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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
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山一座
古墓葬正在被盗墓分子觊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
即派人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物部门进行现场勘查，
考察后认定该墓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可能与文献记载的
汉代海昏侯国这段历史有关，是一座重要古墓，应立即着
手抢救性考古发掘。同年 4月 6日，国家文物局在南昌召
开新建区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会后批准了这一
抢救性考古项目。墎墩汉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是继长沙
马王堆、广州南越王墓之后，我国第三次由国家文物局亲
自组织、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遗产标准，委派国内
著名考古专家、多学科联合动用最先进的考古发掘手段
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发掘过程由央视直播，引起业内轰
动、全国瞩目、世界关注。

墎墩汉墓的考古发掘科学严谨，既重视墓葬本体的
发掘，又十分注重墓园的结构、周边墓葬群及城址之间的
相互关系；从而保证了整个发掘的前瞻性和全局性工作。
2012年至2013年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附葬墓，解
剖了2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2014年开始发
掘主墓，2015年完成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主
棺套箱提取进行实验室考古。2015年11月海昏侯刘贺墓
发掘的消息被正式披露，考古成果惊艳世界。墎墩汉墓墓
园以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墓园呈梯形，
占地约 4.6 万平方米，发掘出土各类珍贵文物 1 万余件
（套），取得丰硕考古研究成果。汉代海昏侯刘贺墓 2015

年囊括了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田野考古奖、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等奖项，2019年被授予
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奖·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2021
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

“十三五”和“十四五”专项规划。
在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文物部门在

其周围方圆 5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
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
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遗存。结合相关文献
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紫金城城址为汉代
海昏侯国都城。城址分内城和外城，其中内城位于城区东
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
面为墓葬区，其中墎墩山、祠堂岗、花骨墩、苏家山为历代
海昏侯的墓园，共同形成了一个大遗址单元，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
遗址。遗址所揭示的国都、海昏侯墓葬区、贵族及平民墓
葬区的完整布局，在我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研
究西汉侯国历史最典型的大遗址。

揭开 2000 年前的神秘面纱，汉代海昏侯国重现于
世。这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持续关
注，学术界从墓葬出土文物、墓主到海昏侯刘贺所处时代
的社会历史文物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多层面探索，成为近
年来我国学术界考古发掘、宣传展示、研究讨论等方面同
步开展的一个典型案例，海昏侯一度成为海内外文化界
热门词语。

刘贺墓园占地约 4.6 万平方米（69 亩，合汉代 100
亩），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车马坑和园墙、
北门、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构成，园内
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
墓主人身份明确、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
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
典型西汉列侯墓园，也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
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

墎墩汉墓及墓园（刘贺墓园）保护展示项目于 2015
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遗址管理局按照文物保护规范要
求组织编制并通过了 5部技术方案，组织省级以上专家
论证 10余次，投入建设资金 1.05亿元，主体部分 2022年
7月动工，2023年 9月完工。项目遵循考古先行、不改变
原状、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原则，保证工
程的可逆性。内容包括对 2号到 9号墓以恢复封土形式
作为墓葬地面标识，展示墓葬的分布格局；北门遗址和
附近一段墙址进行保护和加固，露明进行原状展示；东
门、东门阙、东门门房遗址保护回填后在地面标识出门
阙的位置和厚度、道路的位置及宽度、在地表复原考古

清理出的瓦砾堆积形态，显示子母阙的特征以及建筑瓦
面的规制。在刘贺墓园东门阙复原、北门遗迹部分复原、
主墓墓室部分归安复原、墓坑复原和外藏椁车马坑的复
原中，采取了高强无机纤维文物保护材料，该技术获得
第六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奖。刘贺墓主墓保
护性设施面积共3960平方米，其中以展示墓前祭祀建筑
遗迹的半开敞式空间约2000平方米，展示刘贺墓主墓和
外藏椁的室内封闭空间约1960平方米。展示空间分为墓
园规制、考古历程、保护展示、刘贺主墓、外藏椁车马坑
五个展示部分，以营造考古发掘的现场感为设计原则，
围绕刘贺墓主墓、墓前祭祀建筑遗迹、外藏椁车马坑三
大展示核心。运用原状展示、场景营造、艺术装置、考古
复原、裸眼 3D动态演绎、360°四面悬吊荧幕等多种手段
及现代技术，结合图文展示内容，全景式、全方位、全过
程展现刘贺墓现场遗迹及刘贺墓的考古发掘、保护展示
工作及成果。半敞开式展览空间通过祭祀建筑基址标识
展示、祭祀建筑屋顶艺术装置及祭祀浮雕艺术壁画展
示，将现场遗址与艺术呈现有机结合，让观众清晰了解
遗址遗存的相关信息，再现汉代墓葬祭祀艺术场景。

惊世发现 揭开汉代海昏侯国的神秘面纱

国家文物局对海昏侯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非常关
心，提出了“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要求，在
遗址考古发掘、科学规划、保护展示、环境整治等方面给予
大力扶持。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遗址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提出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高标准的“三四三”目标，即：三个一流：一
流的考古水平、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一流的展示水平；四
个结合：坚持遗址公园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
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
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三个目标：将遗址公园建设成为全国
旅游5A级景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世界文化遗产。

2016年 6月 7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成

立，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副厅级参公单位，委托南昌市政
府管理，为全额拨款参公事业单位。管理局主要负责遗址
区内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全国5A级景区、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及其他有关项目的申报工
作；遗址公园、博物馆建设项目的规划、论证、建设和管
理；遗址区统一规划、建设、管理，协调、参与项目建设中
涉及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工作；管理、协调遗址区内
社会事务等工作。同时成立了南昌市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博物馆（南昌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管理局下属正县级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负责海昏遗址展陈、运营、宣传、
文物储藏、修复、保护研究工作以及负责海昏侯国遗址区
及南昌市区域内的考古发掘等工作。

高位推动 海昏侯国遗址保护渐入佳境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成立后，着眼文旅融
合、全域旅游，坚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聘请国家顶尖
团队，超前编制遗址保护规划、遗址公园规划、遗址区域
总体规划等各项规划，实现以规划引领发展。《紫金城城
址与铁河古墓群保护规划》获国家文物局同意，于 2018
年8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核准公布。该规划范围约 53.97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保护范围 6.06平方公里、建设控
制地带范围 5.57 平方公里（除核心区保护面积）、遗址
背景环境协调区范围约 42.34平方公里。《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获国家文物局同意，于
2019 年 10 月核准实施。该规划范围约 12.03 平方公里，
充分体现了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休憩三大功能，
按照“一城携两群、一馆加一区、一心带两组”的展示利用
结构，将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划分为遗址博物馆区、墓
葬展示区、紫金城展示区、考古预留（待定）区、入口功能
区、历史体验生态休闲区等6大功能区，着力打造成为集

文物保护、教育科研、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为一体的世界
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文物保护“江西样本”标杆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体验地、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全民共享乡村
振兴示范地。按照以“遗址为核、文化为魂、旅游为业、生
态为本、圈层发展”的总体策略，坚持“文化+”“旅游+”

“生态+”的相互融合发展思路，编制《南昌市新建区大塘
坪乡、铁河乡总体规划（2017-2030）》，于 2018 年 6 月经
南昌市政府同意新建区政府公布。该规划范围为铁河乡、
大塘坪乡两乡全域总面积107.8平方公里，其中海昏侯国
遗址文化旅游景区范围41.16平方公里；中心区范围6.58
平方公里，主要包含三个组团，其中大塘集镇组团规划范
围2.84平方公里、铁河集镇组团规划范围0.63平方公里、
海昏文旅小镇组团规划范围3.11平方公里，形成“一核、
一带、三组团、五片区”的空间结构，突出文化遗产展
示、文化体验、滨湖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生态观光农业
等五大主导产业。

精心筹划 科学制定遗址各项规划

在江西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管理局坚持市、区合力，乡、村联动，加强多部门联合，建
立了市、区、乡、村和专业遗址公园派出所五位一体的多
方协作保护机制，构建市（遗址管理局）、区、乡、村四级文
物安全保护网络，明确各自安全保护工作任务，层层压实
文物安全保护责任，共同筑牢遗址安全保护坚强防线。按
照遗址保护规划分步推进遗址本体保护、日常监测、环境
整治和风险防范。2020年江西省政府出台《江西省南昌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办法》，通过立法推动文物保护法
治化进程。管理局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和博物馆日为
契机，采取张贴宣传漫画、悬挂宣传标语、拍摄文物保护
宣传片、制作文物保护宣传课件等方式，通过文物保护宣
传进乡镇、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深入遗址所在
地乡政府和有关村委会、村小组及学校，召集干部群众征
求遗址保护、安全工作建议，加大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宣传宣讲，切实增强遗址区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凝聚了
遗址区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23年遗址安防工程（一期）完工。工程分为西部墓

群、南部墓群、紫金城城址内城3个主要保护管理区，包含
视频复核子系统、入侵报警子系统，前端107个监控摄像头、
80个紧急报警和80个在线巡更设备、11套泄露报警电缆和
11套声敏报警设备。综合安防管理平台是一个多媒体操作控
制管理平台，能够选择各种功能模块（入侵报警、音视频复
核、电子巡查、出入口控制）进行系统扩充，通过网络设备连
接相应的安防系统，在统一的多媒体平台上进行集中控制管
理，并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联动、协调工作。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派出所2016年8月成立，
主要负责遗址区治安管理工作，为遗址区安防工作提供专
业指导和执法力量。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设立保
卫科，海昏文旅公司设立安保所，是专门的安保部门。管理
局建立了一支10人组成的遗址区巡逻队伍，每天开展安
全巡查，与安防监控联动巡更打卡，通过微信管理平台监
督，保证遗址安全。遗址管理局每月不定期开展安全抽
查，召开安全保护工作点评会，健全遗址安全、应急、日常
监测和维护等制度和方案，每半年最少开展一次安全培训
和演练。遗址已经连续7年实现“文物安全年”。

守牢底线 构建多方协作安全保护机制

海昏藏宝 刘贺墓园保护展示繁华再现

刘贺墓园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 10000多（件）套，品
类繁多。其中480件、重达120公斤的马蹄金、麟趾金、金
饼和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
最集中的一次发现；汉墓一次性出土五铢钱数量最多，
达十余吨，300多万枚；海昏侯墓出土的漆衣镜匣背面绘
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孔子画像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孔子
像；刘贺墓出土的漆衣镜匣正面上方绘东王公像与西王
母像，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东王公会西王母”传说
的考古实物；海昏侯墓考古出土了五千多枚竹简和近百
版木牍，是迄今出土西汉竹简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多
种古代文献在两千年后重现，其中更是包括迄今最早发
现的失传1800多年之久的《齐论语》，是我国简牍发现史
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2020 年建成开放，
展陈总面积约 8819 平方米，展陈体系主要分为基本陈
列“金色海昏”，专题展览“书香海昏”“丹漆海昏”，互动
展区“遇见海昏”，以及临时展厅。“金色海昏”主要展示
汉代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展陈面积 4828平方米。展出
珍贵文物 1200余件（套）。展陈通过文物陈列、多媒体互

动、雕塑模型、空间场景、主题演绎等多种方式，以豫章
海昏侯国建立者刘贺人生轨迹、生前死后生活为主线，
以故事叙事手法，反映在世界大背景之下西汉繁荣时
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特点，展示其高度发达的物
质文明；展示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反映西汉皇室、列
侯精致日常生活，体现西汉时代强盛，体现海昏侯国文
化遗存见证南方开发、中西文化交流等历史意义，讲好
文物背后的故事，以物鉴史，让文物“活”起来。以历史
文化视角切入展览这一理念，在目前国内同类博物馆
中属于首创。“书香海昏”主要展示海昏侯国遗址出土
文物海昏简牍，展陈面积 397平方米，分为文翰时空、简
牍经纬和汉简墨酣三个单元。“丹漆海昏”主要展示汉
代海昏侯国遗址出土文物海昏漆器，展陈面积为 510平
方米，分为大气华章、漆器万象、髹物乾坤三个单元。互
动展区“遇见海昏”面积 2159平方米，设置汉学书苑、衣
冠礼乐、八音和鸣、海昏典藏、惊鸿一瞥、投壶游戏、妙
手回春、钿车宝马、掌上海昏和巧夺天工等展项，以多
元科技手段诠释海昏侯国文物背后故事，增强文化体
验感。

品种繁多 遗址博物馆展陈精彩呈现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为了让文物更好地活起
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海昏侯
国遗址公园建设。南昌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南昌汉代海
昏侯国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分步推进公园项目落
地实施。2017年 6月，管理局组织完成了《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
东南大学齐康院士领衔担纲，完成了遗址博物馆、游客
中心等项目建筑设计。2017年 12月，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遗址公园
建设按照“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要求，以大投入落实大保护，以大建设带动大发展，投
入 38亿余元，全面完成“一馆（遗址博物馆）、一心（游客
中心及配套设施）、一园（刘贺墓园保护展示一期）、一
道（紫金大道及延长线）”等遗址公园一期项目建设。遗
址博物馆建设用地面积约 11.88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39330平方米，地下 1层，地面 2层，局部 3层（含夹层），
建筑物高度 18 米，综合容纳展示陈列、文化交流、文物
库藏、研究保护、考古研究基地、管理服务、后勤设备七
大功能板块，工程荣获 2020-2021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
奖。游客中心建设用地面积约 7.67 公顷，总建筑面积
9903 平方米，建筑主体面积 7920 平方米，层数 2 层，综
合容纳咨询售票、候车换乘、休憩茶饮、展示宣传、观演
会议、VIP 休息、管理用房、设备用房等八大功能板块。

紫金大道工程项目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南起G105国道
公桩 1697处，远期对接规划莘洲大道，北至大塘坪乡联
合村的现状X043乡道，全长约 17.11千米（含紫金大道
至博物馆连接道路 2.152千米），双向 4车道（预留双向 6
车道），是连通遗址公园与中心城区，辐射周边区域的
综合性旅游道路。2020 年 9 月 23 日，由南昌市人民政
府、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管理局承办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开园仪式在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举行。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开园以来，不断加强特色文旅活
动，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开展海昏品牌经
营，完善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同时深入开展海昏文
化进社区、诵读儒家经典、海昏历史文化论坛等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普及文物保护和历史知识。2021
年遗址公园成功创建4A级旅游景区，并入选“全国文化
遗产旅游百强案例”；2022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
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开园以来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 420.70余万人次，各项经营收入约 1.12亿元，
达成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局面，正日益
成为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江西样本”和江西文化旅游“金
名片”。

（撰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 夏清平 彭
印䃂）

活化利用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建成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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