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海城， 即台州府城， 是浙东南现存最为完整的
千年古城。 它背靠北固， 前峙巾山， 东湖依于郭外，

灵江绕于东南， 正所谓 “江绕城、 城依山、 山水城”。

灵江见证着临海的沧桑， 喝着母亲河水成长的百
姓也同样惦记着灵江的喜怒哀乐。 历史上， 临海城最
严重的毁坏基本上都因为水患， 而以灵江上游山水和
下游潮水叠加激荡而成的大水灾最为致命。

前不久， “山潮叠加” 的罕见洪水又来了。

受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利奇马 ” 影
响， 8 月 10 日下午开始， 临海城区被淹， 紫阳老街
积水 1.5 米。

人类的命运不会再被风雨肆意主宰。 洪水面前，

来自浙江省内外的 “逆行者” 们， 众志成城， 驰援古
城。 同样坚守于此的， 还有一直护卫古城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台州府城墙。 城墙有三分之一的长度是
沿着灵江修筑， 犹如大堤， 1600 多年来勇敢地抵御
着洪水的冲击。 这次也不例外， “若没有城墙将汹涌
的水势挡一挡， 古城的老建筑可能就要被冲垮了”。

临海城挺住了！

雨过天晴 ， 水落潮退 ， 那巍巍砖墙 ， 现在还好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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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住了，风雨后的临海古长城
本报记者 赵征南

明长城的“师范”和“蓝本”

8 月 15 日，临海西门街，晴。 街道两边

的居民三三两两坐在门口，纳凉聊天。

积水退了，垃圾少了，店铺一改前几日

的萧条， 纷纷开门迎客……在各方救援力

量的接力奋战下， 古街已呈现出昔日的面

貌。 百姓正收拾心情，重建家园。

西门街和灵江之间， 隔着台州府城墙

的朝天门，现存门墙高 7.23 米。 这里是城

墙距灵江水最近的一段，也是防洪的前哨。

站在城门下， 临海市文保所所长彭连生抬

起头，一眼便能瞧见那条清晰的水渍线。

他的脑海中再次出现“利奇马”持续侵

袭临海 48 小时的惊心画面———“城墙外的

水漫过了城门上的匾额， 半扇城门也被洪

水冲破；10 日晚， 城墙在洪水浸泡中出现

内渗， 直径 3 厘米左右的水柱从砖石缝隙

中冲出； 洪水退去后，11 日晚间 23 点 30

分， 朝天门瓮城半弧处侧塌， 长 12 米，高

3.5 米”。

如今，侧塌区域被保护膜覆盖，外部已

搭起脚手架，修补工作正紧张准备中。为了

保护游客的安全， 原本对外开放的城墙景

区暂时关闭。

受损的朝天门瓮城呈弧形， 从朝天门

起， 到镇宁门止， 西北东南向一共保存有

六个突出于城墙墙体的平台， 也称为 “马

面”。 与一般古城的 “方形” 形制完全不

同， 其靠江的上游方向———即迎水面或呈

斜面， 或呈弧面。 这样半圆或半方半斜的

“马面” 形制， 全国独此一家， 是台州府

城墙建筑形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色。

彭连生向记者进一步解释了独特 “马

面”的用意：“灵江水直冲朝天门，然后随着

城墙南绕。 朝天门到镇宁门之间长约 788

米的城墙， 在洪水到来时都直接受到波涛

的冲击。 因此， 这一段马面没有按常规构

建。而弧形或斜形有利水流通畅，大幅度降

低了对江水的冲阻力， 提高了城墙的安全

系数。 ”

除了防洪， 始建于东晋的台州府城墙

当然也具有军事功能。

在城墙脚下，向北固山眺望，台州府城

墙仿佛一条巨龙，曲折蜿蜒，长卧于青翠山

间。静静立于城墙的敌台上，仿佛有军士站

在城头， 奋勇杀敌的一幕幕穿越历史的尘

埃，扑面而来……乍一看，让人有种置身于

北方，如同八达岭长城的既视感。著名文物

专家罗哲文曾感慨：“北固山一段， 建于危

崖之巅，飞舞盘旋，敌台林立，雉堞连云，城

楼高峙，与北京八达岭相较，可称双绝，称

之为‘江南八达岭’，并不过誉。 ”

为什么会如此接近？ 这与抗倭名将戚

继光有关。

明朝时 ， 东南沿海一代倭寇不时侵

扰。 在严峻的抗倭情势下， 戚继光调任浙

江， 并将加固城防作为重点， 提高防御能

力。

除了增厚和加高，戚继光将“修”变为

“创”。其中，便包括突破性的创造———空心

敌台， 在军事建筑史和城防史上画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在台州府城， 戚继光创造性地修建了

13 座 2 层空心敌台———“城上有台， 台上

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城外，纤

悉莫隐”。 这样的敌台跨越城墙内外两边，

内部空间大，可常驻兵力，且便于瞭望、防

守与传达信息。后来，戚继光推广他在台州

取得的成功经验， 到北方修建长城时大筑

空心敌台。

在罗哲文看来， 北京八达岭等北方长

城的雄姿， 均是经戚继光改进之后所留下

来的。可以说，临海古城墙堪称北京八达岭

等处长城的“师范”和“蓝本”。

难忘热闹江下街

截至记者发稿时， 台州府城墙一共发

现 8 处凹陷、10 余处内空 、20 余处鼓凸 、6

处管涌渗漏。 “从外观上看，城墙整体挺过

了洪水，暂时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仍需要

借助高科技手段，对城墙内部进行检查，全

面掌握城墙状态， 以此提出下一步的保护

方案。 ”彭连生说。

在临海的走访中， 多位市民向记者表

示，需尽快修复受损城墙，希望城墙“万年

不倒”。因为，台州府城墙是临海的门面，珍

藏着临海人的那份自豪和独家记忆。

临海人的记忆里， 总有着关于城墙的

童年往事。

“以前没什么好玩的。 就是爬城墙，踩

着凸出的墙砖上去， 然后从三四米高的地

方跳下来，看谁速度快，胆子大。 ”

“别人家的橙子树太高，在地面上够不

着， 我们就溜到城墙上， 伸手就能摘到橙

子。 ”

在往事的回首中， 大部分人都会提到

一个已经消失的地名———江下街： 过去毗

邻水陆码头，好不热闹。 现在几乎没有留下

任何痕迹。

临海本土文化学者李忠芳研究城墙历

史多年。 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他一直住在靖

越门的瓮城内，也是江下街的最东段。 他曾

亲眼目睹江下街的繁华———茶馆店、 大书

场、咸货店、南货店、小旅社、小饭店、剃头

店，古香古色的店面一家紧挨一家，叫卖的

吆喝声，悠远深长。

李忠芳告诉记者，江下街东起靖越门，

西止兴善门，北靠古长城，南临灵江水。 他

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在灵江边上捉小鱼，记

得古城墙头捕流萤，记得茶馆店外“免费”

听“大书”，记得顺着城墙串门到同学家里

交换看“小书”。

一墙之隔， 古城内民宅和江下街民居

的特点有着天壤之别。 古城内，民居多是四

合院，但它与北京四合院不同，多为四合院

楼，特征是双台门、石道地、马头墙，极具江

南特色。

而江下街民居又分靠墙和沿江两种 。

街北的房屋一般以三层居多， 这些房子以

府城作后墙， 三楼可以直接从城墙顶上进

出。 不少人家将墙顶的地面顺着一划为三，

靠近房屋的一溜铺上石板，摆几把竹椅，俨

然一处小天井。 晚上与相邻邻居之间纳凉

聊天，无遮无掩，其乐融融；地面中间则仅

留一条容两人侧身而过的小道； 靠外墙一

侧的地方也不闲置，用断砖碎石砌一下，堆

上些土种南瓜，满城头金黄的花朵，夏夜更

是引来“提灯”的流萤、“弹琴”的蝈蝈。

街南的房屋则是“江南吊脚楼”———将

房子一半挂在江面上。 晨推窗， 观江上翔

鸥；暮枕水，伴涛声入梦。 灰墙夹缝间伸出

一条石板小道来，石阶一直延伸到江边，妇

女们洗菜搓衣，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

繁华的市井生活， 却也让城墙付出了

代价。城墙在上世纪末已是千疮百孔。在一

场火灾之后， 政府思考再三做出了拆除江

下街的决定。 就这样，原本被建筑物包裹的

南侧城墙，得以清晰地展示在世人眼前。

申遗进入价值提升阶段

不只是江下街，千百年来，城墙周边，

古城内外经历了多次改造———东城墙整体

内移，后又被拆除，东湖移到城外；内河排

水系统逐步退化直至消失， 东湖由通江长

湖变为细河再变为内湖； 多条街巷组合扩

建，“巾山路”“赤城路”出现。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古城墙保护也面

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好在，临海有一批坚持现

状保护原则的城墙守护者， 临海市博物馆原

馆长徐三见便是其中之一。

“绝大部分临海人提到城墙， 都是自豪

的，自信的。 但还是有少数人认为城墙阻碍了

交通往来，是累赘。 城墙出了个小口子，他们

就把它慢慢变大，变成‘门’。 ”徐三见在任时，

有人建议，将城门改成电动门。 他坚持“老城

门不能动”，表态“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要好

的朋友，希望徐三见同意将家门口的 “小门 ”

变“大门”，他直接轻轻地回复了一句 ：“你还

是不要讲了吧。 ”

如果没有把握在某个时期更好地利用城

墙，那就试着守住它，不让它继续变坏，然后，

期待未来。

记者从临海市文保所了解到， 台州府城

墙现存 4730 米，西南临江一段 2370 米，共有

五个城门。 城墙在 2001 年公布为国家文物保

护单位，2012 年加入“明清城墙”申遗项目，被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进入预备

名单 7 年来， 台州府城墙已经完成了申遗规

定的几项关键“硬指标”：完成申报文本，并获

得省级文物部门的初审意见；出台《台州府城

墙保护条例》等专项法规；获得省级人民政府

支持意见； 获得所在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意

见等。

“台州府城墙申遗已进入‘遗产价值提升

阶段’。 ”临海市文保所申遗文本编制负责人

告诉记者，“提升不仅仅是保护古城墙、 古街

巷、山水格局等自然景观，还要进一步挖掘城

墙周边的人文历史价值。 ”

非遗传承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临海

古城最热闹的紫阳老街， 还保存有两家非遗

“百年老店”———从曾祖父时传下来的王天顺

海苔饼店和永利木杆秤店。 近年来，包括岭根

草编在内的非古城区域的临海传统非遗也纷

纷进驻紫阳老街。 临海市非遗中心主任张志

军表示，依托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未来紫阳老

街将打造非遗片区，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

永利木杆秤店第五代传人， 也是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蔡雪贞在打

扫了 5 天后，重新开业。 她对临海城的发展仍

然充满信心：“材料没了可以再找， 零件坏了

可以再制，唯有这手艺不能丢。 我会在古城里

一直坚守，留给大家‘称心如意’的祝福。 ”

古城的秩序逐步恢复平静， 临海人对救

援队伍满是感激。 临海相关部门已对“参与临

海救援的人员终生免费游城墙”展开讨论，这

是整座城市对好心人的暖心谢意。

（本期制图：李洁）

台州府城墙
防洪功能毋庸置疑

当前“抢险”第一，应尽快启动城墙加固工程

8 月 15 日，浙江省文广旅厅领导带领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
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名专家一起爬上临海台州府城墙， 实地
察看城墙受台风影响情况， 紧接着在临海博物馆召开工作座谈
会，探讨城墙保护。 通过旁听此次座谈会，并采访多位临海本土
文物专家后，记者梳理出关于台州府城墙未来的几个关键点。

“如果不是因为防洪，城墙怕早就拆了”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洪灾中，台州府城墙城门告破，部分墙
体出现渗水，还有部分墙体砖石脱落，本来御水于城门之外的城
墙，和它所守护的古城一起泡在水中。因此，有一些声音认为，台
州府城墙在当今已不具备防洪功能，无法抵御洪水的侵袭。

对于这种看法，专家们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台州府城墙
的防洪功能毋庸置疑”。

根据史料记载，恰恰是台州府城墙的防洪功能，多次改变城
墙的命运，保住了古城的完整性。 北宋初期，吴越国钱氏遣使称
臣。为了彻底消除宋太宗的顾虑，吴越国王下令将吴越国境内的
城池统统拆毁，但台州府城墙的墙体部分还是保留下来。元朝初
年， 统治者下令拆毁全国地方上所有的城郭。 不过，“皇元大一
统，尽堕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城不堕，备水患也”，临海城墙
因其无法替代的防洪功能，得到了特旨免拆。

洪水与古城，千百年来在临海一直难解难分。即便洪水冲破
城门，但凡土生土长之人，也对城墙少有抱怨，而是采取积极补
筑的办法，年复一年，加高加厚，堵漏补缺。不断的实践使城墙的
构建形制越来越适应防洪功能。

如今，独一无二的“马面”建筑、与众不同的门台“天窗”，较
早全面采用砖石包砌，以及城墙辅助性建筑“捍城与护城”等，无
一不映衬着人类的智慧和汗水。

“城墙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完善，充分证明了其防洪能力。 即
便是在此次历史级别的洪水中，城墙也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垮塌，

依然经受住考验，屹立在灵江之畔。 水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城墙
很无辜。 ”一位浙江省内专家说。

城墙外修建防洪坝并不可行

有专家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对城墙防洪有更高的要求，不
是防不防洪，而是防多高等级的洪水。比如，水位超过平地 6—7

米，城墙上部结构已被淹没之时，那时的城墙有没有问题？ ”

临海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三见向记者透露，前些年，水利部门
曾经从防洪的角度和文物部门沟通过关于古城墙的三种“改进”

方案：在城墙外修建防洪坝；在城墙内修建防洪坝；将城墙自上
而下从中间剖开，加入现代加固材料。 当时，文物部门综合考虑
后，认为第一种改变了城墙的环境结构，防洪功能失去了存在意
义；第二种将拆除大量古民居，改变古城面貌；第三种破坏了城
墙历史信息的完整性，也可能破坏城墙本身的安全性。

如今，“在城墙外修坝”再次被刨出，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对此，文物专家则是一致表示不可行，“古城的修复方案，要
对古城风貌尊重，对古城悠久的历史交待”“要是真在外修坝，是
文化人感情上的损失，那样台州府城墙可以撤出申遗了”。

针对古城墙局部受损的情况， 专家结合现场情况和多年的
调查监测情况，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抢险第一，以最快速度修
复朝天门瓮城垮塌城墙，防止出现再次受损；二是对城墙进行一
次全面体检，在此基础上，尽快实施台州府城墙修复加固工程，

确保城墙安全，对原有的城墙修复方案也需尽快复核和调整；三
是组织文物和水利专家深入研究台州府城墙防洪能力和标准，

提出既符合法律法规、 保护文物本体、 保持历史风貌和优美风
景，又能提升防洪能力，有效应对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科学安全
设防的具体方案，并加以实施；四是加快灾后重建，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尽快开放台州府城文化旅游景点。

抢险怎么“抢”？临海市文保所所长彭连生透露，对于掉落的
砖块，修复人员将用牡蛎壳灰烬混合糯米浆、泥土制成“古法水
泥”，进行重砌。

诸位专家也对未来的修复加固表达了信心，“我们今天面对
的问题，古人肯定也想到。台州府城墙，早已把防水武装到牙齿，

只要对症下药，城墙顶部不漏水、外壁不渗水，提升夯土强度，进
一步提升城墙防洪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8 月 10 日，临海城区和古城墙一起浸泡在洪水之中。 （均临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当洪水远离，台州府城墙安静地长卧于青翠山间。

左： 临海古城生活气息浓郁。 中： 龙兴寺千佛塔局部特写。

右： 1600 多年来， 台州府城墙一直抵御灵江洪水的冲击。

专家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