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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乐山城墙的修拆与城市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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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 山城墙分内外两道 ,是 在明清时修缮完成的,目 的是防水患、月边少数民族的骚

扰和人民的反抗。乐山内外城墙的拆除是从 1928年 开始的,主 要拆除 了交通要道、规划地

段等 ,有 利于近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 ,也 有利于增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及形成市民近

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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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东 经 103° 46'-

103° 44',北 纬 z9° 35'— 29° 32',东 距内江 zO0公

里 ,南距新市镇 181公 里 ,西距雅安 160公 里 ,北

距成都 165公里 ,处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

会合处 ,是水路交通枢纽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乐

山的开发历史已有 sO00多年 ,建置已有 “00多

年 ,史 书有
“
蜀王开明敬治

”
的记载 h](《江水》)。

北周保定初(公元 561年 )在 乐山设平羌郡治[21

(卷二《沿革表》),后 郡徙 ,仍 为平羌县治 ,这是现在

可以肯定的最早设
“
治

”(一个地区政治中心)的情

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作 为武阳、南安二县辖

地 ,时兴时废。隋以后 ,乐 山作为
“
治

”
从未间断 ,

直至今天。它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和交通枢纽(古代主要是水路 )。 作为一个重要城

市 ,有必要探讨它的近代化问题 ,本文拟从明代以

来城墙的修拆论及。

- 内外城墙修建及作用

从 19“ 年铅印版《乐山县志》卷首的《乐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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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外街道图》上 ,可 以明显看出,乐 山分内外城 ,

有内外两道城墙。内城墙依东南西北顺序为拱宸

门、福泉门、迎春门、会江门、萧公嘴、丽正门(后改

建为铁牛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瞻峨门(又

名高西门),经高标山(现老霄顶),到 迎恩门(又名

高北门)。 外城墙 自草堂寺外得胜门起 ,至嘉乐

门,过福泉门,经安澜门,讫萧公嘴。内外城墙是

在明清时修建完善的。

(-)内城墙修建

由于乐山地处三江会合处 ,水 患十分严重。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使城不被水没 ,修建

河堤 ,就成了地方官的一件大事。乐山古城城墙 ,

临河-侧为河堤。明朝人安磐的《江城记》载 :“吾

州介山水中,西北刊山为城 ,东 南滨水为堤 ,堤即

城也。
”“
城东一水 自北来 ,曰 江水 (即 岷江);城南

一水自西来 ,曰 青衣江 ;一水 自西南徼外来 ,曰 沫

水(即大渡河 )。 三水皆迅急 ,皆会州东南 ,皆能为

州城患 ,而沫为最。夏秋之交 ,常平城。
”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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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页 )河水不断吞啮河岸 ,“ 永乐(1硐3—14叨 )中 ,

州学在岸南数十步 ,以今计之 ,正 当中流 ,决啮迁

徙可知矣
”
[3](71-72页 )。 州学就是后来的文庙 ,

当初是建在现在的河中、离岸数十步的育贤坝上 ,

后被吞啮为河 ,育 贤坝已不复存在。而三水对城

的危害又以
“
沫水为最

”
,故临沫水的河堤(城墙 ),

在明清时就成了修筑的重点 ,曾 多次进行修筑。

在明朝正统 (1铝6— 1449)初 ,“ 洋雅徙岸 ,坏

民之居 ,为患甚矣
”
[引 。知州段鉴

“
作排栅以捍

江
”
[2](s。 3页 ),“ 堤内土外木 ,未久而隳

”
[3](58

页)。 到成化中,知州魏瀚筑卫城堤 ,“ 自壁津楼至

西桥止 ,凿深八九尺 ,置以木柜 ,实以石柜之外 ,复

捍以楗 ,其密如栉 ,然后在其上瓷石以为之堤 ,堤

广一丈有奇 ,高 四仞 ,长三百九十八丈。堤上树之

柳 ,其外复为楗以护之 ,既 缜且确 ,凡木石灰铁之

用 ,盖数十万计 ,其人恒千余
”
[4](57页 )。 文献中

称此堤为魏公堤。史载 :“ 壁津楼——嘉州城东

南 ,跨 城为楼 ,下 瞰三江。
”
[2](1Tz页 )从 位置上

看 ,壁津楼应为丽正门城楼。西桥疑为永济桥 ,在

城西西湖堤上(现乐山师范附小校门外 )。 当时魏

瀚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在一年内修筑了

这段河堤。时人对魏公堤大加颂赞 :“ 时未几何 ,

大功告成。而今而后 ,其乐只且。水安其道 ,民安

其居。壮丽金汤 ,贴若衽席。肇 自今初 ,旷 于往

昔。⋯⋯伟哉丰功 ,利 民利国。
”“

堤岸永固,天地

其久。
”
[3](58-sg页 )

有魏公堤后 ,州 人过了数十年安稳 日子 ,但
“
岁久而木朽石倾 ,而地削

”
[31(71-” 页),水患之

忧又困扰乐山城民。加之州境东北少数民族变

乱 ,不断搔扰乐山城 ,为保护乐山城 ,时为嘉定州

通判的胡缵宗
“
奉命修城 ,城立而盗不敢近

”
[3]

(71-72页 )。 在《嘉定府志·人物志》中,也有正德

中胡缵宗
“
在嘉州修水城 ,卫 民庐舍

”
的记载 [2]

(5狃 页)。 他主要修的是河堤。在胡缵宗调迁后 ,

乐山遇大雨 ,且
“
大雨坏城十六七

”
,于是知州胡准

组织了一次对城堤的大规模重修 ,“ 正德八年

(1513)仲 冬望 日始事 ,掘地深八尺 ,万杵齐下 ,砌

石厚凡八尺 ,以 附于土 ;编柏为栅 ,以 附于石。栅

之外 ,仍卫以土石。自栅而上 ,东城高凡十有四

尺 ,南城高凡十有六尺 ,厚则以渐而杀。上置女

墙 ,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余尺。凡石必方整 ,合

石必以灰。一石不如意者 ,虽累数十石其上必易。

⋯⋯兹城凡八阅月而成。⋯⋯四方来观者 ,咸 曰 :

‘
壮哉斯城 ,未 见也。

’··⋯·是役凡用夫万人 ,木 工

百人 ,铁工五十人 ,石工一千二百人 ,工 皆计 日而

给饩与直 ,铁万斤 ,柏万株 ,灰百万石 ,石 百万余

片 ,运石之舟百艘 ,白 金二千五百余两 ,米六千余

斛
”
[31(71-72页 )。 胡准调集大量物力、人力、财

力 ,所修河堤比魏公堤长二百余丈。修堤时吸取

了前人修堤的经验教训(段鉴筑堤防以杉栅 ,魏瀚

筑石堤 ,胡准筑堤用石用栅 ,层层加固,石料精选 ,

施工毫不马虎),所筑之堤非常牢固,江水得以驯

服。

在清朝 ,“乾隆丙午(1Ts6)之 灾 ,丽正门崩二

百余丈 ,民随城淹者数十家
”
[3](141页 )。 地方官

吏随即筑城 ,但 因修治不得法 ,每每修好不过三四

年又崩溃。到嘉庆庚午 (181ω ,沫水挟青衣水兴

风作浪 ,坏丽正门、萧公嘴城数十丈。嘉庆辛未至

壬申(1812—1813),龚 云舫知嘉定时修城 ,“先令

掘去泥沙数尺 ,坚始布石 ,石 皆方整 ,始合灰 ,又熔

铁为碇贯其中。依城旧有矶二 ,添作十三矶 ,广 自

一丈至八尺为止 ,城长共三十三丈 ,择 邑中老者董

其事。役竣既 ,水 自城下过者 ,为矶所遏 ,势 不得

逞 ,则 趋江心而去。每矶皆然。水势大驯
”
[3]

(160页 )。

西北陆地城墙 ,相较东南沿江河堤 ,修造简单

得多 ,且多为一劳永逸。此段城墙在明朝修建的

原因是 :嘉定州地处水路交通要道 ,是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但此地周边为少数民族聚居地 ,为 了保

证乐山城的安全 ,故修之。明朝嘉靖甲申(1犯4)

年十月开始修筑 ,到 乙酉(1525)年 六月筑成。由

州守李辅组织修建。关于此城墙的修建情况 ,有

当时号称明
“
四谏

”
之一的嘉定人程启充所作《嘉

定州修城记》的记载。城墙基脚四尺深 ,所用之石

取于它山,务求其坚 ,裁 成厚实方正的条石砌墙 ,

缝隙用灰合之 ,精工细作。城墙东西长七百九十

三丈。从瞻峨门(又 名高北门),再往东到达拱宸

门(今上顺城街口)。 此次修城 ,“铁工百有五十 ,

丁夫有五千 ,僧夫九百。石材百有三十万万 ,灰半

之 ,铁三半之。计禀则万二千斛 ,运石之艘五百 ,

白金之出三千有奇
”
[3](74页 )。 此次西北二方所

修之城 ,加之胡准在东南方所修河堤 ,整个乐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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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已基本连为一体 ,规模宏大 ,墙高从 犯 尺至

10尺上下不等。城墙北靠高标山,南临大渡河 ,

东靠岷江河滩 ,西临大西湖(现乐山师院大操场),

嘉州城墙已臻完整。程启充对城墙的赞颂是 :“予

行天下郡县 ,固 未有若兹城者也 ,高 而坚险。
”
[3]

(74页 )

乐山城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受 到一定程度

的破坏 ,如
“
献忠之乱 ,州 人杨展集兵拒守 ,⋯ ⋯

(贼将)袁 (韬 )武 (大定)既杀展 ,引兵围嘉定 ,三月

破其城
”
[3](117页 ),故 清代曾多次修城。

“
康熙

中上川南道张能鳞、知州高仰昆 ,乾隆中知县胡启

楷 ,先后增修。高一丈六尺 ,周 围一千二百九十九

丈六尺。有十门,按东南西北顺序为:拱宸门、福

泉门、涵春门(迎春门)、会江门、丽正门(后改建为

铁牛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瞻峨门、迎恩门

(又名高北门)” [2](⒛6-207页 )。 (城 池)内 城墙

修建至此已完善。

(二 )夕卜城墙修建

外城墙 自草堂寺 (今 草堂高中内)外 得胜门

起 ,至嘉乐门,过福泉门,经安澜门,讫萧公嘴。清

朝咸丰庚申辛酉(1“0— 1861)间 ,蓝朝鼎、李永和

率众在云南昭通起义后 ,迅速攻人四川 ,进 占犍乐

盐场 ,并围攻乐山城。当时北门(内 城墙至北点 )

外 ,“ 民居栉比,且 富户居多
”
[5](卷 四《夕卜之城缘

起》)。 蓝、李围攻乐山城前 ,北 门外居民全部迁人

城内。当时统治者深恐义军用北门外建筑物作掩

体或潜伏 ,迫令全部拆除或烧毁 ,以便潦望。待起

义平息后 ,本地绅商鉴于前车 ,建议修筑外城 ,经

费来源于设厘局抽收厘金。从 18能 年开始增修

得胜门到安澜门一段外城 ,由 于几年后收取厘金

引起了全城罢市 ,只好停收,城墙也未完全修好。

光绪戊戌年(1B98),大足县余栋臣率众起义 ,

“
时承平既久 ,风鹤频惊 ,雷太守钟德莅任 ,议培修

外城。委派唐祖荣、金玉蕃、杨世兴、王畏岩四人

经手修城工事。雷太守向上请求拨款 ,经两次请

求 ,最终从厘金中争取到二千余两 ,作 为第二次培

修之经费
”
[到 (卷四《夕卜之城缘起》)。

(三 )内外城墙的作用

防水患。由于嘉城背山面水 ,处于三江会合

处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要保城 ,就须与水争

城。临江河堤的修建 ,无论是明朝正统中段鉴修

堤 ,或成化中魏瀚筑魏公堤 ,或正德中胡缵宗和胡

准筑堤 ,还是清朝嘉庆的龚云舫修堤 ,都在大水坏

城或原修堤岸塌陷的情况下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保卫城市 ,防水患而修建的。

防止周边少数民族搔扰和人民反抗。正德六

年 ,胡缵宗奉命修城 ,其原因之一即是
“
鸨贼乱东

北 ,重 以内水变 ,州 县戒严 ,吾州之可忧者又有出

于三水之外
”
[3](71-72页 )。 为了保证嘉州城不

被搔扰、破坏 ,所以胡缵宗奉命修城 ,“城立而盗不

敢近
”
[3](71-72页 )。 又西北方城墙是因为

“
天

全、六番、中镇、利店之撩环徼而居
”
[3](74页 )。

为防搔扰而修建城墙 ,这既是当时社会局势动荡

和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映 ,同 时也

体现了封建城市封闭性的特点。此外 ,外 城的两

次修建 ,一次于蓝、李乱后 ,一次于余栋臣起义后 ,

修建的原因是防止人民反抗。所以,城墙成为防

止人民反抗、巩固统治的防护墙。

城墙本身是社会封闭的产物 ,也是经济不发

达的结果。由于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

经济基础 ,人们很少进行商品交换 ,过着封闭的生

活 ,这就为城墙的修建提供了基础 ;又 由于经济技

术的落后 ,封建社会战场上主要是用刀、矛、弓、箭

作兵器 ,要防止来自周边的骚扰 ,只好用城墙来阻

隔。

二 内外城墙拆除及意义

(一 )内外城墙的部分拆除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与外部世界联系加强 ,

以及城市自身建设的需要 ,乐 山仅 4米宽的城门

洞和城墙已经不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需要 ,从 民

国开始陆续拆除。

内城墙的部分拆除。按东南西北的顺序 ,从

拱宸门至福泉门和从福泉门到迎春门段的城墙 ,

拆除时间是民国 17年 (1” 8),也是乐山最早拆除

的城墙。当时为
“
创新市政

”
,拓宽街道 ,由 乐山县

知事公署知事罗纬载部署拆除。但在拆了此段城

墙后 ,由 于原来城外有的住户和商号 ,房屋背依城

墙而建 ,城墙一拆 ,敞而不闭。为解决此事 ,民 国

18年 ,知县罗纬载又部署召集商号老板和有关人

士商议筹资修筑公墙。为此 ,罗 纬载会同乐山县

公安局长应子绎发了-个公告 ,并将此公告用雅

石刻成碑嵌在上顺城街南端 口子的墙壁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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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碑文可印证这段古城墙是何时何因被拆除的。

萧公嘴经丽正门(后 改建的铁牛门)至育贤门、望

洋门、来薰门,直到虾蟆口到高西门(又名瞻峨门)

段河堤 ,作 为防洪堤 ,不 仅未被拆除 ,塌 陷的地方

还重新修建、加固,如水西门至虾蟆口段的笏0米

河堤 ,就是在 1981年底开始动工修筑的。明清时

修建的从萧公嘴到水西门段 sz5.2米 ,从虾蟆口

到高西门段 450米的条石古城墙依然存在[7](”

页),起着防水患、护城保城的重要作用。瞻峨门

(又名高西门),是乐山古城向西行的一个重要路

口,位于白塔街西端 ,原为古驿道通道口。城门洞

宽 4米 ,两侧为岩石层 ,为进城方便 ,1958年拆除

城门洞 ,凿 岩石 ,扩 宽为 10米 ,通行汽车[7](s9

页)。 作为现在乐山老城的一个重要通道的叮咚

街 ,它分别联结县街、玉堂街、人民南路、海棠路 ,

可西出北上东进。这段路西北端穿过一道古城

墙。1951年 ,乐 山县人民政府动员各机关干部、

职工义务劳动 ,将城墙挖开一条通道 ,使这条道路

得以通畅[7](os页 )。 迎恩门(又名高北门),是乐

山老城进出城的一个最重要的路口,位于土桥街

与紫云街之间。过去是汽车进人城区的唯一通

道 ,城门洞宽仅 4米。为了扩宽街道 ,1951年 ,拆

除了城门及两侧的土方 ,1958年 扩宽到 sO米 以

上[8],汽车行人通行无阻。可以看出,在拆建城

墙的过程中,乐 山城市的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

化。

外城墙的部分拆除。得胜门(夕卜城墙的起点 )

的拆除 ,是在 1958、 19”、1978年 。此地是通往北

路之古道 ,经棉竹铺 (唐 代所开铺递 ),直 达成都

府。在成嘉公路修通、叮咚街打通后 ,得胜门不再

为北路必经之地。1958年 大跃进大办钢铁 ,拆 除

了得胜门城楼拱洞 ,将所拆石料在得胜门外农田

内修筑高炉炼铁。1977年 至 1978年城建部门又

将得胜门两侧余垛拆除 ,汽车可行驶 ,至此小道变

通途[7](狃 页)。 外城墙的嘉乐门,位于兴发街、

半边街、兑阳湾交汇口。拆除嘉乐门是在民国“

年(1907)底 。因营门口(今张公桥附近)河堤年久

失修 ,经数年洪水冲塌 ,危及路面 ,而 营门口乃成

嘉公路进出城区之咽喉要道 ,由 于路面塌陷一半 ,

形成交通阻塞 ,急需修复河堤 ,才 能恢复路面,但

当时县政府经费短缺 ,无力修复。加之 ,嘉乐门城

门洞宽仅 4米 ,进出城交通拥挤 ,车辆通行 ,常毁

物伤人 ,有拆除之必要。所以当局就想出
“
拆东墙

补西墙
”
的办法 ,将嘉乐门拆除 ,一方面可使道路

增宽 ,避免交通阻塞 ,另 一方面将拆城墙之条石用

以修筑营门口河堤 ,两全其美。于是县长王运明

下令 ,于 1947年 底动工拆嘉乐门及拱洞 ,拆下的

石料运到营门口修河堤。此次仅拆去了嘉乐门城

楼及拱门左右 们 公尺。民国 ss年 (1909)春 ,因

修刘公堤(即半边街河堤 ),又拆去嘉乐门一些石

料 ,但两端的城墙并未拆除。直到 19s9年 因扩修

滨江路(今嘉定南路)干道 ,才彻底拆除 ,拆除的石

料作为扩街及整修嘉乐门附近民房基础用料 [8]。

内外城墙中其它城墙。在解放后 ,因 城建的

统一规划 ,建房、修路或作它用 ,又拆除了一部分。

由于历经沧桑 ,余剩的部分已面目全非 ,而且多在

隐蔽处。现在所留下的古城墙 ,有 丽正门、会江

门、望洋门、育贤门、拱宸门、老霄顶、虾蟆口等段

墙体共约 硐00米 ,已 作为乐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予以保存。

(二 )拆除城墙的意义

古代城墙是封闭、落后的象征 ,随 着社会进

步 ,城市近代化 ,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它的

拆除 ,有利于城市近代化。

有利于工商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进

步 ,近代城市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产业化进程。乐

山虽近代化起步较晚 ,但在清末民国时期 ,在城内

和嘉乐门外已经兴办了一系列的近代化企业 ,如

缫丝厂、肥皂厂、火柴厂等。随着近代工厂的兴

办 ,城市规模扩大 ,城墙却将城市分隔成几部分 ,

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各工厂需要大量地进购

原材料、出售商品,而进出城都要经过城门,但城

门楼的岗位无异于一关卡 ,进 出城门买卖东西的

人 ,往往要被城门楼的警卫要去一定的
“
打头

”(实

际是
“
白拿

”
,如抽卖柴炭农民一块炭 ,抽卖菜的一

窝菜)[9]。 城墙拆除 ,有益于工商业的发展。

有利于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古代城市与外部

一般为垂直联系 ,而近代城市加强了与外部世界

的横向联系 ,形 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联系网。进

出城的人员增多 ,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变化(从人力

车变成机动车 ,如摩托、汽车等),而仅 4米宽的城

门犹如瓶颈 ,严重妨碍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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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嘉乐门城门及两侧城墙、迎恩门城门及两侧

城墙、瞻峨门城门及两侧城墙、叮咚街口等城墙的

拆除 ,就是为了进出城方便 ,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

系。

有利于城市自身发展建设。近代城市一般以

商业街区为核心 ,根据交通方便、环境优美、集中

生产、消闲方便的原则设计。为了城市的统一整

体规划 ,必须对一些城墙予以拆除 ,如从拱宸门至

福泉门、从福泉门到迎春门段的内城墙以及从兴

发街到萧公嘴段断断续续被拆除的外城墙等。

有利于市民近代思想意识的形成。城墙无疑

是市民封闭、饪化思想的反映。城墙的拆除 ,有利

于市民近代思想意识的形成。

总之 ,城墙的拆除 ,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有利

于城市的近代化。但乐山古城墙的拆除有其复杂

性和长期性 ,作为河堤的城墙不但不能拆 ,还必须

保护、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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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lMⅡ ng lDynasty aⅡ d(Cit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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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ity walls are the product of cbsed society and the result of underdeveloped economy。

Leshan city walls, b° th interior and exterior, are buⅡ 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guard a-

gainst floods, harassing by the surrounding Fninorities, and the people’ s revolt。  Its demohtion starting

in1928is focused on important lines° f coΠununication and progranuned sections, to facⅡ itate m°dern

economy development, city construction,as well as enhancement of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f°rmati°n of its residents’  moder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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