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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见证，秦咸阳城遗址在研究战国后期至秦朝的

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22年7月，陕西省公布秦咸阳城遗址保护总

体规划，西安市政府和省政府相关部门切实做好

保护规划实施工作，将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当

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严格

落实各项保护措施，确保遗址真实性完整性得到

有效保护，促进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作为秦汉新城重点推进实施的秦咸阳城国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 占 地 2 0 0 0 余 亩 ， 将 以 秦 变 法 图

强、统一六国为主线，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实景还

原春秋、战国、秦的时代情景，在保护宫殿遗址

的基础上形成秦文化的主题展览区，打造以“核

心遗址保护+农耕大地景观”为特色的遗址公园，

充分彰显大秦文化的底蕴和魅力，让游客穿越时

空，触摸历史。

汉陵，唱响雄浑之曲

西汉11座帝陵，有7座分布在秦汉新城域内，

故被称之为“帝脉”。

今年5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第11

位皇帝汉元帝刘奭的陵寝渭陵保护展示工程一期

项目正式启动。

渭陵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街道新庄村

东南处，由外城垣、帝陵陵园、王皇后陵园、傅

昭仪陵园、陵园内陪葬墓园、陵园内建筑遗址及

陵园外陪葬墓组成，陵园外东、南、北分布有26

座陪葬墓，地上、地下遗存类型丰富，具有重要

的文物价值。

渭陵保护展示工程是秦汉新城2023年重点推

进的文物保护项目。渭陵保护展示工程坚持“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

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整体保护陵

园的布局、规模及与其相关文物环境，重点保护

已考古确认的地上遗存。根据方案，在对陵园地

上、地下遗存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的基础上，适

当展示现存文物环境中陵园的整体格局和重要遗存

特征，向公众展现渭陵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内涵。

渭陵展示工程将采用分区分期实施的方式，

在 搭 建 展 示 区 交 通 、 标 识 及 配 套 设 施 系 统 的 基

础 上 ， 依 据 最 小 干 预 原 则 ， 通 过 地 上 遗 存 原 状

展示、地下遗存标识展示及小范围模拟展示等方

式，突出“探源-识变-观迹-寻景”的展示主题

序列，展现和阐释渭陵的价值特征和历史文化内

涵。同时，在保证地下遗存安全性的基础上，通

过设置“环联园区、贯穿各点”的路网结构，合

理布置展示游线，设置必要配套服务设施和标识

系统，增加游客观览体验的丰富性与层次感。

6月10日，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帝陵文化长廊项

目“大汉紫道”正式亮相，成为陕西省首批文物主

题游径“大汉文化主题游径”的重要组成板块。

“大汉紫道”位于秦汉新城全力打造的“连

接 古 今 的 秦 汉 文 化 带 ” 上 ， 是 西 安 市 大 力 实 施

“文化北跨”战略，以西汉帝陵遗址带为主线精

心策划的新型文物主题游径。

“大汉文化主题游径”以西安汉长安城未央

宫遗址公园为起点，途经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并沿

用至唐代的昆明池（昆明池景区），串联十一座

西汉帝陵，全面展示西汉政治制度、陵墓制度以

及文化艺术发展传承。

“大汉紫道”是探索帝陵文化展示传播的新

途径，也是践行文物活化利用的新形式。项目整

体划分为后四陵组团、张裕城堡过渡带、长陵-安

陵组团、阳陵组团4个板块。

“大汉紫道”遵照文物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要求，依托帝陵所在地段的既有乡、村、田微路

网体系横向关联，形成以汉帝陵景观、汉文化展

示为核心，融爱国教育、健康休闲、生态田园为

一体的遗产景观体验线路。其显著特质之一，是

将现状道路改造为游览路，而非建设工程，将汉

帝陵东西向串联起来，通过布置移动式导览服务设

施，构建探寻帝陵遗址厚重历史、体验黄土台塬田

野风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研学游线，形

成利于文物安全巡查、完善城乡功能、优化产业

打造“中华文明的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