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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8_A7_84_E5_c57_613546.htm 汪永平，南京工业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时担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是历史文化名

城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权威专家。 听到规划设计拟穿

越城墙开辟16条通道的消息，汪永平称自己“反对这事”。 

汪永平称，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越来越受

到公众的重视，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一边在花钱保

护，一边却在进行破坏性建设。 在汪看来，要从根子上解决

老城交通，最重要的工作是贯彻“老城做减法，新区做加法

”的原则，把老城内大企事业单位、居民外迁，减低人口密

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为老城寸土寸金，房产开发热

度不减，不少地块居住密度降不下来，城内越来越挤。“不

从根子上解决城市结构问题，即便是破墙开路，也解决不了

问题，结果却是破坏城墙的连续性和人文价值。”汪永平提

醒说。 破墙开路救不了交通 解放门维修完成、琵琶湖段完成

抢险⋯⋯南京明城墙在过去的几年间，确实越变越漂亮。按

照相关部门的统计，南京市共投入了40余亿元用于南京明城

墙的保护维修和环境整治工作，现存的城墙超过三分之二的

部分都已经过抢救性维修。 就在上个月前，南京还获得国家

开发银行10．7亿元的贷款，重点用于明城墙的环境整治。 记

者还了解到，在《2007年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任务

计划》中还明确，要重点实施中华门城堡-中山南路段、东水

关-武定门段、黑龙江路北侧城墙遗迹等明城墙风光带保护与



建设工程，为明城墙申遗奠定基础。 专家认为，在过去的几

年内，南京城建为明城墙做出的保护是有目共睹并值得充分

肯定的，但在保护建设的同时，对明城墙保持着历史的敬畏

依然不能放松。 今年南京重点维修三处明城墙 着手申遗，专

家建议维修之时更不能破坏 国家文物局最近公布了我国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一份重新确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明城墙榜上有名，但是作为明清城墙的“打包

”项目。 在《预备名单》中，记者看到第7项是明清城墙，

包括了兴城城墙（辽宁省兴城市）、南京城墙（江苏省南京

市）、西安城墙（陕西省西安市）。 专家说，国内某一处城

墙单独申报胜算很小，中国的明城墙很有特色，但由于各种

原因得以保留下来的不多，所以，把国内保存完好的明清城

墙成组地申报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这样可以完整地体现一段

时代的建筑文化风格。 南京西安等城墙“打包”申遗 1949年

以后，受到全国性拆除城墙思潮的影响，南京城墙也被部分

拆除。南京对于明城墙的有效保护则开始于1982年 1982年南

京市政府公布了《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城墙的通告》，

明确宣布城墙两侧为保护范围。 1988年南京城墙成为“国保

”单位。 1993年对太平门至解放门段进行维修，长度为1667

米。 1995年维修解放门至玄武门段，总长1466米。 1996年南

京市人大公布《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城墙保护从此走

上法制化道路。 1998年开始大规模城墙维修和环境整治工程

。 2003年中山门消险加固工程、小桃园城墙抢险加固工程等

。 2005年-2006年玄武门至解放门段维修、太平门至琵琶洲段

抢险维修等。 南京城墙世界第一大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明代洪

武年，历经600多年风雨而巍然屹立，是世界第一大城墙。 昨



天记者见到的《南京城墙保护及道路规划》，将35.267公里的

明城墙按照现状划分为三类：现存城墙（墙体基本完好或部

分完好）、城墙遗迹（城墙内外壁砖剥落而墙芯犹存）和城

墙遗址（地面上已基本无城墙痕迹）。规划在强调必须对明

城墙进行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对南京老城与外围新区间的道

路通道进行系统规划，并提出了相关建设条件。 16条通道要

穿城墙过 规划确定的思路是，新规划的道路尽量不穿过现存

城墙段落，尽可能多地设置在城墙遗迹和城墙遗址段落。对

于确实无法避免穿越现存城墙的通道，结合现存城墙缺口或

门洞进行规划，或采取下穿形式，尽可能减少对城墙的直接

影响。 在规划中，共设置了16条道路，位于现有城墙段落的

道路共有7条，其中5条利用现有城墙的豁口，其余2条采取下

穿方式穿越城墙；位于城墙遗迹段的规划道路共有4条；位于

城墙遗址段落的有5条。 “破墙开路”备受争议 600多岁的明

城墙成为南京历史文化名片的同时，客观上也成为城市交通

拓展的瓶颈，加上玄武湖、紫金山位于老城东部，也造成了

道路交通的割断，在有条件的城墙段落打通“断头路”是形

势所逼，民意所在。但不可忽视的是，明城墙属国家文物重

点保护单位，动土必须非常谨慎且要得到文物总局的点头认

可，因此列进规划的16条通道进展非常缓慢。 目前，鸣羊街

道路修到城墙下暂停，戴家巷西延尚无计划，而汉口西路西

延、建邺路西延已展开前期研究。有关专家提醒，如此事关

重大的城市规划事先应该进行公示，充分听取民意。 专家称

穿城墙宜建隧道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推进的察哈尔路西延工

程，就是这16条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条。初步方案是，要穿越

小桃园段明城墙直抵热河南路。按照计划，在穿越明城墙墙



体时，将破墙开路，然后新建三拱城门，目前正在申办相关

手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他将就此问题上书有

关部门，如果察哈尔路非得西延，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在不破

坏城墙整体的情况下，采用隧道下穿的方式。在该专家看来

，规划之所以不愿意采用下穿隧道的方式，主要是怕花钱，

“但这点钱与明城墙的价值比起来，太小了。” 中国可能没

有一个城市像南京，在城市中心有一片湖、一座山还有围成

一圈的明城墙。但伴随着城市交通的日益拥堵，这三大地标

对南京城市道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城墙，它将多

条南京老城与外围沟通的主干道就此打断。1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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