辨其基本形制、规模以及建造工

艺和布局。遗产区地表遍布陶片、砖石、夯土块等建

筑遗迹。遗址面临的危害主要是自然危害和人为危

害：自然危害方面，由于地球气候规律性变迁造成自

然风沙，使其侵蚀遗址，风沙流动还造成地表水土流

失，形成沙丘戈壁地貌，戈壁气候干旱严重并导致植

被减少。同时，大同城遗址地处戈壁地带，地势较为

平坦，地形单一，地面起伏变化极微，地表遗迹基本

上分布在同一水平面上，加之此处风沙较大，风沙侵

蚀和流水冲刷加速破坏了遗址。人为危害方面，主

要是当地社会为发展经济而进行建设扩张、道路穿

行、取土破坏、污染破坏、生态和工业设施影响等。

遗址面临的危害中，风沙侵蚀、设施破坏、道路穿行、

游客人为踩踏最为严重。

遗址所在地行政区划上为额济纳旗境内。额济

纳旗政府位于达来呼布镇，大同城遗址位于达来呼

布镇东南方约１８ｋｍ，城镇建设对城址的影响尚不

明显。大同城遗址虽然远离城镇，但由于距离黑城

遗址仅４ｋｍ，因此近些年被划入黑城遗址旅游景

区，人类活动逐渐频繁。经过大同城遗址的交通线

路主要是自达来呼布镇出发沿３１５省道赴黑城的旅

游专线柏油路，公路在大同城遗址西侧，呈南－北走

向通行，最近处距离城墙仅２４０ｍ，已属大同城保护

范围，并破坏了部分遗存。

５大同城遗产价值
大同城地处中国北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

合带。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见证了几千年来中

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的历史。

大同城作为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具有考古学和历

史学价值，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中原王

朝，尤其是隋唐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

文化关系等方面问题。大同城遗址修建在额济纳河

流域的戈壁滩上，城址本体、周边遗迹遗存和自然环

境以点带线、以线成面。从微观上看，单独的遗址具

有细部结构上的观感；从宏观上看，整体遗址群具有

宏大的文化景观和历史氛围。

大同城的选址、营造风格具有浓郁的时代和地

域特征，既有隋唐时期的古典风格，又有因地制宜的

建筑特征，显示出独特的边塞城镇格局及农牧文化

景观交错带的特色，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称“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大漠文化景观正好相符。

遗址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相互映衬，体现出北部

边疆荒漠地带的独特文化景观，是一种独特的风景

美。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与展示。

二、大同城遗址的保护措施

对于大同城遗址的保护和展示策略，应当遵循

三个原则：首先，保存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环境的

原真性、完整性、延续性；其次，确保文化遗产本体及

其相关历史环境所依赖环境载体的生态安全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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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居延遗址群中各处遗址的编号均为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斯文·赫定（ＳｖｅｎＨｅｄｉｎ）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
团考查时所作，其中大部分为当时考查团成员之一弗克·贝格曼（ＦｏｌｋｅＢｅｒｇｍａｎ）所作。

该书有关于大同城的描述：“马圈城址（Ｋ７８９）［达来呼布镇东南２１公里·汉、唐、西夏、元］”。



持续性；第三，确保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当地社会、

经济、文化等建设方面的和谐性。

对于大同城遗址实施保护与展示的最终目标是：

一是真实、全面、完整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文化信息

及承载的全部价值，成为研究我国农牧文化交融发展

史、中古时期（北朝隋唐）民族关系史和边疆考古的

重要文化遗产，将大同城遗址建成我国北疆地区重要

的文化遗产展示区。二是将大同城遗址建成为额济

纳旗居延大遗址群中的一处重要典型遗址点，促进额

济纳旗居延旅游文化生态区向着生态良好型、环境友

好型以及社会和谐型发展，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

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一）划定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

划定保护区，是大同城实施保护的首要前提和

基本举措，而其依据是根据遗存已知的现存状况和

可能分布情况以及遗址所在地城乡建设发展现状与

趋势等原则划分。因此，建议将大同城遗址保护区

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外围为建设控制

地带。①

重点保护区以大同城本体为核心，包含内、外城

四面城墙，外城西、南墙外侧的护城河，以及城内文化

堆积层，基本原则是以外城城墙为基准向外扩展３０ｍ
的范围为重点保护区。但由于西城墙和南城墙外均

留有护城河遗迹，因此西、南两面应以护城河西岸为

基准向外扩展。一般保护区基本原则是在重点保护

区基础上，在四面城墙３０ｍ处分别向外扩展５００ｍ。
需特别说明：一是西城墙外侧的重点保护区已将西侧

的公路囊括进去，关于对公路的处理意见详见后文；

二是大同城南因遗迹较多，不应局限于５００ｍ以内，
而是向南延伸１ｋｍ，将墓葬遗址囊括进去。至于建
设控制地带，建议应以控制遗址周边的建设工程和生

态环境为主导思想，建设控制地带以一般保护区范围

的四至边界为基准，均向外扩展２００ｍ。
要对保护区制定相关管理规定措施。首先是重

点保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十七条和十九条要求，大同城遗址重点保护区，即以

大同城四面外城城墙（西墙和南墙外侧以护城河外

侧边界为外扩起点）外扩３０ｍ范围内的区域用地性
质应调整为文物古迹用地，以利于保护展示工作的

进行。同时，建议在重点保护区边界设立相应的防

护设施。重点保护区内不应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大同

城遗址及其环境安全性、完整性的活动，对遗址本

体、地下文化堆积层以及环境造成危害的建筑物、构

筑物应予以整治和拆除。重点保护区内现有的铁丝

防护围栏如不符合规定，应按照新划定的保护范围

予以改造。② 重点保护区内的任何活动均应满足文

物保护要求。土层扰动深度不得超过考古部门通过

勘探、发掘确定的文化层深度，以及保护区内现存的

城墙、建筑基址等一切遗存，禁止扰动土层。

其次是一般保护区的管理规定。保护区内不应

进行与大同城遗址保护和展示等无关或可能影响大

同城遗址及其环境安全性、完整性的活动。在尊重

和保持一般保护区内自然景观固有特色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适当的保护设施工程和自然生态景观工

程，以提升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协调程度。一般保护

区内可以建设必要的保护、管理、展示、服务等方面

的设施，包括标识牌、管理用房、陈列馆、栈道等。管

理用房的高度和规模应有与城址保护工程相应的限

制，一切建筑设施的建筑形式应与遗址及周边环境

相协调，不协调的建筑应逐步拆除。

最后是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规定。基于大同城

遗址的分布特征，建设控制地带皆为“遗存可能分

布区”。如果要在建设控制地带内开展建设工程，

应当首先进行科学的考古勘探和调查，以防止无序

的发展建设造成对不可预知文物遗存的破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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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３年７月，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印发《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居延遗址保护范围的通知》（额政发〔２００３〕５７
号），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延遗址的保护范围进行划定。大同城遗址为居延大遗址区的重点保护遗址。文件规定

各重点保护区“绝对保护范围：以各自的座标点向外四至延伸５００米以内的范围为绝对保护范围。一般保护范围：绝对
保护范围向外四至延伸３００米为相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以相对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四至延伸２００米属于建设控制
地带”。根据最新调查结论，此保护范围的划定没有考虑到居延地区各遗址的实际情况，与周边环境关系不明确，特别是

道路、城镇、工业设施等因素都未作考虑，总体较为笼统，不够完善。

应参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国家文物局，１９９１
年３月２５日生效）。



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风格和特征应符合遗址环境整体

景观风貌特征，与遗址及其环境相互协调，避免遗址

景观破坏和视觉污染。

（二）大同城遗址保护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前文已对大同城遗址的保存现状进行了描述和

评估。通过论述可知，大同城遗址各处均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有些地段甚至濒临消失的边缘。因此，

开展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开展保护措施的首要前

提，一是在前期对遗址各项指标的保存状况和残损

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和前期研究，主要内容包

括：日照、日温差、遗址表面温度、年降雨量，土质的

矿物成分、化学成分，孔隙率、吸水率等物理特性等

等。残损情况的评估包括裂痕、坍塌的数据，风化、

雨水冲刷等破坏程度的测定等诸多方面。二是必须

在遵循一般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和制

定符合大同城遗址的特殊原则，如保护措施要充分

考虑到大同城遗址所在的荒漠戈壁这种特殊的自然

环境，坚决不对文物造成保护性破坏。

１按照类别划分整体措施并明确保护方式
从对大同城遗址的特点和保护措施的方式来划

分，大致包括以下六种方式：

一是日常维护。即维护遗址本体现状，以适当

的方式方法清除新生杂草、灌乔木类植被及妨碍或

破坏遗址的沙土堆积物。

二是抢险加固。即部分城墙本体破坏较为严

重，有随时面临倒塌的危险，应实施抢险加固工程进

行抢救性保护维修。实施的主要原则是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段墙体的破坏程度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

取紧急措施，确保有效控制城墙继续损坏的危险。

三是保护加固。即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墙断

坎、缺口等地段的病害现象，进行保护加固工程，原

则是应采用传统工艺、方法和材料，并结合现代先进

的建筑技术，防止出现保护性破坏现象。

四是回填保护。即对城墙上存在的孔洞、部分

缺口进行回填保护。大同城墙的多数孔洞均系当初

建城时在墙体内部放置的圆木造成，系古代建筑技

术的见证，但目前因孔洞中的圆木受到多年的风化、

雨水冲刷等因素大部分已消失，导致孔洞继续遭受

风沙侵蚀而逐渐扩大，形成安全隐患。因此，建议根

据现存的孔洞中的圆木形制和材料，制作仿古圆木

予以回填，并辅以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仿古圆木再

次遭到破坏。

五是夯土封护。即对因雨水冲刷、冲沟发育造

成的城墙上的冲沟、裂痕等病害现象，实施夯土封护

工程，原则是应采用传统工艺、方法和材料进行，并

结合现代先进的建筑技术，避免保护性破坏。

六是沙土清理。即对遗址内部墙体两侧流沙、

黄土等堆积物进行清理，同时避免破坏遗址本体以

及城内地下文化堆积层，并保持城址内部景观风貌

的协调。

２城址本体的专门保护措施
一是针对城址西北侧河床对城址的破坏采取专

门保护措施。外城北墙西半部分、外城西墙北半部分

均被早年东北－西南走向的河水冲毁，墙体已消失不
见，现在墙体处已形成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面全部为

细沙。外城北墙东半部分损毁严重，多数地段仅剩地

基，要进行保护性加固，防止其进一步残损。具体措

施建议如下：首先要设置排水设施。要改造现已干涸

的河床，使其与城墙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外城西墙和

北墙外侧设置导水沟渠，导水沟渠与墙体最少相距

３０ｍ。其次，在进行导水沟渠建设的过程中，先进行
考古勘探，确保城墙外侧遗迹不被破坏。再次，沟渠

的堤坝上可以栽植适合当地的植被，以低矮的灌木丛

为主，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最后，导水沟渠的设

置着重于疏、导、排，要根据北墙和西墙的墙体规模、

形状、走向来设置，并要充分研究土质成分，用于保护

的建筑材料应与遗址和区域环境协调。

二是城内文化堆积层及建筑基址的专门保护措

施。城内目前尚无发掘并清理的遗存，基本为文化

堆积层或建筑基址。由于自然生成的植被生长会逐

渐扰动文化堆积层，加上游客和附近居民进出遗址，

有较多踩踏遗迹、捡拾文物、丢弃垃圾等行为，这些

对遗址构成威胁。因此，城内遗存应以现状保护为

主。对于自然破坏，采取管理、控制植被生长的措

施；对于人为因素，在近期采取城址封闭、日常巡查

方式，在以后的发展中，可以结合展示利用举措，进

行木栈道展示和步行路线建设，彻底杜绝人与遗址

地表的直接接触。

３针对先期修建并已通行的旅游观光公路的
调整建议

目前存在一条穿行大同城保护区的黑城遗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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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光公路。根据现场勘查，公路破坏了水渠遗址并

过于靠近墓葬遗址，同时破坏了大同城西边的文化堆

积层①，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造，建议分两步实施：

在近期，清理公路两侧的建筑垃圾和多余的临

时性建筑设施，只保留必要的路标、电缆等设施，缩

小公路建筑控制区，控制在５ｍ左右，并保持公路规
模现状，禁止再扩建。在进出大同城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区范围之处，设立文物保护标示牌，并作诸如

“您已进入大同城遗址保护区范围，禁止随意下车

踩踏、破坏遗址及相关遗存”等相关提示，同时标明

大同城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

带的示意图、范围、面积等信息。在经过大同城及其

他遗址处，要分别设立标识牌，以提醒过往行人。

在中远期，对于公路的调整应结合大同城展示利

用措施开展，根据大同城展示设计路线，需要保留的

路段予以保留，需要改道的路段着手进行改道。公路

改造工作必须要符合大同城保护区的管理规定。

４遗产环境提升措施
大同城遗址所在环境为荒漠戈壁，风沙较大，干

旱少雨，因此，应针对此地的特殊环境现状采取措

施，以提升环境质量，利于遗址永续利用。首先，从

总体上来看，为防止水土流失、风沙侵蚀，在遗址的

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内可以适当种植乔、灌木，但

须保证地下文物的安全。对于保护区内的植物根

系，要防止它们的生长蔓延对遗址的破坏，对植被较

多地段应进行勘探，确保地表文化堆积层的安全。

其次，针对大同城北面地势平衍、风沙过大的问题，

专门实施西北风沙源治理工程。大同城址西北边和

北边０８～１ｋｍ处现存有大面积沙丘，加之常年的
西北风，这构成了大同城风沙侵蚀破坏的主要自然

原因。因此，需要在北边的建设控制地带开展风沙

源治理工程。治理工程的主要内容为建设生态廊

道，具体措施为人工造林。建设项目要充分考虑到

生态廊道的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

调控洪水等生态服务功能。生态廊道规模：位于大

同城遗址北边 ０８～１ｋｍ范围内，可建设长度约
３ｋｍ，宽度为１００～２００ｍ的防护林带，植被应选取
具有抗旱、易成活、抗倒伏、生长期短等特点的种类，

建议以胡杨、红柳、梭梭为主。

三、大同城遗址的展示开发对策思考

对遗址进行科学、合理的展示，也属于广义的遗产

保护范畴之内，因此优质的展示和利用，能够极大增进

遗产活力，而且还是使其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

永续利用的良性循环渠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根据大同城遗址的价值、现状、环境等相关指标

的评估结论，从展示利用角度，将本遗址划分为大同

城和城外遗存两个展示区。首先，大同城展示区包

括“回”字形城墙遗址、外城西墙和南墙外侧的护城

河遗迹，以及城内文化堆积层、散落在城内的各种可

移动文物、各类建筑基址以及大同城址座落在戈壁

荒漠上体现的自然与人工建筑交相辉映的景观。其

次，城外遗存展示区包括墓葬遗址、窑址、水渠遗址，

以及戈壁、荒漠、沙丘和各类植被景观。

（一）城址展示方式初探

设计大同城展示路线，通过设计展示路线，带领

游客进入城址内部，步行游览大同城，重点展示城墙

遗址，体验城址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历史与荒漠戈壁的

现实交错在一起的观感，因此需要设计具体可行的展

示路线。笔者尝试给出一条大致的路线，仅供参考：

自大同城外城东墙中部瓮城为起点，向西进入

城内，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在内城外侧绕内城一圈，

在内城南墙中部城门处，从绕内城道路中分出一条

路向北进入内城，道路延伸至城中央，分为两条：一

条通往内城北墙西北角；另一条通往内城东墙中部。

在绕内城道路的东北角分出一条路，通往外城东北

角。在绕内城道路的西北角分出一条路，通往外城

西墙的北端。在绕内城道路的西段中部分出一条道

路，通往外城西墙中部的城门处，因城门坍塌，道路

跨越坍塌城门处，出大同城折而向南，在外城西墙外

侧的护城河的西侧向南延伸，至外城外侧的西南角，

折而向东，沿着外城南墙外侧的护城河南侧向东延

伸，至外城城墙东南角，折而向北，直至大同城外城

东墙中部瓮城的起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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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示道路的各个景观节点处设置展示平台，

具体地点初步建议为外城东墙中部瓮城的起点处、

外城东北角、外城西墙西北角、外城南墙护城河南

侧、内城东墙中部、内城西北角等共计六处。

展示路线应以木栈道为依托。木栈道的规格建

议：宽度２ｍ左右，距离地面高度为３０ｃｍ左右，底
部可使用枕木或水泥墩支撑，可在适当地点设置游

客拍照留影平台。木栈道在外城西墙中部跨越过城

墙，因此可在城墙上设置展示平台。此处栈道的设

计和其与城墙的接触方式，不得对城墙造成破坏或

产生安全问题。在重要遗址、遗迹展示点设立展示

标识牌，主要设立在展示路线中各个展示平台处，重

点介绍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旅游管理建设

１旅游展示设施的建设
在城址南侧寻找一处合适地点，新建一座非永

久性游客服务中心，作为大同城遗址游客接待、导

游、展示等方面的重要场所。游客服务中心高度应

有限制，其建筑形式、造型、建筑材料不仅要体现标

志性建筑的特征，同时也要与遗址整体风貌、周边景

观以及其他建筑协调融合。待条件成熟之时，可在

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新建一处非永久性大同城文物陈

列馆，作为展示大同城出土文物和历史发展变迁的

场所。还可在游客服务中心区建立一处与大同城历

史文化相关的非永久性室外雕塑群，用以展现大同

城及其所在戈壁大漠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特色景观。

２明确文物与旅游管理部门职责
加强对大同城遗址历史文化价值的宣传，提高

当地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在保护区的四至边界和

建控地带设置明确的保护标识和说明，加强对遗址

展示利用的管理，妥善协调展示利用与保护管理的

关系，确保展示利用能够以保护为前提，避免游览设

施和游客参观对遗址的破坏。

３旅游开发容量控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２０１３年）第四

十五条规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

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

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游客流量控制方

案”，因此需要进行游客容量测算工作。游客容量

控制必须以不损害所保护遗产的原状、有利于文化

遗产管理为前提，同时也要考虑遗址区域的生态环

境指标和景观特点。游客容量的测算应具有科学

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测算数据需要经过实践的检

验或技术检测的修正，方可形成定制，但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容量的变化要随着遗址保护程度、区域环

境以及展示利用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而调整。由于大

同城遗址所在自然环境特殊，总体极为脆弱，城址本

体保存状况总体较差，因此，基本原则应是结合实际

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旅游容量。

四、结　语

“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价

值和魅力应当成为当今国内外文化旅游的首选之

地。而对于遗产的展示和遗产价值的宣传最好的方

式就是实行旅游开发和利用。这也是开展“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题中之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

发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辩证矛盾，既要在保护中开发，

又要在开发中保护。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绝

对强调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放弃其经济效益的合

理利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而对文化遗产进行不合理甚至掠夺式开发利用。本

文主要以“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居延

地区的大同城遗址为个案，对其保护措施和展示利

用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也许并不具备实际可操

作性，权作为一个逻辑路径和思考方式，以供学界和

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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