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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古城墙遗址中保存较好的城墙段之一，
即将对市民开放

老树下，长满青色苔藓的城墙依
然如旧；老树下，曾经消失在历史车轮
之中的太平门重现昔日风貌。

10月 23日，渝中区文管
所所长徐晓渝说，太平门
至人和门段城墙及城
门保护工程已经通
过专家验收，即
将对市民开
放。

太平门太平门
古城墙遗址古城墙遗址活起来活起来

市民可在城墙顶部漫步
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墙遗址地处下半城核心区

域，文物遗存30余处，包含城门、城墙、道路、排水沟、水
池、井、柱洞等各类遗迹，其中太平门、人和门两座城门遗
址是重庆城门遗址的典型代表。

徐晓渝说，该段城墙残长约546米，夯土甃石结构，
是重庆古城墙遗址中保存较好的城墙段之一。该段城墙
呈东北—西南走向，包括露明城墙6段约482米，掩埋城
墙4段约64米。综合考古调查、发掘、碳十四测年及文献
记载分析，该段城墙遗址始建于南宋，重筑于明初，明代
晚期、清代、民国经过多次修补。

在修缮过程中，文物专家按原样恢复缺失楼梯、楼梯
踏步，按原样补齐、恢复雉堞（古代城墙上掩护守城人用
的矮墙，也泛指城墙），还对风化严重的石材进行加固、对
石材表面进行封护。

为了让市民再次感受这座重庆城曾经的第一门，文
物修缮专家在对太平门遗址以及人和门遗址进行局部复
原保护的同时，还恢复了太平门内沟通上下半城之间的
通向白象街的台阶。同时，考虑到城墙修缮后将作为游
览通道使用，为保障游人安全会按照城墙原有雉堞形式
新做护栏。

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建起的步行系统，可让市民沿着
该段城墙顶部漫步。步行系统将保留城墙原有步行通道
约476米，还将新增一段长约20米、宽度不小于2.5米的
步行通道。其中，太平门城墙段对外步行接口共有两处，
分别接白象街和四方街。

而对于已毁城墙走向，文物修缮专家们在白象街人
行地面以及太平门城门前广场设置已毁城墙地面导引线
两段，总长度为233米。

修缮的是太平门内城门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近5米高、宽4米多的太平门古城

门其实只是太平门的内
城门，徐晓渝说，镌刻有

“太平门”三个大字的外
城门，即瓮城城门，早已
在历史的车轮中不复踪

迹。
与通远门一样，太平门也

是以瓮城的方式建造。也就是
说，完整的太平门有两道城门，如今

发掘出土的老城门是内城门。
在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太平门复原想象

图中，瓮城城门和太平门城门之间呈现90度的直
角，也就是说，人们穿过瓮城城门之后，需要向左转个弯，
才能顺着太平门城门进入重庆城中。

经过考古发掘，专家们已经知道太平门的内城门高
4.9米、宽4.4米。遗憾的是，人们在老照片中见到的太平
门瓮城城门大小，已经无从得知。

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的城门，赫然刻有“太平门”三
个大字。而在太平门内城门的门额上，铭刻的是“拥卫蜀
东”四个字。

在对太平门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专家们曾在巨大的城
门洞上，找到了五个小洞，它们开凿的年代与城门修筑的
年代相符，也就是说，它们是当年的城门建造者留下的。

那么，这五个小洞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同类
型的考古发掘以及现存城门的构造推断，太平门曾经有
巨大的城门，这些小洞上所插入的横木，就是为了用来闩
门的。

那么，木城门究竟有多大？近5米高、超过4米宽，它
的主要功用就是防御试图从城门进入的敌人。

太平门门洞可能封堵于民国时期
太平门被发现时，门洞早已被大小不一的石块封堵

得严严实实，那么太平门被废弃究竟是在何时呢？徐晓
渝说，太平门作为城门的功能消失，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潘
文华担任重庆市市长期间。

据史料记载，1926年北伐开始，潘文华被委任为重庆
督办，行伍出身的他觉得重庆更像是一处重要的军事交通
要塞，而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潘文华看来，“以
重庆市区30余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面
积容之，其拥挤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则无法解决。”

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潘文华成为重庆市市长，随即
开始实施计划已久的拓城大计。

潘文华将眼光首先瞄准了作为重庆母城唯一陆路通
道的通远门。通远门连接着重庆主城与外界。西可到成
都，北可通广安、达县，但门外却是一望无际的坟冢，是数
百年来市民祖宗安息的场所。

想把几十万座坟墓迁走建新城，比登天还难。为了
拓城，潘文华任命旅长郭勋祺出任迁坟局局长，并持枪在
手，放出狠话：“谁敢阻拦，枪不认人。”这才惊退民众，开
始陆续迁走通远门外的坟墓。

而根据文献记载，太平门被封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太平门附近曾是重庆昔日市中心所在地
虽然太平门始建于南宋，但是南宋时期的城墙绝大

部分毁于了战火之
中，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平门遗
址，修建于明代，它的建造者是明朝
初期重庆卫指挥使戴鼎，为了加强城墙的牢
固性，戴鼎摒弃了南宋墙砖的修筑方式，改为用
巨石垒筑城墙。
“太平门是十七门之首。”徐晓渝说，处于重庆

府署所在地的太平门，因其是整座城市的政治中心，
自宋末定位后便一直没有变动过。因此，重庆的城门

按过去的数法是以太平为首，依序按反时针方向绕城一
周。

而太平门附近的繁华，在重庆开埠时期达到了顶峰，
这和门内白象街的兴起息息相关。

《市中区志》如是写道，“城区最繁华的商业区在下半
城，原重庆府署改建的商业场（白象街附近）成为重庆最
繁华的商业中心。”

这里各大商铺洋行并起，百货、银楼、当铺、钱庄一应
俱全，相随而生的还有做工的袍哥与行帮。人们将各色
货物通过水运运至重庆，在这条并不宽敞的街道上忙碌
地交易。

白象街曾集重庆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于一身。
1886年这里成立了重庆最早的有线电报局。1891年重
庆开埠后，英、美、日等都在这里开设洋行，形成“金融
街”。随后报关行、运输行等也在此设立。到了20世纪
30年代，捷江公司、清光公司、太古公司、日清公司、怡和
公司、平平公司、招商局等都在白象街。

重庆古城墙是《管子》筑城思想的典范
重庆古城墙极具地域特色。徐晓渝说，中国古代城

市营建有两种模式：其一常见于北方平原城市，如西安、
开封等；其二常见于南方山地城市，比如重庆。

从筑城理念来看，《周礼·考工记》曾记载：“匠人营
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这种城池多为方形，城墙多用砖砌筑，设
有四门，城内设有中轴线，讲究左右对称，常见于北方平
原城市。

而在《管子》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过另外一种筑城方
式——“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
准绳。”这种筑城理念营建的城池往往因地制宜，平面形
状多为不规则形，城墙多用石头砌筑，城门结合地形变化
而设，数量不一，城内不讲究对称，依山就势设计城址布
局，常见于南方山地城市。

由此可见，重庆城就是《管子》筑城思想的典范。依
山傍水而建的重庆城，陡峭的山崖成为了城墙的组成部
分，奔腾的江水成为了最好的护城河。所有的城墙都是
因地制宜用巨大的石头修筑而成，石头不仅砌成了城墙，
也筑成了坚如磐石的一座座城门。

古代重庆城以崖为城以江为壕
在近些年一系列对重庆古城墙的考古发掘中，考古

专家们逐步明确了重庆城的筑城理念和思想。工作人员
说，“金城汤池，城堤一体”是历代筑城者的指导思想。

重庆古城城墙充分利用渝中半岛西高东低的地势特
点和两江环抱的地理优势构筑，东西最大高差达155米，
雄伟、峻拔，史家誉其“石城削天，字水盘郭”。

同时，城内布局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形成上、下
半城的城市空间格局，极具山城特色，而太平门至人和门
段城墙遗址正是下半城的重要一环。

古城墙夯土甃石，与明代以来城墙夯土甃砖传统有
着明显区别，墙体外高内低、多数无内墙的设计，也是山
地城池独有的地域特色。

虽然重庆城本就据险而守，但是筑城者们还是为城
门修筑了完备的瓮城，重城重壕的防御思想从头至尾贯
彻在了重庆古城墙的修筑之中。 据重庆日报

修 缮 完
毕的太平门
城门及城墙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