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沿线省市的18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承载、传承着长江流域千年文脉。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长江边的一段古
城墙，是长江上游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
池防御工事，也是流传了千余年的“长江活文
化”。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延续和保护南溪的古城墙，便成为当地一代又
一代“守护人”的共同责任。

7月，川南进入雨季汛期。每到雨后的清
晨，陈勇和张海海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长
江边，围着心中牵挂的古城墙走走看看。4个月
前，“70后”的陈勇卸下南溪区文物管理所所长
一职，到南溪朱德旧居陈列馆任馆长，但多年养
成“去老城墙看看”的习惯一时还无法改掉。接
任南溪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一职的是“80后”的张
海海，他有着和陈勇同样的习惯，是源于工作的
职责和刻在骨子里对家乡的热爱。在南溪土生
土长的两人，先后从前辈手中接过守护古城墙
的“接力棒”。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守护和传承
好长江边的古城墙，让中华文明之花永久绽放！

南溪县城，始名“奋戎”城，始建于唐禧宗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当时县城所在地又称

“仙源坝”。南溪城墙，初为土城墙，到明天顺
年间（1457年—1464年）始筑石城墙。如今，城
墙、城基保存较为完整的约1100米长的临江古
城墙，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中熠熠生辉。南
溪城墙为研究我国古代城池防御工事、水利防
洪设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连接古城墙
之一的“文明门”城楼，更是有着“万里长江第
一门”之美誉，是古城南溪的象征。2013年，南
溪古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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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南溪区，长江、古城墙、城市，融合在一起。

父子“交接棒”
让子子孙孙能够知道城墙历史
陈勇在南溪从事与文物、文化相关的工作

已有18年，特别是担任第四任南溪区文物管理
所所长这几年，他更是深知自己肩负古城墙守
护的重要使命。

谭永章、王荫泽、颜灵，陈勇接受采访时提
到自己非常尊敬的三位前辈（任）所长。从20世
纪80年代末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后，各地才正
式成立文物管理所。从“接棒”文物保护开始，
正是他们一代代传承着对南溪城墙的守护责
任。尤其是第三任所长颜灵，截至2021年退
休，已经从事文物（文化）保护工作超过40年，南
溪古城墙的“省保”“国保”都是在其任上牵头组
织申报成功的。

父辈的耳濡目染也是让陈勇当上城墙守护
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父亲陈志荣曾是原南溪县
文化馆的副馆长兼文管员，是文化系统的老人，
也是上一辈古城墙的守护人。父亲在世时对古
城墙的守护和嘱托，让陈勇记忆深刻。守护传
承好古城墙，让后人能够知道历史，从小就融入
了他的生活。

对古城墙修复和保护就是父亲的工作，父
亲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一直影响着陈勇。
那时陈勇经常去父亲办公室“蹭”书看，特别是
关于古城墙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的书。陈勇
口中津津乐道的四川土司奢崇明叛乱之战，讲 在古城墙边休闲的人们。

古城墙边的理发师。

的就是明朝天启年间奢崇明起兵反叛朝
廷，攻陷南溪，致使城墙遭受极大破坏，知
县王硕辅举家自杀殉国的壮烈故事，“看
着这些印记斑驳的古城墙，有时眼前就会
浮现出古战场上厮杀的激烈场面。”

让陈勇等南溪人感到特别骄傲的是，
南溪还与我们敬爱的朱德元帅有关。
1916年初，朱德随蔡锷将军入川护国讨
袁，战争结束后率部驻防泸州、南溪一带，
曾在位于县城官仓街的陈家大院（今南溪
朱德旧居）居住。在南溪6年的学习生活
中，朱德思想发生极大转变，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朱德毅然摆脱
了旧军队的羁绊，从南溪城墙的“文明门”
码头出发，远赴欧洲寻找革命真理，1922
年11月他在德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得水运之利，近代南溪经济文化得到
较快发展，涌现出了一些在省内甚至全国
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如被称为四
川引进碑学第一人的“字妖”包弼臣、甘于
守贫的清官曾继光等，以及清末民初“川
南文豪”钟致和、“五粮液”创始人邓子均
等。他们奠定了南溪城市的文化底色：

“诗书江城，文酒仙乡”。
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南溪古城

墙拍摄取景时，陈勇仅有七八岁。当时，
父亲做的是电影备案、接洽等工作。在拍
摄河边打斗那一幕时，陈勇和伙伴们还偷

着在古城墙下“追星”。电影《草莽英雄》
在“文明门”城楼拍摄时，很多当地人还去
当了群众演员。

陈勇告诉记者，从1982年以来，先后
有不少电影制片厂、电视制作中心在此取
景，拍摄过《自古英雄出少年》《镖王》《草
莽英雄》《九根毛》《大鸿米店》《青年刘伯
承》《我的法兰西岁月》《三峡恋》《雾柳镇》
《热血码头》等10余部电影、电视剧，在全
国很多报刊、画报上都刊登过有关文明门
城楼的文章和图片。这些流传至今的经
典影视作品，也成为南溪响当当的“文化
名片”。

哥俩“交接棒”
城墙的修缮保护工作得以延续

7月19日清晨，前一夜的雷阵雨让陈
勇和张海海几乎都没有了睡意。早上6点
多，两人不约而同来到长江边，绕着古城
墙走一圈，看看雷雨天气是否影响到古城
墙的安全。

一大早，记者随着陈勇的脚步，从古
城墙西面起点出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
板，往东面步行。他说，自己喜欢沿着长
江上游方向往下走，这样绕着古城墙来回
走一圈，约2.2公里的长度，差不多要走半

个小时。
“哟，勇哥，你也来走一圈啊！”
“就是，习惯了，一下了雨就想来走走

看看。对了，文明门城楼的修缮进展如何
了？”

“放心！前些天区委才召开了初步设

计方案汇报交流会，修缮计划资金也已落
实到位，一切都在稳步推进。”

采访当日，记者和陈勇步行至文明门
时，恰好遇见了同样前来察看城墙安全的
张海海。互相寒暄之后，两人开始边走边
聊。

雨后，南溪古城墙的两代守护人陈勇（左）和张海海行走在城墙边。

宜宾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守护
长江边千年古城墙焕发新活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暄伍雪梅 伍勇 杜卓滨摄影报道

两人是多年的同事、哥们儿，这些
年也一起守护着南溪古城墙。在陈勇
担任文管所所长期间，他参与了文明
门城楼保护性修缮的方案编制和资金
申请等前期工作。如今，接任所长一
职的张海海，正按照此前陈勇交接的
工作（计划），继续开展城墙的修缮保
护工作。

文明门城楼处于古城墙的中轴
位，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清乾隆二十九
年（公元1764年）重修，重檐歇山顶，抬
梁式砖木结构，一楼一底。城楼两侧
设台基、山门。楼内设各式寿字花窗、
花格灯龙锦通体隔扇门；屋面覆小青
瓦，檐下施滴水；正脊塑二龙戏珠、灵
芝彩云；戗脊饰仙人、狻猊等脊兽。整
个建筑翼角高翘、曲线优美、不落俗
套，融汇了官式与民间造法。楼前有
上世纪40年代由县人集资修建的5台
64级石阶码头与之相连，使城楼更加
巍峨壮观、气度非凡。

三百多年前，南溪知县王大骐曾
登上文明门城楼，写下了气势恢宏的
《登城》诗一首，其中“身坐落霞思不
浅，晚风岸泊楚江船”所描绘的，正是
在轻盈如梦的黄昏里欣赏无边江景的
闲适意境，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由于年久失修，目前文明门暂未
对游人开放。但在不久的将来，大家
都可以登上修缮后的文明门城楼，真
切感受古人凭栏远眺的惬意与豁达！”
张海海透露，2023年至2025年，拟完
成南溪城墙——文明门城墙城楼修缮
项目，这也是南溪古城历史文化风貌
改造提升项目的重要部分，也是他现
在的主要工作之一。

古城墙是张海海从小上学的“必
经之路”。张海海说，他的上学路其
实不必经过古城墙，但是为了好玩，
他和同学们放学后时常绕道爬古城
楼玩耍，爬爬城楼、躲在城墙上歇凉、
扔下书包去踩水等，围绕古城墙的儿
时记忆，挥之不去。长大后，他的工
作职责也是守护古城墙，这让他更深
有感触：“我们守护的不是一座没有
言语的石头城墙，我们守护的，是一
代又一代人铭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
记忆！”

历史“交接棒”
就是留住它原有的“样子”

岁月无声，潮落潮涨。战争、水
患，时常威胁和破坏着脆弱的古城
墙。记者看到，平均高度约6米的古城
墙历经岁月沧桑，由一块块大小不一、
横竖堆砌的石头构成，石头上风化的
痕迹和生长在石头缝间的小草大树，
是城墙历经岁月沉淀的历史见证。陈
勇解释说，这与当时城墙的建造工艺
分不开，“古人用糯米浆灌浆加固，作
为城墙石头间的黏合剂，让城墙更加
稳固。一直以来，石缝里的糯米浆长
期滋养着这些树木，所以它们长势喜
人。”

在陈勇的守护记忆中，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担心：春夏季怕雷雨狂风
天气，担心大风大雨会导致树木倒伏，
从而引发城墙墙体被树根带垮的隐
患；秋冬季怕火，担心火患会影响木结
构城楼建筑的安全。

可即使再小心，古城墙也不免受
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陈勇还清楚记
得，他在任期间古城墙“受伤”最严重
的一次是2020年夏天，前一晚的狂风
暴雨和雷电肆虐后，他一早去查看就
发现古城墙上两棵有几十年树龄的

大树被吹倒了，但幸运的是坚固的古
城墙没有被“带垮”。当时，为了古城
墙的稳固性，文物部门也曾考虑过把
树木大规模整体移植，“可是，没有了
树木滋生的古城墙，就没有了历史的
痕迹和沧桑。我们不能因为图省事，
就放弃历史的见证，应尽可能地把树
保留下来，多加强巡查和修缮，才是
最好的保护。”陈勇说，每年区文物管
理所都会聘请专业的园林公司统一
对树木进行修枝去叶，特别是对有重
大安全隐患的树木和墙体实施重点

“照顾”，“从2023年起，我们拟启动南
溪城墙抢险排危项目，对城墙全段约
216棵树木是否危害墙体进行‘把脉’，
确认构成严重安全隐患的，该移植的
移植，该砍掉的砍掉，全力保证城墙
的安全！”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对古城墙本体
及地下进行考古、勘探等工作时，陈
勇、张海海两人的回答出奇一致：在现
有技术无法有效支撑应对城墙地下考
古，同时还会伴生各种无法预料的突
发情况之下，对它最好的保护，就是守
护好它原有的样子！

文化“交接棒”
是留给下一代的文化自信

我国古代以“得水为上”“沿河设
城”作为城址选择的通则。长江作为
中国第一大江河，无论是其长度、流域
面积还是水量，都是其他河流无法企
及的，这就为沿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打下了基础，南溪古城也不例外。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对于南
溪人来说，古城墙是每一个人生活中
的记忆。一提到长江边的古城墙，南
溪人如数家珍。一代接一代人的传
承，古城墙不仅赋予了南溪人与生俱
来的文化自信，更养成了这座城市大
气、包容的人文性格。

宜宾市南溪区史志研究学会理事
长涂安华认为，南溪古城墙从最初修
筑于唐代的土城墙、只具有单一军事
性质的“奋戎城”，过渡到宋代县域治
所的迁入，成为市民的主要生活空间，
从而实现和促进了由过去单一军事性
质的“城”向多功能“城”与“市”合而为
一的“城市”衍生转换。一座集政治、
军事、商贸、文化、娱乐、消费于一体的
多功能中心城市，历经宋、元、明、清、
民国直至当代，承载着诸多历史变迁，
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一座城市的发展
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因此，南溪应汲
取古人智慧，珍视文化遗产，充分利用

“临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地域优势，把
南溪水城建设得更加美好。

据资料显示，为了更好地留住它
原有的样子，不管是主管部门，还是南
溪市民，都在无形中守护着古城墙。
近几十年来，除了维护工作外，南溪区
更是花足心思对古城墙进行集中修缮
保护。早在1976年至1988年，南溪便
投入3.45万元，对文明门城楼进行了
维修加固和环境整治，这也是有记录
的第一次对沿江古建筑进行集中修
缮。随后这些年，南溪多次对城墙、城
楼进行集中修缮保护。

在下大功夫保护好、传承好古城
墙和特有的长江文化的同时，今年7
月起，南溪区通过南溪城墙保护利用
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增强南溪古城活
力，探寻文旅发展的新方向。如今，
这些屹立千年、“跨越”时空的古老资
源，正成为长江上游文化传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古城墙上的文明门城楼，有着“万里长江第
一门”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