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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一年仅开放3天的世界文化遗产
徐达墓、李文忠墓昨天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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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电影院片区开街，有望成扬州新网红
“老建筑+新场景”叠加效应打造文旅融合地标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常年关闭的世界文化遗产明中山
王陵园（徐达墓）、明岐阳王陵园（李文忠墓）对公众开放，当天上午9
时便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也有明代功臣后裔从外地
特意赶来祭拜。据悉，这两处明代功臣墓一年仅开放三天，分别是4
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以及每年6月第二
个周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然/文 赵杰/摄

游客探秘一年仅开放三天的世界文化遗产

4月18日，扬州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苏北电影院经过2
年多的更新改造迎来焕新重生。重生后的苏北电影院不仅保留了老
电影的放映功能，还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展陈，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一
个更加立体、沉浸式的体验空间。“老建筑+新场景”的叠加效应，让
这里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融合地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潇 文/摄

扬州苏北电影院焕新归来

苏州考古博物馆位于上方山
石湖景区，居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越城遗址东北，占地面积约一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972.53平
方米。其建筑方案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程泰宁设计，
建筑整体呈多边形几何体块，造
型简洁挺拔，与周边环境自然协
调，融为一体，是崭新的开放型专
题博物馆。苏州考古博物馆是江
苏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也
是苏州地区全景式展示和宣传

“文明溯源”与“考古成果”的专题
博物馆。

据介绍，苏州考古博物馆将
展示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马
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直
至近现代，整个苏州有人类活动以
来的历史。将通过各个时期代表
性的发掘成果，主要是陶器，向观
众展示苏州历史发展的整体脉
络。通过文物的展陈，对观众了解
苏州历史的全貌发挥直观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今年 2
月，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
吴1号墓顺利搬迁至苏州考古博

物馆，墓室 1:1 复原后，面积约
150平方米，这将是整个江浙沪地
区博物馆中体量最大的展品。而
在今年 3月，苏州考古博物馆正
式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招募的
志愿者服务内容涵盖展厅讲解、
咨询导览、社区宣讲、摄影摄像、
活动策划、考古资料整理、活动辅
助等。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太湖东
岸，是文化交流的枢纽，从新石器
时代开始各种文化因素传播汇
集，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区域之
一。2025年3月27日至28日，江

苏省考古学会 2024 年会举办。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负责的苏州市
姑苏区北园遗址获评“江苏省考
古学会 2024 年度田野考古重要
成果推介”。《企致集——苏州考
古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江苏苏州
姑苏区相门仓街唐贞元十七年墓
发掘简报》获评“江苏省考古学会
2024年度优秀考古成果推介”。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
还透露，苏州考古博物馆在开馆
后将举办“东南首邑——苏州城
市考古成果展”巡展，以儿童节为
主题的相关展览也在策划中。

“百馆之城”苏州即将重磅
迎新。4月 18日，苏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召开新闻通气
会，现代快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筹建三年之久的江苏省内首座
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苏州
考古博物馆，开馆在即，时间初
步定在今年的“5·18国际博物
馆日”前后。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高达

当天上午9时，现代快报记者
在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90
号的徐达墓门口看到，市民游客
已经排起了长队，进行简单的身
份信息登记后便可免费入内。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8点多就有很
多人来了，我们甚至还提前了一
点开门的。”

进入陵园内，便可看到明太
祖御笔亲题的神道碑，碑文中还
藏着中国古代碑刻中罕见的“标
点符号”。在约 400 米长的神道
上，两侧分布有序列齐整的石像
生，依次是石马、石羊、石虎、武
将、文臣各一对。石像生阵列肃
穆，文臣武将衣袂间仍带着金陵
王气。

“朱元璋把孝陵位置定好以
后，就把钟山之阴作为陪葬墓的
区域，最早的是洪武二年入葬的
常遇春墓，位于富贵山隧道口
……”现场，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的讲解，吸
引了很多市民游客聚拢而来。

钟山南麓坐落着世界文化遗
产明孝陵。而在钟山北麓，还分
布着一批明代功臣墓，包括徐达、
常遇春、李杰、邓愈、李文忠、仇
成、吴良、吴桢等明代早期功臣的

墓葬。这些明功臣墓呈拱卫状护
卫着明孝陵陵寝，形成众星捧月
的布局，为历代帝陵中所独有。

据龚巨平介绍，在2003年明
孝陵成为世界遗产的同时，六处
功臣墓也就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的组成部分。徐达墓石刻是目前
明代功臣墓里保存得比较好的一
组，除了入口的牌坊是后来修复
重建的，其他包括神道碑、石马、
石羊、石虎、文臣、武将，这些都还
在原来的位置上，600多年来一直
没有移动过。“这些石刻经历了
600多年的风雨，还是会有自然沉
降、病态裂隙等问题。我们每年
都在做一个科学的监测，如果常
年对外开放，对这几年的监测数
据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每年仅开
放三天，是为了能够获取更科学
精确的数据，为后续的石刻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

龚巨平表示：“这些年来，也
发掘了大量的徐家后裔的墓葬，
在南京市博物馆的展厅里，可以
看到很多徐达家族墓出土的精美
文物。我们通过这个地面上的石
刻和地下的出土文物，可以构建
一个明代社会的整体面貌，为我
们研究明代的历史、文化、经济、

科技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
资料。”

当天上午，徐达墓不远处的
李文忠墓也迎来了它今年的第一
个开放日，大量市民游客涌入，一
探究竟。南京市民齐先生说：“我
在这附近住了几十年了，也是第
一次进来，比较好奇里面究竟是
什么样。”

李文忠墓坐北朝南，分前中
后三部分。前为神道，有一个神
道碑，上面尚有一些字迹依稀可
以辨认，两个望柱矗立在神道左
右，一个石马，石羊、石虎、武将、
文臣各两个，依次排列。顺着神
道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享堂遗址，
多个石柱础散落草地中，再往后
走，便是墓冢。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墓冢前
摆放着一束菊花，还有酒。原来
这是李文忠第二十三世孙李龙带
来的，“为了今天能早点过来，昨
天我就坐火车从安徽滁州的明光
赶到南京了，今天一早8点就到这
里来了，感觉很亲切。”李龙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去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他们组织了李氏宗亲到
这里来，朗读祭文，送上鲜花，还
带来了当地的酒。

走进苏北电影院片区，扑面
而来的是浓厚的历史气息与鲜活
的现代文明交织碰撞。老建筑的
水泥墙上，《南征北战》《小兵张
嘎》等经典老电影海报在阳光下
泛着岁月的光泽，正中央“苏北电
影院”五个红色大字、上方的五角
星及下方的工农兵人物雕塑，在
修缮后焕然一新，仿佛在诉说着
往昔的热闹场景。

1949年，苏北电影院前身“上
海大戏院”正式建成，成为扬州第
一家专业电影院，放映的第一部
电影是《乌鸦与麻雀》。1951年，
电影院被国家收购，正式改名为

“苏北电影院”。当年，苏北电影
院人气爆棚，每天都要放映三四
场电影，节假日放映六场。1985
年 12月，扬州市文化局统一批准
颁发数十张“江苏省固定电影放
映单位登记证”，“苏扬影”字第1
号就是扬州市苏北电影院。2004

年，随着其他群众娱乐方式的兴
起，苏北电影院在营业的第56个
年头落下帷幕，成为几代扬州人
的集体记忆。

2022 年底，广陵路迎来改善
更新。作为更新试点的重要一
环，苏北电影院片区迎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据苏北电影院设计
人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毛聿川
介绍，团队经实地考察，最终选取
1952 年的建筑外观作为改造蓝
本，通过史料分析推导，恢复了上
世纪五十年代外立面基本形式，
连后期添加的二楼挑空中层也予
以保留，只为还原最原汁原味的
历史风貌。在内部空间改造上，
原本的观众席区域被匠心打造成
展示扬州电影放映史的展厅。“苏
北有影”“广陵时空”等五个主题
板块错落有致，200余张珍贵老照
片、1951年首张放映许可证、1985
年“苏扬影字第1号”登记证等老

物件整齐陈列，配合前沿数字技
术，重现昔日光影盛景。二楼展示
区的胶片墙更是一大亮点，那些从
场地清理时发现的老胶片，虽不足
原有数量的 10%，却串联起超
2000部电影放映的辉煌过往。

与此同时，有熊酒店也与苏
北电影院历史建筑群深度融合，
携手著名建筑设计师共同打造了

“住进历史”的高端旅居体验，通
过活化历史空间、融合多元业态，
填补了古城高端文旅住宿空白。

广陵古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苏北电影院改造过程中秉持“修
旧如旧、活化传承”理念，完整保
留了红色大字、工农兵雕塑等历
史符号，让老建筑“开口说话”，以

“文化地标＋精品商业”的复合形
态让古城地标重获新生。当天开
街的苏北电影院街区不仅是城市
记忆的活态博物馆，更是古城有
机更新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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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3年，苏州考古博物馆预计下月开馆
全景式展示和宣传“文明溯源”与“考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