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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宝墩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规划理念的探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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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新津宝墩遗址为例,研究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理念.应用分析归纳法总结出新津宝墩遗址核心

价值主要是:具有四川古文化渊源可能的历史地位,与成都平原其它关联古城址形成区域性的群体价值以及出土

文物表达的特定属性.基于这些核心价值特性,探索了建设新津宝墩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理念,即充分展示它

的原始性、统筹区域旅游开发优势、合理运用园林艺术手法和有教育意义的体验景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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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9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1],出现了“大遗址”的提法,2002年10月,

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采纳了大遗址的概念.目前,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已将大遗址的保护

从被动抢救转变为主动规划,保护范围更是着眼整个遗址格局及周边环境,变成一项促进城市发展、有利

民生的事业.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已带来城市历史文脉割裂问题[2],采用遗址与公园结合的新形式[3],是

化解城市建设与遗址保护矛盾的二元对立局面,希望可以缓解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冲突.建立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来保护利用遗址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并且国际皆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加强遗址的保

护和展示,二是推动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三是解决城市建设与遗址融入的问题[4].
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有别于普通公园规划,它除了要满足大众休闲游憩的需要,更重要的职能是

保护遗址,将遗址的价值展示给游客,教育传承于后代.本研究以四川省新津县宝墩遗址拟建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下文简称考古遗址公园或公园)为对象,把基于其核心价值进行公园景观规划的理念为指导,以期

为公园景观规划的研究提供思路.

1 建立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大遗址基本情况

大遗址,顾名思义是指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面积的文化遗存.解读这个概念中的“大”字,主要

体现在[5]:(1)文化遗存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后世研究有较高的科学价值.(2)大型文物保护单

位,即是面积大、规模大或体量大,诸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唐大明宫、殷墟、汉长安城遗址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保护和展示遗址.公园的主体是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兼顾教

育、游憩、科研等功能于一体,着力于保护与展示遗址核心价值的特定公共空间[6-7].2010年开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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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已成立了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54家立项单位,大遗址与考古遗址公园结合

的保护模式正有序地展开.

2 新津宝墩遗址的核心价值

2.1 项目概况

1995年,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发现了古城遗址.遗址区整体呈长方形,地面有明显的人工修筑

城墙,总占地面积约59.33hm2.遗址内有蒋林、田角林、余林盘等几个大的聚居区[8].在2009年的考古发

掘中,又在外围发现了土埂,初步确认属于宝墩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城墙夯筑方式与原宝墩古城城墙夯

筑方式一致,均采用斜坡堆筑形式.
研究表明,宝墩遗址代表的文化从属年代大约从公元前2800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地理位置广布

于成都平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9].宝墩遗址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政府2013
年发文《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共建协议书》指出:成立专门的新津宝墩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组.新津宝墩

遗址作为大遗址,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最终与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邛窑遗址、罗家坝遗址、芒

城遗址、古城遗址和鱼凫遗址等形成古蜀文化的考古遗址公园群.
2.2 新津宝墩遗址核心价值分析

2.2.1 新津宝墩文化的历史地位

古蜀文明历史悠久,其发展演进的脉络为:首先是公元前2700-1800年宝墩文化时期,然后进入公

元前1800年三星堆文化时期,接着是公元前1200-500年十二桥文化时期,后来是公元前500-316年战

国青铜文化时期,最后秦灭巴蜀,古蜀文明融入汉文化圈.苏秉琦先生在1987年就指出:巴蜀文化具有独

立的体系,而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重要组成部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很可能是蜀文化

的直接渊源[10-11].宝墩文化不仅在巴蜀文化,乃至在中国古文化也占有重要一席.

图片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资料室.

图1 新津宝墩城墙遗址范围图

2.2.2 新津宝墩遗址的区域价值

从时间连续性上讲,宝墩文化的四期与三星堆文化的前期重合,两者衔接很紧密.另外从遗存的考古

研究分析,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的砌城方法为斜坡堆砌法,有一定的原始性与自身特点[12].例如,宝墩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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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鼓墩子是一个位于中心位置,明显高于四周的台子,其上有密集的建筑遗存.郫县古城村遗址发掘

中,城址中心部位发现了长方形建筑基址,可能是举行重要仪式活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后来的发掘中,证

实了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市下芒城、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文化遗存.至
此,整个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初露端倪,彼此有着相当的内在联系,地理位置遥相呼应.集群化的成都平原

遗存中,宝墩遗址成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遗址.

2.2.3 出土文物的稀缺价值

宝墩遗址出土文物丰富,目前已发掘出极具观赏价值的的石锛、石斧和大量陶器.出土的文物主要

分为两大类:一是生产工具,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多通体磨光,制作较精致,石器制

作技术有相当高的水平.另有少量陶器,其中大多为泥质灰白陶,陶制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网坠.这些文物

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繁荣、稳定的生活水平.二是生活工具,主要是陶器.其中大多为泥质灰白陶,火候

较高,质较硬.纹饰发达,加沙套以绳纹为主,泥质陶以划纹、戳压纹为主,有少量细线纹.盛行平底器

和圈足器.另外在蚂蝗墩发现建筑遗存,一类推测房屋构造方式可能为挖沟槽的“木骨泥墙”式;一类是

没有基槽,只有柱洞.

2.3.4 其它相关专属特性

宝墩遗址周长达3200m,墙体宽度介于8~30m,高有4m.初步推算土方量超25万m3,这样大型城

垣建设的工程量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说明当时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另外,

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豇豆、豌豆、薏仁、水稻、小米等植物遗迹,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山海

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里的冬作物可能就是豌豆、蚕豆,其它栽培谷物可

能从云南起源,另有大麦大概从青海经羌族自治州传播,说明当时的定居农业生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兼

有渔猎,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

3 重点突出宝墩遗址原始性

李学勤、严文明、童恩正等著名历史考古学家都认为,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
以新津宝墩遗址为首的成都平原城址群属于公元前2000-3000年,代表四川古代文化的中坚角色.早于

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可能是蜀文化的直接渊源.著名考古学家马继贤先生认为:宝墩这类城址,以及其

它地方时代相当的古城址,应当是中国古代聚落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宏大的规模,高耸的夯土城墙,大小

不等的建筑基础,说明它们还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种早期形态.宝墩遗址发掘发现的文化层可分为:宋

代、汉代和宝墩文化层,宝墩期到汉代,汉代到宋代属于空白期,也许是洪水所为,人们移居到较高的丘陵

地带.宝墩遗址跨越众多历史时期,在景观保护规划时,应突出哪部分,重点放在哪里? 笔者认为,首先应

该注意的是 “早”字,从古老的文化内涵入手.这里有一个强烈干扰项,就是有方案建议利用宝墩遗址的“孟
获城”,加强与三国文化的紧密联系,三国文化故然是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但是,若景观规划重点表

现三国故事的传说,可能会丢失新津宝墩遗址的根与魂.“早”的特性在景观表达里面就是突出环境的原始

性、沧桑感,悠久的文化总是能激起人们的探索欲望,这种天然的神秘感让世人充满敬意,驱使更多的人

向往了解它、感受它,认识它的价值,进而保护它.
据考古推论,宝墩遗址在四五千年前已呈"部落相连,钟鸣鼎食之家"的景象.发展到如今,宝墩村没有

受城市化的蚕食,依旧一片乡村田野景象.但是,发现新津宝墩遗址后,这里却面临着“大拆大建”的问题.
不少民居和原始林盘被推平,大量原著民被迁出,大规模清空原有环境条件,变成一片圈起来的奇怪的土

地准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在这种背景下,以保护村落文化景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村落文化

景观构成要素一般分为3部分:自然基底、硬质要素和软质要素.宝墩遗址川西林盘的乡村风貌是得天独

厚的自然基础条件,新津宝墩有熟悉的田野、小径、树木、河流、浅丘等,都是自然元素,遗址内的蒋林、

田角林、余林盘等几个大的聚居区是具有成都平原特色的院落,竹林掩映,错落有致.世世代代居住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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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是“活文物”,他们的生活是古人精神的延续,这一切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最有利的资源,可以很

好地诠释村落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文化特征.

图片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资料室.

图2 宝墩遗址与周边古城址形成大环线旅游价值

4 结合周边遗址群整合规划

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是彼此有联系的.对成都平原

古城址群进行整合景观保护规划,需要探寻彼此之间

的联系点.新津宝墩遗址是距今4000~5000年四川

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它的后续文化是三星堆文

化.在茂县发现的龙马古城遗址,其出土的陶片与三

星堆一期、绵阳边堆山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遗物非

常相似.温江鱼凫城遗址发现的有纹陶片,确认其属

于宝墩时期遗存.郫县的三道镇古城、青城山芒城遗

址的城墙断面结构和出土陶器观察,与宝墩遗址差别

甚小.从折地标准或城墙夯筑方式,可以想象,当时

成都平原的人们是躲避洪水或战争侵犯而迁移聚居?

这些信息显示,各遗址起没交替时代衔接紧密,地理位置靠近,筑墙方式及部分出土器物相似,都为整合

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宏观尺度区域景观规划看,新津宝墩遗址与周边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温江鱼凫村

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青城山芒城遗址等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形成大区域文化景观环,联动开发与保护,共

同形成整体旅游、宣传效应,这种合力势必更有利于宣传宝墩文化,保护好个体小环境.从微观各遗址内景

观营造看,早期夯土城墙有部分段残留,筑墙方式有共通之处,可以是景观表达的积极要素.景观构建上可

以各有特色,同时又彼此呼应,让人印象深刻.

图3 景观中尝试复原栽培出土农作物

5 通过园林艺术手法展现专属文化元素

四川一直推测在秦汉时代以前有古蜀文明,直到

广汉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证实了是公元前1000
多年的遗物,城墙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建造.同时

证明了巴蜀属于以太阳信仰、养蚕、大麦栽培、饲鹈

等为特色的稻作文化.宝墩遗址发现了豇豆、豌豆、

薏仁、水稻、小米等植物遗迹,为新津遗址提供了特

色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则可以通过恰当的视觉

景观效果得到诠释.例如,大地艺术,使用大尺度、

抽象的形式及原始的自然材料创造出精神化的场

所,它不是简单的描绘自然,而是参与到自然的运

动中去,达到与环境相融的境界.具体思路可参考沈阳大学的稻田景观:整个基底是大块稻田,模拟田

埂的步道连着位于稻田中央的读书台,每个读书台中由孤景树和座凳组成,它是供人学习、交流的空

间[13].景观和环境处于一个宏大的、视觉无限延展的、人造事物与自然事物组成的系统中[14],让人意识

到农业景观的魅力[15].

6 建立有教育意义的体验式景观

遗址公园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文化体验为核心所设计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16],例如河姆渡遗址公园,

它的发展格局规划为:遗址公园兼顾文化主题园与生态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以环境景观为载体,终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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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与营销一体化打造,纪念品的销售形象化了河姆渡文化,游客易于接受,达到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的效

果.就新津宝墩遗址的案例来讲,公园规划中可增加游客体验感,把考古科研的成果转换成人们易于接受

的方式教育展示出来.
在遗址范围局部区域可体验性地展示遗址的陶器文化等,这种体验可以选择在博物馆里实施,也可

以在室外空间完成.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陶瓷器烧造的先进技术区域,新津宝墩出土的陶器,显示了“传
统”技术与“先进”技术的共存,可理解为成熟技术的现象.从陶器上可以获得烧成方法、色调、质感、烧

结度等相关信息.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列举了为使器物表面变成灰黑色,在停火后加水的还原

烧成法.这里运用了氧化-还原的基本原理.另外,铁元素在调色中发挥巨大作用:陶器表面颜色在降温

阶段很关键,如果非常慢地冷却呈现出四氧化三铁的黑色,迅速冷却呈现出三价铁的红色.这些在中学

时代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以帮助理解陶器的色调现象.景观保护规划中,设计可体验、参与烧制陶器

过程的场所、环节,不仅可以丰富青少年的物理、化学知识,激发少年的求知欲,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

进一步弘扬、传承古技艺.

7 结 论

新津宝墩遗址下一步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目的是为更好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规划中心

思想是为保护遗址服务的,基于遗址的核心价值的景观保护规划理念是保障公园场所不背离遗址精神的基

础.本文推导的思路总结是:首先,每一个古遗址都有最具代表性的价值.依据新津宝墩遗址文化历史考古

学意义,判断出最首要的价值是新津宝墩有可能是四川古文化渊源的文化地位,然后集合宝墩周边紧密关

联的成都平原城址群、宝墩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等形成核心价值序列.其次,从景观建筑学的视角,探索可

以充分展示核心价值特征的规划方式.新津宝墩遗址古老的文化起源地位,奠定了景观规划总体思路,应

突出其悠久性、原始性.另外,景观区域规划的大视角,有利于把宝墩遗址及与其关联密切的周边古城址群

统筹规划,发挥群体优势促进旅游价值开发.最后,根据环境空间条件,尝试体验式展示景观模式.20世纪

90年代出现 “体验式”教育,发现让未成年人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体验,有助于个人意志品质与道德标准的

塑造,有利于他们拥有民族精神及爱国情怀.新津宝墩遗址位于乡村,远离城市喧嚣,自然环境基础较好,

规划时融入古城墙夯筑、制陶等科普性景观展示方案,可让人全方位了解宝墩文化.
我国的大遗址是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的见证,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整体价值和地

位[17].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不是简单的维持现状,而是可持续的传承

文化内涵,展示遗址魅力.要树立整体保护的理念,建设公园要依托环境,景观规划以大遗址文化属性为基

础,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才会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传承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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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ceptionoflandscapeplanningofnationalarchaeologicalsiteparkswasdiscusedwiththe
caseofXinjinBaodunSitewiththemethodofanalyticinduction,thecorevaluesofXinjinBaodunSite
weresummarizedasitspossiblehistoricalstatusastheoriginofancientSichuanculture,thehugesite
clusterontheChengduplainformedfromtheintegrationofXinjinBaodunSitewithotherancientcitysites
intheadjacentregions,andthehistoricalmessagecarriedbytheunearthedculturalrelics.Themodeof
landscapeplanningofXinjinBaodunSiteParkwasexploredbasedonitscorevalues.Fullyexhibitingthe
originalityofBaodunSite,intergratingthedevelopmentofthereginalresourcesandapplyingtheskillsof

gardeningtoformanexperiencelandscapeforaneducational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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