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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明朝初期，由明太祖朱元璋设计并监工，近百万工匠参与

修建了南京明城墙，现在所称的南京明城墙一般是指当时的内城城墙。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南京明城

墙在长度和规模上都可以称作是世界第一。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沿革，南京明城墙的作用

和功能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这期间，城墙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其的保护措施也随之

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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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j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one of the four ancient capitals of China.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designed and worked by Emperor Taizu Yuanzhang Zhu, nearly one million craftsmen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njing Ming City Wall. The now-called Nanjing Ming City Wall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inner city wall at that time. No matter in history or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Ming 
City Wall of Nanjing is called the first in the world in its length and scale. However, with the conti-
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Nanjing 
Ming City Wall gradually changed. During this period,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ity wall gradu-
ally emerged, and people’s protection measures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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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南京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六朝古都，更是一座文化名城，见证了从六朝到民国时期的变迁与兴衰。

明朝时期建立的南京明城墙，是南京的一张名片，记载了南京城的发展和沿革，是当时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象征。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南京已经成为了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了国际化的大都市，但与此同时，南京明城墙的保护与利用也面临着更多的挑

战。 
合理进行保护、利用、开发，为明城墙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与意义，从而进一步带动南京的发展，是

南京市政府的目标，也是南京市民的共同心愿。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8 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就对古城墙等文化遗产开始有了较为系统性的保护意识，法国建筑师杜克提

出，要对古建筑进行充分、详尽的调查，尽可能修复还原其原风格。1931 年，《雅典宪章》颁布，建立

相关法律来保护古城墙及其周边环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保护古迹周边环境的法律。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通过了《威尼斯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提出了必须依据历史文

献、利用科学技术修复文化遗产的要求。在此之后，法国、英国、日本等各个国家纷纷修订了相关法律，

对文化遗迹提出了保护建议。 
我国的古城墙保护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北京古城墙的拆保问题，白敦庸[1]、梁思成和陈占祥

[2]等学者提出应当对其进行修缮并重新开发利用，并提出了创新、巧妙的规划方案，但仍有许多学者主

张古城墙阻碍了北京城的发展，在他们的坚持下城墙最终被拆除了。20 世纪末，马正林[3]、王少华[4]
等学者开始对南京、西安等古城墙的保护与利用方面进行研究，2000 年之后，国内对其他古城墙的研究

逐渐增多，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目前的保护措施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颁布保护古城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

度。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地方政府陆续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西安历史

名城保护规划》《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丽江古城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与

规划方案，旨在加强对古城墙的保护和管理。二、建立古城墙遗址保护公园。例如，意大利卢卡市政府

将卢卡城墙及周边地区建设成生活休闲公园，让当地居民的生活能够与历史文化相融合，加深对城墙的

了解。三、建立相关城墙的博物馆。例如，苏州、南京等城市均建立了城墙博物馆，从城墙的设计思想、

建造历史、施工技术、文化传承等方面，全面地展示了古城墙的历史文化及遗产价值。四、对古城墙与

其他历史建筑整体上进行再次开发利用，延续其价值意义。例如，意大利的费拉拉市将当地中世纪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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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与费拉拉大学相结合，成为了当地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 

2. 明城墙的建设历程 

明城墙始建于明朝建国时期，象征着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是我国唯一一个在江南地区建造的统

一全国的都城城墙，在我国的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南京明城墙不同于北方方正规矩的城墙，大胆地

打破常规，依照南京城的地势起伏来建，整体上呈不规则状，依山傍水，顺势而为。不论是规模恢弘的

内瓮城，还是构思精巧的水关涵闸，都体现了其独特的设计思想和精湛的建造工艺。 
明朝期间，南京明城墙一直保存完好，直到清军攻占南京时，明城墙受到了大范围的破坏，到了清

朝中期已经几乎成为了废墟；1851 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战争的影响下明城墙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

1927 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城不久之后，为了加快南京城的发展，引发了南京城墙的“拆”、“保”

之争，主张拆除城墙，将城砖用于军校建设，但是这个提议很快便遭到了徐悲鸿、孙科、亨利·墨菲等

各界人士的反对；1934 年，《关于南京城防建议案》出台，认为应当对城墙进行保护和修缮，并将其作

为城墙工作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城市发展的需要，北京掀起了一波拆城热潮，并很快地席卷了南京，当时的江

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公然反对拆城，并联合其他人共同抵制拆城热潮，金琦、刘敦桢等人也积极争取，

最终使得拆城工作没有实施。 
改革开放之后，南京市政府开始系统性地开展南京明城墙的保护工作。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市

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保护城墙的通告》《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方法》《南

京明城墙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一些学者也开始收集整理明城墙的规划理念、不恰当的开发利

用及其解决措施等文献资料，进一步推动了保护工作的实施[5]。 

3. 南京明城墙功能演变 

3.1. 军事防御功能 

在古代，军事防御功能是建造城墙的主要目的之一，明城墙最初的作用也是保护都城安全，免受敌

人攻击。 
南京明城墙在建造时因地制宜，四周依靠长江、幕府山、钟山、四望山等天然防线，充分利用自然

屏障，使得南京城有着易守难攻的特点。 
在明朝之前，战争中往往使用冷兵器，而到了明朝时期，火器开始逐渐应用起来，对城墙的建造工

艺和质量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明城墙中大量使用更加坚硬抗打击的青砖和粘度较高的糯米汁和石灰，

同时加大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将其设计成弧状，更是进一步加强了明城墙的抗压性和稳固性。例如在太

平天国时期，南京城就是依靠明城墙坚持了 11 年没有被攻陷[6]。 

3.2. 政治功能 

作为都城，南京明城墙在政治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监督了明城墙的

修建，彰显了皇家的庄重与宏伟，每一块砖石都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展现了皇家对都城的重视与

期望。 
在南京城的布局上，沿着皇城与宫城的中轴线，自南向北建立了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

天门，符合封建宫阙的传统制度“五门之制”。在南京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呈几何对称，体现了南

京城不规则中的规整布局。 
明城墙由四重城墙组成，其长度和规模在当时均位居世界之首，庞大的城墙体现了朱元璋控制全国

https://doi.org/10.12677/ulu.2024.121006


庄丰萌 
 

 

DOI: 10.12677/ulu.2024.121006 50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的雄心壮志，体现了“国中之土”的传统思想。其雄伟在当时百姓眼中更是代表着皇权的地位和权威，

在一定程度加强了国家稳定[7]。 

3.3. 历史文化功能 

明成祖登基后将都城迁往北京，南京城的政治作用逐渐削减，而在新中国后，尤其是步入了新时代，

明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历史文化功能逐渐凸显出来。 
南京被誉为六朝古都，本身就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沉淀，而作为唯一一座建造在南方的

城墙，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不容忽视。1956 年和 1988 年，南京明城墙先后被列为江苏省级、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

要任务。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明城墙，使其彰显出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南京政府和市民共同的心愿。

数十年来，南京市政府坚持不懈地保护和利用明城墙，努力发挥其作为历史文物地文化艺术，不仅守护

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8]。 

4. 南京明城墙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4.1. 明城墙的破损 

明城墙经历了数百年的天灾人祸，已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而在近年来，

由于城市扩张和城市更新，明城墙的一些段落更是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和拆除，目前，城墙的许多区段

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松动、开裂、膨胀等，严重一点的还出现了表面城砖脱离墙体，甚至是墙体大面积或

局部坍塌的现象[9]。 

4.2. 市民对明城墙的保护意识较低 

由于部分市民认为明城墙的保护工作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和自己无关，同时对明城墙的相关历史

也不够了解，导致市民对明城墙的保护意识较低。然而，南京明城墙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而是

要政府、市民、企业等多方主体互相配合，积极参与到保护明城墙地工作中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市

民对明城墙地保护意识较低，对于相关问题关心程度不够，导致在日常的保护行为以及商议决策的过程

中缺少参与度[10]。 

4.3. 没有建立规范化的保护体系 

目前，由于明城墙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依旧不够完善，价值导向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够统

一，导致不能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城墙保护体系。所以，除了需要多数人的参与，明城墙的保护还应该形

成规范化、标准化的规范与准则，但是在保护的过程中，关于城墙的保护机制并不完善，导致政府、人

民、专家和学者之间不能形成一致的价值共识，多方主体间的沟通和配合都不到位，使得对南京明城墙

的保护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有时甚至会起到反面的作用。 

4.4. 明城墙对游客的吸引力远小于其他景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明城墙周边的道路宽度不满足人流要求，人车拥挤，

并且高大的城墙会对行人的心理上造成压迫感，无法在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其次，明城墙部

分区段的改造开发过于商业化，新增的设计形象过于突兀，与明城墙原有的淳朴厚重不够和谐，同时在

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最后，明城墙与周边景区的联系较小，如夫子庙、老门东、大报恩寺等，

应当在建设时更加注重景点之间、景点与居民区之间的关系，增加居民对景点的参与程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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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明城墙保护对策建议 

5.1.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保护机构 

南京城墙保护已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范畴，南京市还出台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城墙保护提供了法律

保障。但是，目前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应当不断地调

整、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明城墙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支持。同时，也应当落实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精神，对于破坏明城墙或不配合保护明城墙的个人或集体应当依法处罚，从而从源头上减少不利

于南京明城墙保护的行为。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南京城墙的保护工作，下设南京城墙

保护管理中心具体实施。 

5.2.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保护意识 

长期以来，由于宣传工作的不到位，导致许多市民或企业等不了解保护南京明城墙的重要性，所以

破坏城墙及其周边环境的行为时常发生。因此，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宣传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相

关法律法规，使得公众了解到明城墙对南京市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公众对城墙保护的认识和意识。同时，

也可以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和公众参与项目，例如到中小学开展讲座或知识问答活动，培养青少年对城墙

保护的兴趣和责任感[12]。 

5.3. 平衡明城墙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关系 

保护和开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好两者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充分挖掘明城墙的

历史文化，更能充分发挥南京明城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合理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同步开展旅

游业，通过娱乐项目、VR 体验等科技、文创方式，将隐藏在明城墙宏伟壮观表面下的文化底蕴展现出来，

让游客对明城墙的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打造南京明城墙的特色品牌，研发文创产品，增强明城

墙的文化影响力[13]。 

5.4. 利用科学技术，解决控制明城墙的结构病害 

南京明城墙的沿线较长、结构复杂，导致不同区段的城墙所具有的结构病害和安全隐患均不完全相

同，因此要定期对明城墙进行安全检测，为制定下一步的保护方案提供依据和参考。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负责定期组织人员对城墙进行监测和巡查，并记录每次巡查的数据，对不同

时间的数据进行对比，这样在明城墙出现隐患时便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将危险和险情扼杀在萌芽状

态。同时，对受损严重的段落进行重点修缮，以保持其历史风貌和建筑特色。同时，也要积极发动群众

的力量，发现城墙存在险情时及时通知相关工作单位。 
由于人工巡查的人力、物力等成本都比较高，并且还有可能出现偶然性误差，所以在人工巡查的基

础上还应当搭配自动检测。通过物联网等高新技术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并将其上传到管理平台，进行实

时分析。自动检测包括但不限于裂缝检测、位移监测、沉降监测、鼓胀监测、渗水监测等[14]。 

6. 结论 

本文分析了南京明城墙的建设历程和数百年来的功能转变，针对目前明城墙在保护与利用上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旨在为明城墙的保护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明城墙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长久的

工作，只有从政府到居民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持续、科学、严谨地推进城墙保护工作，才能让这座古

老的城墙重新焕发生机，实现城市发展和历史传承的和谐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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