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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路上新，千年驿置首次开放！
记者｜孔冰欣

　　如今的我们依然能够想象，经过悬泉置的歌声伴着驼铃声，从西域欢乐飘荡，直至长安。

万里黄沙，千年驿置。丝路上新，待我出行。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每年前往“朝圣”的

游客大军仿似远征匈奴的勇士。而河西走廊敦煌与瓜州

交界处安敦公路南侧的山下戈壁滩上，那座从汉代延续

使用至唐、宋的戈壁驿站，大伙儿又是否知晓？

悬泉置遗址，来头同样很大。2014 年 6 月，它作为

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点位之一，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到今年 5 月 1 日，悬泉置遗址景

区交旅融合综合体项目正式对游客开放，也就是说，古

老的丝路邮驿现已翩翩归来，像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

将引领人们重返往昔辉煌记忆，醉笑驰骋阳关道。

蠢蠢欲动的笔者，不禁盘算起如何合理使用剩余年

假的问题了……

按 1 ∶ 1 的比例复原

据悉，悬泉置交旅融合综合体项目将与悬泉置遗址、

悬泉，以及在建的悬泉置数字展示中心共同构成交旅融

合一体化运营的景区，成为国内首个“交旅融合”世界

文化遗产景区。“过往司乘人员和游客可以在街区里停车、

休憩、购物，前往按 1 ∶ 1 的比例复原的悬泉置和数字

展示中心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悬泉清凉。”

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除了在柳格高速公路上设

置出入口外，车辆还可通过新增的 ETC 收费门架，从省

道 314 线抵达景区，实现高速与省道的服务区共享。一

言概之：更便捷、玩得爽。

立足戈壁沙漠特殊地貌，悬泉置交旅融合综合体采

用了下沉式设计风格——建筑以“裂缝中的重生”为灵

感，街区下部结构位于地平面以下，寓意风沙掩埋后的

悬泉置在戈壁裂缝中满血复活。走进街区，两侧建筑物

古香古色，斗拱、纹饰等汉代装饰细节随处可见，且其

间聚集了餐饮、特产销售等业态，这边厢沙棘汁、杏干、

红枣一派陇味诱惑，那边厢开了家“沪上阿姨”奶茶店，

主打一个覆盖多地、全年龄段吃货，舌尖心计费思量。

在按 1 ∶ 1 的比例复原的悬泉置，可见高大的正方

形院墙内，邮驿署、书佐署、议事署、置夫署等建筑分

区面貌分明、井井有条，俨然一部“活”的史书。讲解

员表示，绝大部分陈设都是根据悬泉置出土文物的记载

夕阳下的敦煌悬泉置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