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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
单，泥河湾等19处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琉
璃河等32处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此次评定于2022年4月启动，共有31家进行申请评定，另有62
家申报立项。至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结果呈现3个特点：一是深度
展现本体价值。如泥河湾、学堂梁子以及石峁、凌家滩、上山等
是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探源重要研究对象；邺城、辽上京、统万
城、长白山神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承载。二是充
分实现社会意义。入选单位年代上限至旧石器，下限至明代，有
聚落、城址、窑址、矿址、陵园、寺院等，分布于城市中心、城
郊、乡村、戈壁、绿洲等不同地理位置。保护利用模式因地制
宜，融入城乡发展，具有多样性、创新性和示范性。如郑州商城
依托文保工程和博物馆，形成城市中心市民休闲场地；湖北屈家
岭整合农业、林业等资源，打造农谷小镇；邛窑聚焦瓷业振兴，
建成文创产业基地等。三是突出发挥各自特色。19家评定单位
中，均建有或在建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展示馆，考古研究保
护、展示阐释、管理运营等各项工作都相对突出，规划实施路径
明确。32家立项单位也都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管理机构，制
订建设发展目标，在考古、研究、保护、规划落实以及展示服务
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如河南二里头在央地共建支持下，建
成遗址博物馆等硬件设施，持续开展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新成果，
成为夏商文化研究高地；浙江安吉古城遗址借助社会力量参与运
营管理，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综合效益。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经12年
的发展，各地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切实感受到城乡环
境的改善、当地文化品牌的提升，创建热情愈发高涨。同时，目
前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遗产数量相比，还不足以构成完整体系，很多类型还存在缺项或
稍显单薄。“鉴于此，我们设想在2025年底前，争取组织开展第
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工作。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制订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战略，构建体系、严格标准、细化程序、
定期评估，实施进入和退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高质量发展。”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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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容丰富、全面，影响力大。泥河湾、石峁、凌家
滩等是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探源重要研究对象而且已广为人知；入选的公园代
表年代上限至旧石器，下限至明代；这些遗址公园广泛分布于各地城市中心、城
郊、乡村等。以“重磅上新”形容第四批考古遗址公园亮相，恰如其分。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泥河湾遗址群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北部泥河湾盆地，是世界著名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对象，拥有第四纪标准地层和动物群，以
及数量巨大、分布集中且文化序列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直至新石器时代的古
人类遗存，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200万年。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已建成泥河湾研究中心、马圈沟等重点遗
址保护展示棚、游客服务中心、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等研究和保护利用设施。

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赵王城遗址距离河北省邯郸市市中心4.5公里，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宫城
遗址，是同时代都城城址中保存最完整和最好的遗址之一，是公元前4世纪至
公元前3世纪中国最繁荣重要的城市之一。赵王城遗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的城市建设模式、城市经济、城市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占地面积534公顷，由遗址展示区和文化
展示区两部分组成。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部，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
要都城遗址。临漳古称邺，春秋齐桓公时期始筑，距今已有 2700多年历史，
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近30平方公里，已建成邺城博物馆、邺
城考古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等。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
草原都城之一，是“草原丝路”的重要节点，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现并确认了遗址皇城东向轴线布局，确认了辽上京
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科研教育、休闲游憩、文化娱乐等多功能于
一体，现已建成综合管理服务区、公园主入口区、皇城遗址展示区和西城墙
外带状公园。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安吉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始建于春秋，沿用至魏晋，总面积33
万平方米，是越国早期重要都邑，古城周边保存有越国贵族墓葬268座。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设完成古城遗址展示区、越国贵族墓葬
展示区、遗址博物馆区、研学体验区等8个功能区。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是一处距今5800
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是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地。凌家
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凌家滩文化
在崧泽晚期-良渚初期阶段，对长江下游的玉、石器制作和社会发展、变革起
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完成考古研学基地、遗址陈列馆、遗址核心
展示区、游客服务中心等项目，正筹备推进凌家滩博物馆建设。

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经过60多年的考古勘探
与重点发掘，确认内城外廓、廓外有郊的分布遗存。城村汉城遗址不仅是一处
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地，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展示地。

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已建成入口展示区、博物馆区、遗址展示
区等3大区域。

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大塘
坪乡境内，以紫金城城址与铁河古墓群为核心。根据考古和史料记载，遗址
年代为公元前63年至东汉末年，由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

民墓地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遗存构成，为研究汉代侯国建城制度、人文历
史、社会经济等提供了全面的历史资料。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1921年发现，是仰韶文化的命
名地。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
同文化遗存，是见证中国百年考古历史的重要遗址。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仰韶文化博物馆、考古发掘纪念点等景观串
点连线，形成了“一中心两环三广场四点五园”的展示结构。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现存面
积约3平方公里。

二里头遗址因其网格化布局、大型建筑基址、祭祀遗址、作坊区和贵族
墓葬区以及出土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绿松石龙形器等重要发现，被学术界
普遍认为是一处具有王朝都邑性质的遗址，很可能是历史上的夏王朝都城，
对探索夏代历史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具有重大价值。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管理运营，已建

成区域包括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古伊洛河河道复原、作坊区、宫殿区、
祭祀区、“井”字形大道地面复原展示等。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研
究显示可能是商代前期都邑，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管理运营，将
“片段化”的现存遗址进行“线”“面”整合，打造了“宫殿区+内城垣”式的
大遗址公园。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
现、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 5300年至 4500年。
遗址于 1954年被发现以来，出土大量史前稻作遗存、蛋壳彩陶和磨光黑陶，
命名为“屈家岭文化”，表明长江中游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已建成博物馆区 （含考古工作站），遗址核心
展示区、周边环境配套区、黑陶文创产业园等。

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龙湾遗址位于湖北省潜江市，由已探明的22座宫殿夯土台基组成，还包
括多座层台建筑，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建造规模大、规格高、延续时间
长、建筑形式独特、保存完好的楚国宫殿建筑基址。

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潜江市龙湾遗址博物院管理运营，现已建成章
华台基址展示馆、龙湾遗址博物馆，完成旅游专用通道、环境整治等配套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健全。

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炭河里遗址位于湖南省宁乡市，是我国南方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城
址，出土四羊方尊等著名青铜器的“宁乡铜器群”，所代表的考古遗存被命名
为“炭河里文化”。炭河里遗址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面积1965亩，含城址所在核心区、西周文化
长廊、黄材河和塅溪河沿河景观带，以及广场区、博物馆区、城址区、考古
体验区等，按“一心一廊两带七区”布局。

靖江王府及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靖江王府及王陵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明朝分封靖江王藩国桂
林的历史遗存。靖江王府是明代建成时间最早、现存格局最完整的藩王府
邸；靖江王陵是明代十一代靖江王与妃及其次妃、夫人、将军、中尉及宗室
的陵墓群。

靖江王府及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了王府中轴线与城墙展示
区、王陵遗址核心展示区、靖江王府王陵博物馆、研学基地、游客服务中
心、文创中心、考古工作站等。

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邛窑位于四川省邛崃市，坐落于成都平原西部。邛窑创烧于南北朝，盛于晚
唐五代，衰于宋末，烧造历史绵亘800余年，开创了乳浊釉、复合彩绘装饰等重要
的新工艺和技术，对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彩绘瓷的故乡，也
是古代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成就最突出的青瓷窑场。

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十方堂邛窑遗址为核心，目前已建成1号窑包遗
址保护展示工程、邛窑遗址博物馆、遗址本体保护工程、临展馆、邛窑考古
工作站等项目。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据初步研究，石峁遗址年代距今
4300年至 3800年前后，城内面积逾 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规模最大
的史前石筑城址。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其在城市建筑、军事防御、手
工技艺、绘画、音乐、艺术、天文、历法、宗教、礼制等诸多方面对人类文
明具有重大贡献。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已建成考古工作站、外城东门遗址现场展示
棚、游客服务中心等，遗址博物馆也已进入陈列展览施工阶段。

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则村，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赫
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址。统万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
代，现存遗迹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实例。

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站、游客服务中
心和停车场等。

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乾陵是唐代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陪葬墓等级
高，制度完善，同时乾陵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遗址。乾陵堪称唐代“露天
石雕博物馆”、陪葬墓享有“盛唐绘画艺术地下画廊”的美誉。

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有设施齐备的乾陵核心展示区，依托部分陪葬
墓园建有博物馆，重点展示了唐代帝陵的模式、石刻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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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内，展出青
铜器、玉器、骨
器、陶器等文物
1000余件。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要包括遗址博物馆、刘贺
墓园、游客服务中心等。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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