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墙" ! 德国" 出现场渊左- 为本文作者冤

敲袁以确保充分准确地诠释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内涵遥
为了原汁原味地将南京城墙展示在德国观众面前袁国
王岩堡垒邀请了高水平的展览设计团队袁从空间布局尧
展览灯光尧展品展示方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设计工作遥
此外袁为了进一步提升展览的影响力袁国王岩堡垒在开
展几个月前袁就做了大量广泛的宣传工作袁在德国的街
道尧 宾馆尧 地铁站等张贴南京城墙特展的巨幅户外海
报袁并于官方网站开辟了专题网页介绍南京城墙遥
三尧不同寻常的展览地点
野南京城墙要明代皇帝的防御工事冶 特展的展览

地点非常独特袁它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和展览馆袁而是
一座具有 750多年历史的山顶要塞遥
国王岩堡垒袁俗称野萨克森的巴士底监狱冶袁位于

素有野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冶美誉的德累斯顿境内遥 坐
落在萨克森州小瑞士山区袁距易北河约 240米袁是一
座山顶堡垒袁俯瞰着国王岩镇遥 目前已知关于国王岩
堡垒的最早记载袁 可以追溯至 1233年的波西米亚国
王文塞斯劳一世时期遥
国王岩堡垒由超过 50座建筑物组成袁 其外环绕

的坚固壁垒绵延约 1800米袁并以墙高可达 42米的陡
峭砂岩城壁阻绝外敌袁结构复杂尧设计精细袁堪称欧洲
军事建筑的杰作遥国王岩堡垒曾经先后被用作要塞和
监狱袁到目前为止仍保存良好袁是萨克森州最主要的
观光景点之一袁每年约有 70万名游客到此游览遥
虽然国王岩堡垒与南京城墙在建造的时间与规

模尧建筑的特点与功能袁以及目前保存现状与利用情
况上袁存在很大的差异袁但两者都是权力的象征袁都是
在充分利用地形尧地貌的基础上构筑的重要军事防御
工程袁也都是当地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遥 在国王岩堡
垒中举办南京城墙的展览袁可以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中德城垣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无穷魅力遥
四尧亮点迭出的展陈设计
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袁野南京城墙要明代

皇帝的防御工事冶特展顺利开展袁并取得了极佳的展
览效果遥 笔者作为此次展览的亲历者袁认为此次展览
能够成功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遥
一是展品种类丰富遥 野南京城墙要明代皇帝的防

御工事冶 特展袁 展出有关南京城墙的珍贵展品 42件
渊套冤袁包括南京城墙五省代表性城砖的复制品尧城砖
铭文拓片尧明代盔甲尧攻守城器械模型尧铭文树根尧腰

牌袁以及江宁织造博物馆提供的明代皇帝衮服复制品
等袁形象直观地呈现了南京城墙这一世界最长砖石城
市城墙的军事城防尧砖文书法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
生活和文化观念遥
二是陈列技术新颖遥 新媒体的运用可谓是本次展

览的一大亮点袁它打破了时空限制袁让参观者身临其
境地游览南京城墙遥 在展览互动区域内袁头顶是星宿
图袁脚下是城墙走势图袁眼前是南京城墙的大型视频
展示袁不仅让观众如临其境袁而且能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堪舆术对南京明城墙规划建造的影响产生直观

认识遥
三是交流形式多样遥 2017年 4月 5日上午 10时袁

野南京城墙要明代皇帝的防御工事冶特展在金陵琴派非
遗传承人的一曲叶醉渔唱晚曳古琴演奏中拉开序幕袁悠
扬的琴声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 650年前的大明王朝遥
在展览开幕式上袁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专家杨

国庆研究员为德国观众做了一场题为 叶南京城墙曳的
专题讲座袁系统全面地向德国观众介绍了南京城墙的
建造过程尧规模结构袁以及社会公众对其遗产价值认
识的转变遥
笔者作为南京城墙专家袁应邀在开幕式现场展示

南京城墙城砖铭文拓印技艺袁并应现场观众的热烈要
求袁指点尧教授观众亲手体验拓片制作的奥妙与乐趣袁
将南京城墙铭文特色与中国传统的拓印技术袁生动地
呈现给德国观众遥

渊编辑 刘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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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出重庆城市建筑的历史内涵与文化特色

曹 璐

城市建筑是精神的载体袁建筑可以反映出这座城
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袁是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曰建筑是
体现城市记忆尧城市精神最直接的方式袁城市精神是
经历史积淀而成的城市核心传统袁离开深厚的城市文
化传统袁城市精神就失去了文化的依托袁变成了无源
之水尧无本之木遥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建筑文化也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袁旧城改造中所缺失的文化遗址也越来越
多袁野保护一座文物建筑, 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
境冶(威尼斯宪章)遥文物建筑及其环境是一个完整的历
史地段,只有采取整体的保护,才能完整地传递过去的
历史信息遥
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着千城一面等问题袁这就说明

城市面临着对新的城市文化创造乏力的问题遥这些存
在的现象袁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
知与糟蹋袁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遥 不同的
专家学者对建筑的欣赏有不同的意见袁历史学者则希
望建筑文化多一点历史的沉淀袁 建筑文化要有创新袁
取决于对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遥 也就是说袁城市的发
展不仅要有对文化遗产的传承袁还要有对新的城市文
化的开拓和创造力遥 对山城重庆而言袁将根深蒂固的
巴渝文化传承下去袁并在建筑文化上反映袁如打造文
化底蕴深厚尧建筑形象鲜明的巴渝风情街袁对内将增
强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认同袁对外将极大提升城市的外
部文化形象遥
一尧巴渝建筑文化的渊源及产生的背景
素有野巴国冶之称的重庆袁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特

征袁四周山岳高耸尧围合封闭袁与外界相对隔离袁巴渝
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其它文化体系的交流影响中袁历
代文风鼎盛袁高峰迭起袁俊杰辈出遥自然环境要素和历
史人文要素造就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渝地方乡土
文化特色的优良传统袁反映在建筑文化上袁则表现为
自成一格的巴渝古代建筑风格特征袁在中国传统建筑

共性的基础上袁展示着巴渝建筑文化的强烈个性遥 巴
渝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激烈历史演变与巴人世代耕耘袁
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袁 巴渝传统民居建筑袁无
疑是巴渝文化内涵和地域文明的浓缩与凝固袁巴渝传
统建筑以民居群落和山地建筑为主题遥 具有雄浑的气
势袁丰富立体的层面和自然的生态景象袁巴渝地区山
水融合袁富有形态袁传统的山地民居是因地制宜而显
现出多姿多彩的建筑形态袁根据调研和考证袁居民的
构筑形式自成一格袁和谐而严谨遥
巴渝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整体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袁而且在中国建筑历史上袁巴渝古代建筑
占有重要的地位袁有自己特别的文化意义和影响遥 秦
汉时期袁巴渝建筑更有长足的进步袁发展水平更为可
观袁当在其时全国之前列遥 据晋常璩叶华阳国志曳载袁汉
时渝州山城野皆重屋累居冶袁可知近代重庆吊脚楼民居
据山而布的壮观景象袁早在二千年前已经出现遥
在建筑中展现巴渝建筑风格不仅彰显了重庆的

历史文化袁更对城市文脉的延续尧巴渝文化的传承有
着重要的意义遥 早期的巴渝建筑文化风韵独到袁重庆
吊脚楼居民据山而布的壮观景象袁为中国建筑木构体
系建筑的起源袁到目前为止巴渝地区所保留下来的建
筑食物和遗址袁其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屈一
指袁从汉代雄浑尧朴实尧简练的风格袁说明当时的建筑
水平袁如院大足石刻营造与艺术作风发生根本转变袁以
大足北山尧宝顶山的石窟摩崖造像为代表袁至于唐代
乐山大佛袁名震中外世界之最袁此外袁砖木结构建筑传
承两汉遥元明清时期袁巴渝建筑类型普遍增多袁独创性
更为突出袁忠县石宝寨尧湖广会馆袁显出巴渝独特体
系袁 从建筑艺术这个侧面体现了巴渝文化艺术特点遥
而且巴渝地区的建筑融入在大自然环境中袁 巧用地
形袁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得很好遥
巴渝古代建筑的发展源远流长袁重庆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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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尧民族学尧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袁对于巴渝地区建
筑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袁在考古发掘中也
得到了实物的例证遥
目前袁我市共有市级渊省级冤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337处渊包括 20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袁其中袁大足石
刻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袁白鹤梁水文题刻列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单冤袁其中袁古遗址 31处袁古
墓葬 27处袁古建筑 103处袁石窟寺及石刻 29处袁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32处袁其他类 15处遥 随着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断深入袁上述名单还会扩大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袁是重庆历史上迅速

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袁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重
庆目前保存的古代建筑尧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有了全面
的收录袁其中革命遗址和抗战遗址有 395处遥
在建筑遗存中袁各个时期都发现了大量的建筑形

态袁新石器时代发现干栏式尧地坪式建筑袁如丰都石地
坝尧云阳大地嘴等遗址干栏式建筑曰夏商要战国时期
渊巴文化时期冤发现有干栏式尧地坪式建筑尧高台基建
筑与建筑群落袁如万州苏和平尧云阳丝栗包尧李家坝遗
址等曰秦汉六朝时期发现有城址尧道路尧衙署尧居民等袁
如云阳旧县坝尧巫山古城遗址等遗址曰唐宋时期发现
有城址尧市镇尧城墙尧城门尧道路尧码头尧衙署尧寺庙尧居
民等建筑群遗址袁如奉节白帝城尧宝塔坪云阳明月坝尧
合川钓鱼城尧渝中区甲方东路高台建筑等袁数量较多曰
明清时期巫山大昌古镇尧秀山村寨的明代杨氏土司城
城墙尧街道尧房址尧花园等遗存遥
这些大量的建筑遗址袁大大丰富了地方建筑文化

发展的内容袁为中国传统木构体系建筑起源袁力主野多
源合流冶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遥 同时也奠定了巴渝建
筑文化地方特色乡土主义的独特地位遥 从体系上说袁
它已表现以干栏体系为主的特征袁 通俗的称谓叫做
野吊脚楼冶遥
二尧巴渝地区传统建筑的特点
我国自古以来就把国家称为野江山冶袁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尧政治家尧战略家尧理论家毛泽东也曾写下
野江山如此多娇袁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冶的著名诗句遥 野江
山冶一词无论何时袁都不会产生在一个平原城市袁也不
会产生在一个没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遥 重庆袁作为世界
著名山城袁也是两江交汇的城市袁当你隔江眺望渝中
区的时候袁就会发现野江山冶只会诞生在这样的城市袁
而野江山冶正是重庆最大的特点袁巴渝传统建筑的特点
也是从野江山冶的特点而来遥
巴渝建筑融于自然和谐环境尧不仅体现了野天人

合一袁山水交融冶的哲学思想袁更展现了质朴率真尧古
风遗意尧兼收并蓄尧多元融合的特点遥 所谓巴渝建筑院
衙署城池之类的官式建筑曰 寺观教堂之类的宗教建
筑曰 街市会馆之类的商业建筑曰 城乡居民的居住建
筑要要要吊脚楼尧土家族的穿斗式构架房屋尧青石板路曰
达官显贵的陵寝建筑曰开埠之后的野洋派建筑冶曰民国
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陪都建筑曰 解放之后的现代建
筑要要要大石阶也是巴渝建筑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所在袁
如人民大礼堂遥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韵律袁 一种前进的节奏袁从

各个时代纵向来看巴渝建筑风格的时代变迁是必不

可少的遥 古代巴渝建筑主要以山地院落为核心袁也有
古吊脚楼等袁呈现公共性建筑和移民聚居建筑风格的
多元文化特色遥 代表建筑有湖广会馆等会馆建筑遥
1891年重庆开埠袁以南岸法国水师兵营为代表袁开启
了近现代建筑的大幕遥1929年 2月 15日建市后袁由传
统的砖木结构向钢筋混凝土结构发展袁 层数有所增
加袁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渊现为邮局冤尧中国银行尧川盐银
行渊现为重庆饭店冤尧四川饭店渊现为建设银行冤等代表
建筑呈现野中西合璧冶的风格遥 新中国成立以后袁一方
面学习苏联模式袁一方面积极探索追求对民族形式的
现代表现袁重庆建筑创作进入新高潮袁人民大礼堂尧大
田湾体育场尧西师办公楼渊现重庆大学法学院办公楼冤
成了瞩目的焦点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对高层钢筋混凝土
建筑设计进行初步尝试袁体形简约尧结合地形尧与自然
环境联系紧密尧色彩淡雅袁如会仙楼尧北碚泉外楼宾
馆遥80年代中期袁以市急救中心尧江北机场航站楼等高
层建筑为代表的现代建筑风格成为主题遥 直辖以后袁
城市建筑风格逐渐多元化和商业化遥
从近百年的重庆建筑风格袁重庆的建筑无一不打

上深深的历史烙印袁在这种商业化尧多元化尧现代化的
冲击中袁逐渐失去了个性袁巴渝文化难见其踪袁建筑越
来越失去了地方特色和个性风格遥 要想重庆在中国西
部大陆一枝独秀袁更加脱颖而出袁就得传承历史悠久
且独具特色的巴渝风格袁借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为文
化依托和底蕴奠基遥
在巴渝地区袁 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从新石器尧巴

文化时期尧秦尧汉尧六朝尧唐尧宋尧明清等不同时期袁就已
经遗留下袁直到现在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是近代时期
的建筑袁所反映的文化其中包括院移民文化尧受外来文
化影响的抗战陪都时期的各大建筑等遥

渊一冤地域特征要要要地形尧气候尧经济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袁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

他山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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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袁世代耕耘经营尧创造尧演变
的结果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袁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地域文化遥
重庆的建筑大都需沿着山坡依次建造袁它由三个

方面造成的袁一是地形袁二是气侯袁三是经济遥 根据当
地的经济状况尧气侯状况和地形状况袁早期的大多建
筑都是依山而建袁坡地这样的地理位置造就独特的山
地建筑袁 根据地域特征重庆这边 95%是山地和丘陵遥
修的建筑很少在平地袁特别是重庆的村落尧古镇袁35个
古镇中袁几乎很少有平地袁其余的古镇有较为明显的
山地建筑特征遥 江边沿山坡处袁都有杆撑着的一间间
四四方方的木楼袁野两头失路穿心店尧 三面临江吊脚
楼遥 冶正是重庆建筑文化的独到之处袁也是居民楼建筑
文化中的代表要要要吊脚楼袁体现人与山尧人与江的和
谐统一生存袁节约用地袁形成上下紧凑的空间感遥
任何建筑都必然要落脚于某个特定的地理环境

之中遥特定的环境渊包括了自然环境尧人工环境和人文
环境冤从总体上就大致决定了建筑应有的布局尧体量
以至形式与风格遥 目前袁重庆有不少这样的建筑袁如院
渊1冤瓷器口古镇袁采用近千年以来重庆古建筑的形制
与风格渊现存为清代冤袁以与特定环境相匹配遥 渊2冤重庆
大礼堂袁 结合地形再现了重庆山地建筑特有的建筑
群遥渊3冤洪崖洞袁吸取了本地的建筑文化特色遥渊4冤重庆
印象袁比较彰显个性袁虽然不是本地文化的特点袁但是
代表江北嘴新的文化元素遥 渊5冤重庆新天地袁吸取了陪
都时期和西方文化的建筑元素袁原址是工厂区袁地处
化龙桥的江边袁就原地修建袁突出工厂遗址的风貌袁外
墙用砖十分朴质遥 渊6冤李子坝抗战遗址风貌袁呈现出迁
都时期的建筑文化遥 渊7冤抗战遗址袁重庆抗战文化遗址
的保护袁载体和实物这类建筑物彰显遥
气侯袁重庆气候潮湿袁在建筑上就需要考虑防潮

湿遥 土家民居这种甘南式非常典型的木结构房屋袁底
下吊起来袁有个小楼梯袁堆柴火袁养牲口袁楼上居住袁有
的带个小阁楼可以堆放杂物袁 都是这么很特色的风
格遥经济特征袁重庆自古以来经济就不发达遥因而与这
周边城市相比袁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袁因而建筑的形式
不会有太多太复杂的遥

渊二冤移民特征
重庆是移民文化为主要的一个区域袁这个移民文

化在历史上分别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院元末明初湖广
填四川尧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遥 因为任何史书尧家书都

有记载袁都叫做野湖广填四川冶遥 因为清代近一点袁所
以袁人们记忆最深袁就是清代以湖广为主袁实际上涉及
13个省向重庆大移民的湖广填四川遥随移民而来的各
具地方特色的建筑袁都结合了重庆本地的特色袁因地
制宜袁无不都改变了原来的形制袁形成了既不同于重
庆本地的建筑形态袁又区别于原来的建筑形态遥

渊三冤西方外来文化渊开埠时期冤和陪都时期的建
筑文化

开埠时期袁是重庆近代第一次对外来文化进行消
化尧吸收的时期袁这一时期袁涌入了大量的西方商人尧
传教士等袁将西方的建筑艺术和建筑形制也带到了重
庆遥 这种建筑文化并非全是外来文化袁而是对当时特
殊地理环境下的改良袁就造就了再一次的融合遥 虽然
深受西方建筑思想的影响渊大多设计人员是西方人冤袁
然而根深蒂固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重渊修建的工
匠是重庆本地师傅冤袁 使那个时代的建筑不仅继承了
欧洲的建筑特色袁也折射出本土传统建筑院马头墙尧吊
脚楼尧石梯板元素的影子袁这也恰恰让那个时代的建
筑充满了个性袁这也决定了重庆与上海等城市的建筑
不同袁少了一种殖民地的标榜袁多了一份属于重庆特
殊的建筑文化遥
陪都时期建筑文化多属于外来文化袁体现了陪都

时期政治生活的缩影袁抗战时期袁随着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袁国共两党重要人士尧外国使节纷纷入渝遥 大量的
政府部门尧外国领事馆尧公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袁
并满足战争尧生产尧生活等各种需要袁这些建筑的形式
都比较简单袁材料上既有能抵抗飞机轰炸的钢筋混凝
土袁也有方便建设的灰板条夹壁墙袁并且这些建筑修
建的地理位置总是很隐蔽袁除了部分国民政府高层的
别墅以外袁重庆当时的野第八区冶是上个世纪三尧四十
年代的富人区袁这段区域从两路口到李子坝袁延伸到
化龙桥袁是一条沿江的狭长地段袁地势险要袁
市委小礼堂也是典型的野陪都风格冶建筑遥 陪都风

格不仅仅是专属重庆的一种建筑风格袁更是重庆找到
自己的城市历史袁自己的城市性格尧以及城市精神的
写照袁 他们集中体现在其陪都时期的建筑遗存之中袁
也只有陪都时代的建筑袁才能深刻的反映那个时代重
庆的城市地位尧文化追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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