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门遗址公园浓缩成都2300年发展史

“遗址公园地下藏着一座蜀王府宫殿”

新闻纵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实习
生 金城宇）7月18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羊
区获悉，在成都老城的核心区域天府广场
一带，一张代表成都历史文化的新名片
——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区，将于7月
20日正式开放。在这片浓缩了成都2300
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土地上，那些被尘封已
久的遗迹，将逐一展现在我们眼前。

东华门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
华门街18号、成都体育中心所在片区，这
里是城市中心，曾是甲A联赛四川全兴
队的主场，也是四川球迷喊出“雄起”口
号、闻名全国的金牌球市所在地，更有无
数个大型演唱会的深刻记忆。

2013年，是成都体育中心发生重要转
折的时间点。在场馆改造提升施工建设
中，发现了秦汉至明清2300年历史文化遗
存，随即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至2019

年末，遗址发掘面积达4.9万平方米。
据悉，东华门遗址分体育场内外两

个部分，此次开园的是体育场外的区
域。随着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区的
开放，遗址的神秘面纱将正式被揭开。

在外场区域，共设“壮丽威仪”“水殿风
来”“天府之中”三大展览单元，对考古遗
存进行了全面解读，通过展示牌将遗址
背后的时代背景、细节构造和人文故事
娓娓道来。同时，还设置了数字语音导

览，扫描展示标牌上的二维码，即刻可以
聆听每个遗迹点位的详细讲解。

在外场区域中，主要采用了原状展
示和模拟展示两种展示方式，明代水道
作为原状展示的一大亮点遗迹，在地下
埋藏了数百年，依旧保持着原有结构模
样，带给我们对于古人智慧和技艺的深
深震撼。

而摩诃池隋代池岸护堤、隋代拼花石
子路、唐代水井等重要遗迹，则通过模拟
展示的方式，经由回填保护之后，在遗迹
上方以相似材料和工艺进行科学复原。

东华门遗址所蕴含的丰厚历史，力
证了成都持续2300年城址不改、城名不
变的城市格局，它是成都一张崭新的金
色名片，彰显了成都曾经的繁荣与伟大，
印证了成都城市发展的轨迹与脉络，连
接起一代又一代蜀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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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区明日正式开放

在成都市中心，东华门遗址从千年
沉睡中醒来。

7月18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羊区获
悉，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区将于7月
20日正式开放。这是继摩诃池公园之
后，成都在7月再度面向公众开放的一个
重磅遗址公园项目。

据悉，东华门遗址共发现秦汉三国、
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2000多年的历代文
化遗存，它们如“叠罗汉”一般堆叠，证明
了成都在2300多年的建城史中，城址从
未变迁，城名从未改变。

在开园前夕，记者实地探访了东华
门遗址公园，并专访了中国文物学会副
会长、文化遗产传播专业委员会主任、复
旦大学考古学教授高蒙河先生；国家文
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文物学会理事、
ICOMOS文化景观委员会委员、国际工
业遗产委员会TICCIH成员，东华门遗址
保护展示设计负责人张谨，了解东华门
遗址公园背后的故事。

没有大树的特别公园
地下藏着一座蜀王府宫殿

和普通公园的郁郁葱葱不一样,记
者环顾公园四周，几乎没有高大的树木，
只能看到几棵零零散散的小树。

“我们有意没有栽种大树。因为大
树根茎发达，会破坏地下的古迹。”高蒙
河告诉记者，“在地下一两米深处，藏着
一座蜀王府宫殿。宫殿已经经过考古挖
掘，并进行了保护性回填。”

大树根有可能会破坏地下宫殿遗址
的城墙、地基、古路面等古迹。因此，公
园只能栽种一些浅根系的植物，如草坪、
灌木、小树等。

遥想千年前的宫殿，何等璀璨辉煌，
如今正悄悄藏在脚下，难以为市民所
见。高蒙河表示，作为一个面向市民的
公园，他们希望今后利用科技手段让宫
殿重现世间。如立体投影、灯光秀、艺术
演绎等。“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剧本，找专
业的演绎团队在做策划。”

因此，这是一处藏着宫殿的公园，也
是一个无大树的特别公园。

有水渠却没水
包含多处明代蜀王宫水道遗址

在东华门遗址公园，一道长长的“水
渠”非常显眼。一个显示牌写着：明代蜀
王宫水道踏道遗迹。

“有蜀王剪影装置的一侧公园，藏着
宫殿遗址；有花蕊夫人剪影装置的一侧
公园，有摩诃池遗址。”高蒙河站在体育
中心二楼，指着公园两侧告诉记者，五代
时期，摩诃池成为皇家苑囿。花蕊夫人

以“傍池居住有渔家”“隔花催唤打鱼人”
等诗句描写当时池畔人家渔歌唱晚的情
景。两宋时期，摩诃池又名西园，向民众
开放。

摩诃池的年代大概在1000年前隋唐
五代时期；水渠的建成时代大概在500年
前，如“护城河”一般，将水引到宫殿之
中。公园只呈现了水渠的一小段，但内
容非常丰富，包括明代蜀王宫东部广场
遗迹、水道踏道遗迹、水道桥墩遗迹、水
道护堤遗迹、水道木构建筑遗迹等。

水渠会通水吗？“不会。水可能会把
侧壁的石头和砖泡坏。”古遗址专家、东
华门遗址保护展示设计负责人张谨明确
告诉记者，水渠通水的湿度对遗迹的破
坏会很大。

一座公园的“千年史”
抓紧推进内场遗址保护展示

说到东华门遗址公园的诞生，时间
还得回到10年前。

2013年，成都体育中心在进行提升
改造施工过程中，在东华门街至成都体
育中心一带发现了大面积古代城市遗
存。随后，该处遗址被命名为东华门遗
址，将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标准，
对东华门遗址公园进行建设。

遗址分体育场内外两个部分，共发
现了自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
2000多年的历代文化遗存，各种历史遗
迹如“叠罗汉”一般堆叠，重要遗迹包括
国内首见的五代宫廷御道、隋唐至两宋
生态人文胜境摩诃池、明代规模最大藩
王府邸苑囿区和罕见的“水上宫殿”，以
及南方地区少见的唐宋园林庭院、拼花

路面等。出土近万件与成都历代城市生
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陶器、瓷器、铁器、铜
器、钱币等文物，其中汉代“大富昌”瓦
当、五代黄绿釉香炉、明宣德大碗、琉璃
套兽等尤其珍贵。

东华门遗存所反映的历史与成都城
市的建城史一致，基本上就是成都这座
城市自秦汉至明清历史的高度浓缩，反
映了城市轴线的变迁、叠加，展现了成都
唐宋时期“扬一益二”、明清“西南都会”
的历史辉煌。

此次开园的是体育场外的区域，体育
场内的公园部分的建设进展如何？张谨
表示，文物保护展示利用项目是具有科研
属性的技术活动，还要进行多轮的专家
论证，论证完了之后还要进行保护性回
填，再搭建建筑的钢结构，之后再把回填
物清理出来，把真文物再露出来……这是
一个细致而漫长的过程。

两个公园互为补充
浓缩成都2300年发展史

值得关注的是，摩诃池公园一期7月
14日已经正式开园。东华门遗址公园也
有摩诃池元素，两者有什么不同之处？

高蒙河表示，摩诃池公园是在考古
基础上，有依据地进行一个“合理想象”，
可以进行大胆的二次创作。作为考古遗
址公园，东华门遗址公园更注重原真
性，“在利用的程度上要有一定的限制。”

摩诃池公园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63
亩，其中水域面积约11亩。目前已呈现
的摩诃池采用定制青砖及古法工艺，对
唐代的步道进行了复原，井盖表面复制
了唐代砖雕莲花纹，坐凳融入唐代考古
的瓦当纹和美人靠等。同时，摩诃池湖
区形成弯曲有致的水岸线，构建了水生
态系统。

“这两个公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高蒙河表示。

实际上，摩诃池公园、东华门遗址公
园都属于天府文化公园片区。2.44平方
公里的天府文化公园片区是成都市“三
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之一，是成都2300
年城市发源地和历史文化原点，也是成都
的历史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生活中
心。据悉，天府文化公园将打造历史厚重
的“文化中心”、重现千年未变的“城市遗
址”、建设全球闻名的“中央公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实习生金城宇

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区将于7月20日正式开放。

体育场内遗址保护展示正在加紧推进当中。

明代蜀王宫水道踏道遗迹。(资料图)

隋代拼花石子路遗迹。(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