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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立阁 通讯员 程召辉

近日，一场特殊的考试在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举行，题目不是语文、数学、英
语，而是与洛阳相关的历史知识。这场
考试是为了选拔第二届“我是小小考古
家”夏令营的小营员。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介
绍，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
文物局、市少工委主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洛阳晚报》承办，计划选拔出100名
小朋友，跟随考古专家前往栾川孙家洞
旧石器遗址、伊川徐阳墓地、伊滨区曹魏
大墓等考古工地，亲手使用洛阳铲，体验
考古发掘、学习历史知识，活动的全部费
用由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

近年来，公众考古成为热词，在北
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跟随考古专家寻遗
址、访古迹成为市民业余活动的新选
择。我市文化遗存丰富，考古工地众多，
发展公众考古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史
家珍认为，这些遗址的价值不止是科研，
也要面向公众普及知识。“让学生、市民
亲临考古工地现场，成为大家学习历史
的大课堂。”史家珍说。

此外，我市的考古专家们还频繁走
进中小学校园，开展洛阳历史知识、最新
考古发现等讲座。不同主题的考古沙龙
活动也收获大批“粉丝”。“就拿最近的三
国系列考古沙龙来说，我们邀请了中国
社科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的专家，和市民面对面交流，这可都是国
内考古界的大腕儿。”史家珍介绍。

下一步，我市计划依托伊滨区曹魏
大墓建设洛阳考古博物苑，其中包含洛
阳考古大观（考古博物馆）、考古实验工
厂、文物医院、魏晋文化展示园、学术交
流中心等多种功能区，市民可以全方位
体验考古乐趣，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美景能吸引游人，独特的“内涵”能留住游客。文
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区内，一座“活态的非遗文化博
物馆”应运而生。

国家级、省级百余项非遗传承项目在这里汇聚，
“吃、穿、用、玩”应有尽有。游客能观摩非遗项目的制
作过程，并动手参与制作，是园区的一大特色。

同时，高水旺、柴占柱、李景州等非遗传承人也在
此开设工作室，对传统工艺的制作过程及作品进行还
原展示。园区西南侧的立德大讲堂还将定期邀请非
遗大师，开设非遗讲堂。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交融，形成
了文峰塔周边地区的又一独特魅力点。

它见证历史变迁，如今几经修缮再展娇颜，成为我市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的范例文峰塔一座“活态的非遗文化博物馆”
发展公众考古优势得天独厚，
我市推出多项举措让市民
全方位体验考古乐趣

依托伊滨区曹魏大墓
将建洛阳考古博物苑

洛阳有句民谚：“洛阳有座文峰塔，离天只有
丈七八。”

文峰塔旧时就是洛阳城内一处标志性建筑。
据清朝地方志《河南府志》记载，明清时期，文峰塔
附近还有一湖泊和一庙宇（现已废毁），塔、湖、庙
交相辉映，形成了当时河南府城内一处著名的人
文景观。

该塔始建于北宋，明末毁于战火，清初重建，
依然留下了战火的印记。后因城市变迁，这座曾
见证脚下土地昔日辉煌的古塔，渐渐被周边密密
麻麻的民房掩盖了往日风采。

2011年，文峰塔纳入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几经
修缮后，古塔风貌逐渐显现。今年，随着文峰塔非遗文
化产业园区落户，这颗昔日掩盖于众多破旧民房中的

“遗珠”，再次成为美景中心。
洛阳市古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最大

限度地展现古塔原貌，后期将对塔内的木质楼板、
木质楼梯进行修复，并对塔顶部的塔刹进行维护。

而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古城墙遗
址，如今也覆盖了遮雨设施，新建了排水沟和木栈
道，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文峰塔周边，夯土构筑
的金元城墙遗址、大青砖构筑的明朝城墙遗址、小
青砖构筑的清朝城墙遗址，以及武周大足元年(公
元701年)，洛阳立德坊南营建新潭时，保留下的新
潭码头岸基石等与古塔相伴相依，也形成了“一园
游尽多个朝代”的独特景致。

修缮后的古塔展现娇颜，而从一塔独秀，
到一座占地 70 亩的俏丽园区落户，成为古都
洛阳又一张靓丽名片，塔周边景观的打造也
尤为重要。

“文峰塔东侧、北侧、南侧外扩20米划定保护
范围，区域内不能有建筑出现，形成了现在的小广
场；外扩为50米建设控制地带，该区域内新增的建
筑要与古塔风貌相协调，并以古塔为最高点。”洛阳
市古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保持风貌一
致，在古塔周边建设控制地带的“重塑”过程中，较
多地借鉴了明清时期古民居的特点。

砖木结构、青砖灰瓦、坡屋顶是明清时期老洛
阳民居的主要特色，而且不同于一般的四合院，老
洛阳民居大多窄长，进深要比开间长得多。这主要
因为洛阳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普通老百姓也
有防守意识，所以将院落修建成窄长形。这些特点
在如今文峰塔周边以明清风格为主基调的建筑中，
都有体现。

“建筑风格有据可依，修建时，建筑的取材及建造
方式也十分考究。比如那些不起眼的青砖，每一块都
是从周边老房子上收集而来的。而在砌筑清水墙时，
则采用石灰为黏合材料，与古建筑的建造方法保持一
致。”该负责人表示，同时，在修建中，房屋间的小巷与
街道，其宽窄、标高、名称等都没有发生改变，力求保
持老洛阳古城风貌。

如今，漫步在文峰塔周边，排排精致古风建筑汇
成街区，成为古都游玩新亮点。游人流连忘返，古塔
周边的资源也被盘活了。

□记者 李雨璐 通讯员 石
智卫/文 记者 张斌/图

草木掩映、碧波环绕，如今
漫步文峰塔周边，排排精致古风
建筑，和随手就能定格出美丽画

面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
2011年至今，几经修缮，文峰

塔擦去周身封尘，再展娇颜；古塔周
边，新落成的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
园区，也成为古都洛阳又一张靓
丽名片。这无疑是我市文物古

迹保护与利用的一个成功
范例。

话保护
几经修缮，“遗珠”再次成为美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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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利用
古风扑面，打造古都游玩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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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化
感受非遗，游客还可动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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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塔园区成为古都
又一张靓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