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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城墙南京明城墙：：一座古城的崭新文化名片一座古城的崭新文化名片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595460214@qq.com

市民在小桃园里休闲娱乐

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
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对于我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传承文明、增强文化
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明城墙是我国明清城墙的典型代表，
已成为南京城的文化象征，同时也是我国重要
的历史文化遗产。1988年，南京城墙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和2012年，南
京城墙两次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预备名单。2014年7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支
持下成立联合申遗办，明确南京为申遗牵头城
市，其他申遗城市西安、兴城、荆州等陆续加
入，一个众志成“城”的时代缓缓展开。

在2018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华门
瓮城旁打下了一根桩基，总建筑面积达12000
平方米的新南京城墙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建
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城墙专题博物

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地，不仅展示南
京城墙的宝贝，也将展示中国的古城墙。

目前南京城墙博物馆施工已经进入最关键
的环节——展览陈列和内装阶段，预计将于
2021年10月试开放。为推进南京城墙博物馆
建设工作，夯实博物馆展陈基础，经过三年多的
努力，已新征文物藏品2500余件，包括金属、纸
质、档案、照片等各类，时代从六朝到民国，大大
丰富了文物藏品的数量和品种。博物馆还将通
过借展、复制、数字化等方式为展陈组织展品。
届时，南京的老城墙又将焕发新的光彩。

“申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保护
和利用，让城墙成为这座城市历史发展、文化
传承的物化见证。”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维中说，政府和市民为此
做出的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正是一个城市深
沉的文化自信、强韧的文化自觉的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近年来，南京市积极探
索对南京历史文化地位以及新特征的理解和
认识，持续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今
年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南京
市文旅局开展了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
评选、“城市遗址的能量”主题宣讲等系列活
动，进一步促进了南京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让文化遗产成为大家共同的“多彩未来”。

明城墙，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原真
性最好、极具中国古城代表性的城市城墙，一
头连接着过去，一头连接着现在和未来。时光
在砖石上流转，历史在这里凝结。它是南京文
化的符号，也是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历史文
化名城递给世界的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片。

南京城墙逶迤舒展，深邃而坚韧地伫立于
此，等待着携故事而来的人们，为南京城墙的
未来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通讯员 宗宁 记者 魏志民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把刀，走进城门抄一抄……”这首朗朗上口、极具特色的童谣，被一代代生活在城墙脚下
的南京人传唱。南京明城墙迄今已有650多年历史，一砖一石、一门一洞，藏贮着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从修缮保护到活化
利用，崭新、古朴、亮丽的南京明城墙已成为百姓摸得着、进得去的“民城墙”，成为南京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地标之一。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年
（1366年），完成于明洪武末年，前后历时近
三十年。系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儒生朱昇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后，集全
国之力建成的都城城垣。建成后的南京城
分外郭、京城、皇城、宫城四道城墙，其中京
城城墙长35.267公里，有城门13座，水关
两座，垛口13616个，窝城200座。城墙高
约14-21米，底厚14米，为当时世界第一
大城。历经650多年，南京明城墙饱受风
雨，现在完整保存了25.091公里，是世界最
长、原真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设计独特，被形容为
“人穷其谋、地尽其险、天造地设”，体现了
“天人合一”“皇权天授”等思想。与传统城
墙砌筑形式大有不同，南京明城墙不遵循古
代都城取方形或者矩形的旧制，其修建的方
向多与地形、山峦、水系相呼应，“皆据岗垄
之脊，控江湖之势”，并由内往外总体呈现环
套之格局，在钟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蜿蜒
盘桓。不管是其京城的城墙还是城外的外
郭，都有世界第一大城垣的美誉。

“万里长城博物在，壮观雄伟又一宗。”
南京明城墙作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
城垣建造技术集大成之作，无论历史价值、
观赏价值、考古价值以及建筑设计、规模、

功能等诸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典范，可谓
是继中国秦长城之后的又一历史奇观。

南京明城墙的13座城门，目前尚存明代
城门4座，分别是聚宝门（中华门）、石城门
（汉西门）、神策门（和平门）和清凉门。除了
幸存的4座明城门外，其余现有的城门则为
后来修建、复建。关于13座城门，明清时期，
南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神策金川近
钟阜，仪凤定淮清石城，三山聚宝连通济，正
阳朝阳定太平。这首民谣将13座城门自北
向南、由西向东按逆时针方向串连起来。

南京明城墙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大小、重
量一样，数以亿计、连起来足以绕地球一圈的
铭文墙砖，这一块块墙砖凝聚着劳动人民的
智慧和血汗，南京明城墙的坚固有赖于此，南
京明城墙历经数百年风雨而雄风依旧，有赖
于此。南京媒体人、作家陈正荣常年关注、研
究明城墙，有感于它的伟大，创作了长篇小说
《大明城垣》，并于今年初正式出版。小说将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有机结合，从考古
学家发现的一块很特别的明代城砖写起，由
此揭开了一段尘封六百年的故事。小说中的
人物汤和七、铁柱、黄牛四……都取自南京城
墙砖上的名字，作者有意让这些匠人在小说
中复活，以艺术的形式为他们树碑立传，纪
念那些参加明城墙建设的匠人。

南京拥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文物丰沛，
不可移动文物共计2463处。朱自清曾这样评
价南京：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
时代侵蚀的遗痕。而明城墙就是南京城中规
模和体量最大的古董文物。由于多年的风雨
侵蚀、几经兵乱，明城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南京城墙的保护工作可回溯至上世纪
50年代，当时城墙本体因年久失修，无法登
城游览；城墙砖被拆卸用于城市建设，原
35.3公里长的明城墙，仅剩三分之二，墙体
结构普遍存在安全隐患。其间，政府采取应
急抢险措施，对现有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墙段
进行排危加固，使既有城墙段不再扩大损毁
范围，以保住城墙城门的本体。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明城墙进入大规模修缮阶段，这一
修就是30多年。

为加强南京城墙保护，促进城墙合理利
用，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南京市先后出台
城墙保护条例、城墙保护规划与修缮技术导
则等法规文件，科学规划与实施，与整治环境
并举，与历史文化资源相融合，与城市建设相
辅相成，在“修、护、防、测”等方面同时发力，
城墙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为加强对明城墙的
统一保护和管理，2014年2月，南京城墙保护
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改善了明城墙条块
式分割的管理状态。

现在，从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工程到
“颗粒归仓”城砖回收行动，南京城墙已经全
面建立起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保护体
系。未来，南京城墙监测预警平台将应用物
联网技术实时监控城墙状况，进一步推动明
城墙申遗和遗产本体保护。“这种监测预警平
台就是一台‘健康监控机’，嫁接了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既可以对城墙‘对症下药’还

可以提前预判，为保护提早介入干预提供可
能。”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文物保护部负责
人介绍说。

近年来，南京市精心打造明城墙风光带，
并将紫金山、玄武湖、长江、明城墙作为打造

“一山两水一城墙”的城市名片和开发国际旅
游产品的核心资源，奠定了城墙在旅游业的
地位，为城墙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鸡
鸣寺、夫子庙、老门东、大报恩寺遗址公园、阅
江楼……修缮后的南京城墙串起这一个个文
化地标，圈成一条美丽的“古城项链”。

南京城墙是一本无字之书，又是一部文
化史册。城墙青砖凝筑着它的文化，建筑布
局展现着它的艺术。如今，它鲜活地融入时
代浪潮，与南京现代城市生活和谐交融，厚重
而具活力，自信充满魅力，极力展现着南京这
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

文物古迹要活起来、文化遗产要得到传
承，首先就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冰冷走向有
温度，让老百姓有兴趣、有感情，愿意走进它、
了解它，否则保护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在南
京，城墙保护是一件全民参与的事儿。大家都
有同样的心愿——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明城墙。

2016年11月，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牵头
启动“颗粒归仓守护城墙”活动，鼓励市民提供散
落的明城砖线索。仅10多天，就收到241条有
效线索、回收近万块城砖；一年之中，共回收城砖
约8万块，可用于约3公里的明城墙维修。

“普通人也能为保护城墙做点什么。”在城
墙脚下长大的陶起鸣，多年来不仅作为志愿者
对家周边的城墙、古建进行巡查，还自学拍摄
制作微电影来宣传明城墙。林春华是南京城
墙保护志愿者协会的一员，由于常年开车穿梭
于南京城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明城墙就成
了他眼中最亲切的建筑。“这么多年来，看着明
城墙从外到内的变化，心里着实欣慰。就像看
着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友，经过精心调理，重新
有了傲视风霜的强健筋骨。”他说。

“明城墙作为南京文物保护利用的范本，
最大特点就是调动和发挥了人民群众作为
文化建设与传承的主体作用。”明城墙保护
与研究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
认为，包括专家学者、普通百姓在内的南京
市民，对明城墙保护达成了理性共识并各司
其职；政府也愿意倾听民声，将其纳入到决
策中。据了解，南京城墙志愿者协会成员，
从2014年协会成立的约100人，到目前已超
过600人，包括大学生、公务员、退休教师等
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群。随着城墙越来越
融入城市的建设和人们的生活，大家保护城
墙的意识越来越强。

城墙与城市相生相长、休戚与共。生
活在南京的市民，无论是住在老城南，还
是城东，都绕不开城墙，即便是问个路，
城墙也能成为指南针。650多岁的南京明
城墙是南京人的宝，是南京的文化名片。

2014年，南京城墙向公众全面开放，
沿城墙设立33个登城口，并在城墙内侧建
成了14公里长的生态绿化和慢行绿道系
统，勾勒出“南京明城墙风光带”，串联起
山水城林的城市景观。行走在城墙绿道
上，能看到秦淮河风光；泛舟秦淮河上，
一眼望得到城墙。“一城一河、城水相融”
的城市文化景观，处处皆惊喜。古老的明
城墙不仅和谐地融 入了建设发展，更成为
大众能看得见、摸得到的“民城墙”。

七十里城墙，一砖一石承载着这座城
市的历史记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主
要负责人说，文物保护工作，保护的是

“旧事物”，秉承的却是新理念。南京城墙
已走近市民，融入城市生活，也成为了城
市文化的新生长点。阅读、跑步、展览、
摄影、绘画、品茗、服装秀……古典与潮
流在这里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文艺范书吧“台城书房”位于解放门
临湖厅段城墙，城墙外侧便是波光粼粼的

玄武湖，书吧立面和地板均以青灰色的砖
体装饰，古色古香的原木书架纵横其间，
围合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阅读空间，古色
古香的书房与古老的城墙相得益彰。近年
来，南京城墙创新开展了一系列遗产活化
利用活动，进一步实现人与城的“零距
离”互动。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城墙开发了一些旅游休闲产品，如中华门
城堡、明城垣史博物馆、伏龟楼遗址展
厅、文化书坊、神策门遗址公园等，发挥
了城墙的旅游价值。同时还举办了一系列
的主题活动，如“1366城墙穿越跑” “城
门挂春联，江苏开门红”、环城70里、城
墙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等，推动南京
城墙走向世界。 “南京城墙是南京市的文
化名片，也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几乎每
个南京人都能说上一两段自己与城墙的不
解之缘，而这种缘分应该在城墙人的努力
下变得更加紧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主要负责人说。

对明城墙的修缮保护、整治开发与创新
利用，是南京留住城市文脉、建设古城、传承
历史的缩影。岁月千载，古老的城墙，历久
弥新。南京城墙的系统保护和科学利用，为
南京城墙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

巧工建造，壮观雄伟又一宗

科学保护，风光不与旧时同

公众携手，
保护之路赖与共

活化利用，古老明城醉碧空

共创申遗，文化自信在传承

明城墙铭文墙砖

台城樱花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