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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打造好这张名片，对于南京的人文环

境和经济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宗旨

，在7月底召开的江苏省旅游工作会议上，南京提出了未来5

年将全面整合城墙沿线旅游资源，打响“世界第一城垣”品

牌，着力打造成一批独有特色的民国文化、明文化等“极品

”，建成辐射华东、影响全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会展中

心。 南京要创“世界第一城垣”品牌的口号，在社会上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事涉旅游资源开发和文物保护，这个“

口号”更是在旅游界和文物部门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世界

第一城垣”的内涵以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它对促进南京的

城市建设以及对于旅游经济贡献的具体体现在哪里？由此引

发的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如何破解？记者昨天就

此进行了采访。 专家：南京明城墙本来就是“天下第一” 

在7月底召开的一个苏州旅游会议上，初听到规划部门见诸于

文字的“世界第一城垣”字样，有人就怀疑地说，口号罢了

，付诸实施尚待时日，起码5年内不可能。然而，面对质疑声

，有关专家不以为然：南京的城墙本来就是“天下第一”，

所谓“打造”是指推广，并非建造。南京市文物局的一位专

家如数家珍。 他向记者介绍，南京城的城墙高度一般在14米

到21米之间，城基的宽度为14米左右，顶部的宽度在4米到9

米之间。大部分的城墙都先用花岗岩或石灰岩的条石做基础

，上面再用大砖垒砌内外两壁和顶部，内外壁之间常用碎砖



、砾石和黄土层层夯实。城墙顶部和内外两壁的砖缝里，都

浇灌一种“夹浆”。这种夹浆用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或

再加桐油掺和而成，凝固后粘着力很强，使城墙能够经久不

坏。墙顶用砖铺成地面并砌成“雉堞”(指城墙顶部靠外一侧

的锯齿状矮墙)，并有石制的泄水槽以排出雨水。城基部分每

隔一定距离也设有排水洞，将城墙内侧的积水排出城外。因

此，南京城的基础工程和防护工程都是比较牢固的，故能屹

立至今600多年之久。城墙现存21.35公里，仍然是我国最大的

一座砖城，并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南京明城

墙为应天府城即京城，城门计有13座，水关两座。城墙上还

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座，以供军事防守之用。在城的中

央还建有钟楼和鼓楼。 这13座城门的上部，都建有高耸的城

楼，而以聚宝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和通济三座城门各有

城墙四道，每两道之间的空间称为“瓮城”，可作为战时的

防守之用。聚宝门是这些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城楼以下部

分基本保存完整，而且有所谓“藏军洞”的特殊设施。“藏

军洞”实际上就是里端封闭的砖券门洞，在战时可供兵士休

息和用来存放军事物资。这种“藏军洞”在聚宝门最南一道

的城墙上计有两层共13个，左右两侧的城墙下部又各有7个，

加起来有27个。据说，每洞可容纳兵士100人以上，共可藏兵

达3000人以上。这种设施在我国古代的其他大城中是极为少

见的。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

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木质

再加铁皮做成的两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都从城门洞里

通过。 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

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区的防、排水



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在秦淮河出

、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

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栅门以防潜水入城之敌。东水关内

侧还设有33座瓮洞，分为3层(上面两层为藏兵洞)，下层(中洞

可通船)通水。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

”(即武庙闸)、前湖的半山园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

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

，设计巧妙、结构合理。 老外认为明城墙旅游“资本”不够

格 记者在采访中有一个感受就是，似乎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

和专家对于采访话题，都有点不愿意过深的谈及。 在经过多

次辗转后，南京市旅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终于向记

者透露，近两三年内不会专门针对明城墙作相应的旅游规划

。因为，打造“世界第一城垣”仅仅是一个理念，更多的意

义则体现在文物保护方面。 从这位官员的嘴里，记者听到了

一个可能叫南京人咋舌的讯息：南京市民一直引以为豪的明

城墙，到了国外旅游专家的眼里居然并不咋的。据其介绍，

几年前国家旅游局对南京的旅游资源作了一次普查和定级，

南京特级旅游资源一个也没有，中山陵、总统府等景点只被

定为一级旅游资源，而众人皆知的明城墙仅被定为二级旅游

资源。该官员称，南京明城墙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讲，其意

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旅游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在两个方面，一

是对客人的吸引力，二是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明城墙在

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该官员更是透露，目前正

在进行的南京整体旅游规划过程中，来自西班牙的旅游专家

对南京明城墙的打分相当低。尽管南京方面的旅游学者们对

此提出了异议，但“老外”们始终认为明城墙只能用来散散



步，其旅游产品和形式过于单一，不能作为一个旅游卖点和

亮点来对其作出相应的旅游规划方案，或许明城墙因其厚重

的历史沉淀的确有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它在旅游领域却并

不够“资本”，因为每个领域有其不同的衡量标准。 南京三

年前就打出“世界第一”口号 但是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刑定

康，却与国外旅游专家意见相左。他表示，国外的旅游专家

之所以对南京明城墙打分很低，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明城墙“

认识”还不够、“了解”还不深，明城墙不被他们看好的真

正原因是其旅游开发不充分。 邢副局长介绍说，其实早在九

十年代初，南京就已经开始往外推“明城墙”这个旅游资源

，而两三年前，南京在对外的旅游宣传口号中就已经提出了

“明城墙世界第一城垣”的旅游形象，甚至早在五六年前，

南京市纪委、规划局和旅游局就联手编制了《南京明城墙风

光带旅游规划》。 目前明城墙作为旅游景点来经营的有台城

和中华门城堡，然而这两个景点的游客量和经济收入都不是

很理想，“当然除去诸多客观因素外，归根结底是明城墙一

直未得到充分的包装、宣传和利用。”刑定康指出，例如可

以制作相应的DVD，展示南京明城墙的文化、军事结构、主

要战役等，还可以举行一些诸如进城仪式等类似的参与性活

动，将秦淮河的游船活动与参观明城墙相结合等，都能达到

非常不错的旅游宣传效果，然而很可惜这些宣传和包装明城

墙的旅游开发工作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 刑定康认为，将33

公里长的明城墙都用来作旅游开发也行不通，这会对文物保

护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将个别几个“点”重点拎出来作

旅游景点，但整个城墙应当作文物来保护才是良策。 例如，

中华门城堡在整个明城墙风光带中是最亮的一个点，不仅气



势宏伟、外形保存完整，它的瓮城结构还含有极其高的科技

含量，这都能充分展示南京明城墙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震撼力

。再如将汉中门城墙主题与广场文化相结合，也显得相当有

文化力度，能让市民零距离地感受明城墙特有的气势和文化

。 “明城墙作为南京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的确有一定的吸

引力，但一个好的旅游资源不一定是好的旅游产品。”南京

理工大学旅游经济专家冯根耀教授认为，明城墙既然作为历

史文物，但其历史题材的资源并未得到很好的挖掘。他指出

，一个完善的旅游产品需具备包装、品牌、市场等很多因素

，一个旅游产品销售给游客，并得到游客的认可才算成功。

可以利用明城墙的来由、军事地位等一些历史故事，加深其

内涵，因为游客不仅要看，还要听，这样看过之后还能玩味

。同时，明文化一直以来是南京旅游的一张名片，明城墙可

以和明孝陵这样具备明文化特点的景点连成“片”，整体包

装上市。由于明城墙并不连贯，针对相对分散的特点，可以

分期开发，先拣出重要的一段来开发和包装。 当然，南京明

城墙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旅游产品推向市场，并作出品牌，还

需要下大工夫，前期积累、产品设计、功能设施齐备等方面

都相当重要，当然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能单纯

为GDP而损害祖宗遗产 “保护的目的是利用，利用的基础是

保护，不保护好，就谈不上后续的开发和利用”，目前旅游

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该如何平衡，已经成为众多领域专家的

焦点，南京理工大学旅游经济专家冯根耀说，保护分为两个

方面，一是保护历史文物的本来面目，二是“修旧如旧”，

保持其原汁原味，所有的旅游开发都应与文物原有的主题相

吻合，如果进行一些人为的雕琢，将是对文物本来的文化底



蕴极大的伤害。例如，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在这方面就做得相

当不错，保持了它的残缺美，不加任何修饰，因此近期也被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冯根耀

建议，可以将南京明城墙作为城市风光的“观景台”，沿城

墙观看现代化的南京、生态绿化的南京，同时在其周围开发

一些与其风格相吻合的旅游活动和项目，丰富它的旅游形式

。 南京市文物局一位专家说，其实现在已经不比从前，大家

对旅游资源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已经都有了一个比

较正确的认识：就是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再谈具体的开发，

毕竟不能单纯的为了GDP而损害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 

据了解，为了保护好明城墙，南京已经多次对其进行了维修

。据南京城墙管理处葛处长称，今年明城墙维修工程现在还

没有正式开工，将要进行维修的月牙湖和富贵山两处工程尚

未开始招标。至于这两处明城墙维修工程何时才能开工，葛

处长表示自己并不知情。记者向其求证，对于明城墙维修的

相关方案，以前好像存在很大的设计上的争议，现在是否得

到合理的解决？葛处长告诉记者，当初，确实有人曾经提议

在明城墙上安装观光电梯，让游客可以乘电梯观赏明城墙的

美丽风景，一些媒体当时也有报道，目前，还只是一种构想

。当记者问及观光电梯是否有实施的可能性时，葛处长回答

，对于明城墙的整体规划修建方案应该属于南京市规划局管

理，如果这个方案经过市规划局讨论通过，那么还会继续上

报国家相关机构审批。 “世界第一城垣”的另一个意义 “世

界第一城垣口号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意义！”东南大学一位

城建专家认为，虽然它的提出，目前还停留在理念和口号的

层面，但是它具有大气魄，一旦其真正的落实，就是一个真



正的大手笔，除了将有力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外，更将对

南京的城市建设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位专家认为，这个

口号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不长的时间内，一定能见到他的

“峥嵘”面孔。 这位专家所言是有事实为根据的。南京近年

城市建设几次大的发展，都和诸次大“事件”有关。1995

年10月，第三届城市运动会在南京召开，南京的城建上了一

个台阶；2001年9月，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又为南京的城建

发展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今年10月召开的“十运会”更是使

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大放异彩；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

到，2008年“世界城市高层论坛”将在南京召开，届时，世

界20多个国家元首将汇聚南京，这样高层次的论坛是南京历

史没有过的。有关人士认为，这将是南京城建再上台阶的一

个重要契机，3年以后，南京将迎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城建开发

热潮。 南京市规划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认为，“南京第

一城垣”口号的提出，是有现实背景做基础的，其意义在某

种程度上是超越单纯的旅游层面的，它不仅具有“经济学”

上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实施，将更大的提升南京的城

市形象，全方位的提高南京的竞争力，同时也将有助于增加

南京市民的信心和对古老家园的认同感。因此，这个口号的

提出，不应该是个“悬念”，它的精彩表现很快就能为市民

所感受到。 南京明城墙简介 南京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

璋(1328-1398)定都南京的产物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上唯建造

在江南的统一全国的都城城墙。 它始建于元末至正二十六年(

即公元1366年)，建成于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6年)，历

时21年之久。从内到外由宫城、皇城、京城、外廓四重城墙

构成。其中，南京京城墙，不循古代都城取方形或者矩形的



旧制，设计思想独特、建造工艺精湛、规模恢弘雄壮，在钟

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蜿蜒盘桓达33.676公里，比首都北京

的古城墙还长出0.776公里。而南京古城墙的外廓城周长则

为60公里。 数百年的沧桑，宫城、皇城、外廓三圈城墙已毁

坏殆尽，惟有高大的京城墙，除城门等木构建筑不复存在，

城墙依然屹立。所以，现在通常所称的“南京城墙”、“南

京明城墙”即指京城墙。 南京的城墙，为我国古代军事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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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

墙都无法与之比拟，可谓是继我国秦长城之后的又一历史奇

观。 经近年抢救性修复，现在明城墙的完好总长度已经达

到23.743公里。南京市委、市政府还不惜拨出重金，先后建成

了以古城墙为背景、护城河为依托的“月牙湖公园”，建造

了能够传递历史信息的“水西门遗址广场”和以瓮城、城墙

为主题的新建筑群体“汉中门市民休闲广场”等。 相关链接

＜＜＜ 北京修城，市民20天捐砖1.8万 关于保护城墙的消息，

近一段时间在北京不绝于耳。上个世纪曾致力于把城墙拆毁

的这个城市，现在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已残存不多的城墙遗

迹。 总长2.4公里的皇城根遗址公园日前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

西侧迤北建成开放。政府投资8亿元，迁走皇城墙遗址上

的966户居民，栽种草坪4万平方米、灌木4.4万余株，移植

了2000多棵胸径10厘米以上大树及一批珍贵树种。但是，人

们已难找回这段早已被拆除的城墙的记忆，工程部门只作了

一小段象征性的复原。 关于城墙的另一则消息是，北京市已

作出决定，将目前仅存的一段约1公里长的东南内城城墙遗址

，整理开放为明城墙遗址公园。估计此项投资将更为巨大，



蚕食城墙遗址的数千个危旧房将被彻底拆除。目前，遗址公

园正在设计之中。 北京市曾在全市发起一场“爱北京城、捐

城墙砖”活动，仅20天就收到市民们捐来的城墙砖1.8万块。 

西安城墙的保护与利用 西安城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西安市区内。西安城墙是明代初年在唐长安城皇城城墙

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是中世纪后期中国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

一，是全国古城中保存较完整、规模最大的城墙。建于明洪

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1378)，城墙用黄土分层夯筑。东墙

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1米

，周长13.7公里。东北两面比唐长安皇城扩展了约1/3。墙

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墙顶内外沿筑女墙，

外沿女墙有垛口5984个，内沿女墙无垛口，城墙外壁四周有

马面98个，上建墩楼。马面长12米，宽20米，高与城墙相同

。为了保存和利用西安城墙，从1982年起，西安人民开始了

西安环城公园的建设，对城墙进行加固补修。复原了魁星楼

、敌楼和南门闸楼，用石块镶砌河岸。在城楼、箭楼、角楼

、敌楼上开辟博物馆，增加旅游设施。护城河与城墙绿色林

带相配合，成为城市一大景观。为了增加古城池的可观赏性

，又将城墙附近的高层建筑进行了拆迁，主要城门内外有多

处建为广场、绿地，成为人们游玩览胜的好去处。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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