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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人修建的忽必烈铜
像，因为破坏了整体的“废墟
感”，也通过切割的方法整体
向西挪动了 45 米。“现在，我
们做遗产保护，即便是钉一块
木头，挖一块砖瓦展示，都要
经过论证。”齐齐格说，“上次
一家单位准备在大安阁建新
楼阁，经过专家论证，认为不
科学，被否决了。”

“现在有很多宫殿和城墙
还没有对游客开放，还有一些
宫殿尚须进一步考古发掘证
实，并且论证是否适合对外展
示。如果专家论证不适合对
外开放展示，我们绝对不会开
放”任进奇说。

“舍不得离开风水宝地”

从 1996 年元上都启动申
遗以来，曾有过两次比较大的

移民。第一次是 1999 年，将
占据元上都外城遗址多年的

“五一”种畜场四分场搬迁出遗
址，清理出约36万吨现场建筑
垃圾，这一次共搬迁牧户 103
户。为了满足世界遗产生态保
护的要求，蓝旗在申遗前拆除
了核心区的现代建筑。2011
年春天，又从离遗址核心区比
较近的地方搬出了92户居民。

“小时候就听风水先生说，
这是块风水宝地，我们蒙古族
皇帝的根基在这里，有点舍不
得搬。”蒙古族牧民巴特说，“不
过，全世界人都来这里旅游，经
济会更繁荣，我们老百姓也能
获益吧！”

当时蓝旗政府负责为乔迁
的牧民雇人、雇车、拆房、租借蒙
古包，并为搬迁居民提供廉租
房。“我现在虽然不能在草原放
牧，可家里盖了棚圈养牲口，觉得

日子过得还不错。”汉族牧民尹义
成对搬迁后的生活还挺满意。

据介绍，农牧民搬迁后，大
多自谋出路，有的开出租，有的
在上都电厂打工。正蓝旗政府
也下拨了一些项目，优先为牧
民安置工作。现在有一部分牧
民到上都镇居住，一部分搬到
了离核心区更远的村子。

蒙古族老人沙·东希格
对元上都遗址感情深厚，“每
次看到一片废墟的元上都，
都会流泪，它就好像是蒙古
民族的心脏，这颗心脏已经
停止了跳动太久太久。”在他
看来，申遗成功令这片废墟
重生，我们的这颗心脏，也重
新开始跳动。”

上都镇的房子会增值

上都镇是蓝旗政府所在

地，距离元上都遗址核心部分
20 公里，街道干净整齐，建筑
簇新，行人很少，盛夏气温只
有 20 度左右，是一座舒适的
避暑小镇。

在上都镇，处处能感到“元
上都”的气息。市中心最显眼的
几处地方就是忽必烈广场、“元
上都夏宫”大酒店和元上都博物
馆。忽必烈广场中央端坐着巨
大的忽必烈雕塑，还修建了一座
大足球场，塑料草绿茵茵，夜晚
镇上居民领着孩子们在广场上
放“孔明灯”玩。

目前，上都镇的很多地方
都在盖新住宅小区。一些北京
等地的外地人也来这里买房，
房价大概每平米两三千元。因
为离元上都较近，很多人预计，
这里的房子以后会增值。据高
部长介绍，未来很快要在镇上
的一片湖区建湿地公园。

马可·波罗以后，欧洲人对元上都一
直充满浓郁的兴趣。元上都研究专家魏
坚说，在国外元上都研究上，欧洲学者做
得最好，也最权威。

蒙古族老人沙·东希格清楚记得，
1985年5月17日，他接待了一位来自英
国伦敦某大学历史系女教授，带着她的丈
夫还有两个翻译来到元上都。当时沙·
东希格只是当地对元上都比较了解的
小学教师，女教授说：“我们从距这里一
万多公里的地方来，一公里一美元，我
不想白来，一定要好好了解元上都。”接
下来三天，从早上五六点到晚上七八
点，女教授都在和东希格讨论元上都，

“连城垣上砖石的尺寸都问得很详细。”
后来27年间，东希格又接待过很

多不少前来考察研究的外国人，而他本
人每年花在自费研究元上都的钱要一
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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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一美元”

忽必烈广场的足球场。 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很多农牧民搬迁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