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墙未解之谜
赋予城市神秘色彩

南溪城墙原有 9 座城
门，分别为文明门、望瀛门、
萃金门、广福门、锦江门、服
远门、迎恩门、凤翔门、皇都
门，现存较为完整的仅有文
明门、广福门、望瀛门。其
中，连接古城墙之一的文明
门城楼，更有着“万里长江第
一门”之美誉，是古城南溪的
象征。

为啥当时要修建9座城
门？在这9座城门中，为啥
只有8座题写了匾额，唯独
广福门没有？当地文物研究
人员表示，他们曾翻阅了大
量的史料，都未找到记载，也
没有找到可以佐证的资料。
正是这些未解之谜，赋予了
南溪这座古城更多的神秘色
彩。

文明门城楼处于古城墙
的中轴位置，始建于明正德
年间，清朝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重修，重檐歇山
顶，抬梁式砖木结构，一楼
一底，面阔三间 10.9 米，进
深三间 7.5 米，通高 17.35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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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墁铺八方锦青砖。
整个建筑翼角高翘、曲线优
美、秀顷大方、不落俗套，融
汇了官式与民间造法。楼

前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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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门的核心中轴线（传
说中的“青云路”）以北，是
南溪最高学府南溪一中的
初中校区，当地人说走这条

“青云路”预示着学业高升、
平步青云。

南溪城墙上，还有约
200棵树木与墙体“连体”生
长，根与墙的完美融合，形成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什么
有这样美丽而奇特的景象？
当地研究人员介绍，这与当

时城墙的建造工艺分不开。
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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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缝里的
糯米浆长期滋养着这些树
木，所以它们长势喜人，使大
家才能欣赏到如此古朴的美
景。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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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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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古城墙与步道。

南溪古城墙文明门。 宜宾市南溪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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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古朴融合

宜宾长江畔的古城墙传承千年文脉

俯瞰南溪。宜宾市南溪区委宣传部供图

金沙江、岷江在宜宾交汇
成长江，滚滚东流。深秋的三
江交汇处，鸟飞鱼跃。南飞越
冬的红嘴鸥、成群结队的鱼儿、
岸边喂鱼观鸟的人群、三江六
岸的青山，在长江开始命名的
地方，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画卷。

当现代与古朴融合，就让
一座城有了独特的韵味。至今
留存在长江两岸的古城墙——
宜宾南溪城墙，也在诉说和传
承着长江流域千年的文脉。

离开宜宾市区，沿着长江
往下游约40公里处的宜宾市南
溪区老城区，依然屹立着长江
上游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
古代城池防御工事——南溪城
墙。这座长江边的古城墙，是
流传了千余年的“长江活文
化”，也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
一。2013年，南溪城墙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南溪县城，始名“奋戎”城，
始建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
年），当时县城所在地又被称为

“仙源坝”。南溪城墙，初为土
城 墙 ，到 明 朝 天 顺 年 间
（1457-1464年）始筑石城墙。

如今，城墙、城基保存较为
完整的约1100米临江古城墙，
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中熠熠
生辉。南溪古城墙为研究我国
古代城池防御工事、水利防洪
设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老资源“跨越”时空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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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南溪一代又一代“守护人”
却始终延续和保护着南溪的千年
文脉。一代接一代人的传承，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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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专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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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维艰。一座
城市的发展史，既是一部文化史，
更是一部心灵史，因此，南溪应汲
取古人智慧，珍视文化遗产，鉴往
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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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
信，南溪古城随着岁月流逝，其深
厚的历史文化必将呈现出更加独
特的价值与魅力。”该专家说。

为了更好地留住原有的样子，
不管是主管部门还是南溪市民，都
在无形中守护着古城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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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区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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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近年来，南溪通过不断
挖掘长江婚庆文化，探索“婚姻友
好城市”创建，以打造公园式婚姻
登记场所、露天婚俗博物馆、川南
婚纱摄影基地、专属消费体验区为
载体，通过举办长江婚典、“长江爱
情故事”银发婚姻纪念日活动等，
展现南溪区长江文化与婚姻文化
的魅力和活力，为南溪区的文化旅
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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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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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米临江古城墙

流传千余年的“长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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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古城墙，树根与城墙
完美融合。

古城墙边休闲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