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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博物馆所展示的明州罗城
（望京门段） 城墙遗址，不但清晰反
映了宁波自唐末建城以来 1000 多年
的城市发展脉络，也是名城宁波最为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为宁波乃
至我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建筑史、城
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他们从多方面对此进行深层次分析。

“一段长达 79 米的古今重叠的完
整城墙被发掘出来，在城市考古尤其
是古今重叠型的城市考古案例里是不
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林
国聪表示，“我们挖出来的是古代州
府一级 （明州城） 的城墙，而不是普
通的城墙。历经千年的兴与废、建与
拆，仍然有一段古代州府城墙能够完
整保留下来，这非常难得。”

然而，土遗址保护是一个世界性
的技术难题，在南方潮湿环境中，如
何有效保护夯土城墙遗址，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为此，有关单位征求了多位专家
意见，召开论证会，研讨科学保护的
可能性，并委托浙江大学土遗址保护
专家张秉坚教授团队编制了 《宁波望
京门城墙遗址公园原址保护设计原则
研究报告》。最终决定采取“小环境
控制方案”，在城墙遗址揭露区上方
搭建双层电加热玻璃罩，在玻璃罩内
建设气相补水系统，同时配备电气工
程、温湿度监测、水位控制、喷雾系
统、新风系统和照明系统等设备设
施。如此一来，既能使城墙遗址揭露
区的日常保护简单化、自动化，又有
利于遗址的长效保护，还能向公众直
观呈现遗址的千年真容，这在国内尚
属首创。

“这项创举将惠及当今、传承后
世，体现了宁波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在保护文化遗产、留住历史文脉方
面的责任与担当。”宁波市文物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当年，明州罗城 （望京门段） 城
墙遗址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
界特别是建设、规划、文物等部门的
高度重视。

2017 年 3 月，考古尚在进行中，
浙江省文物局就向原宁波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现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 发函下文，明确提出了“建设考
古遗址公园”的目标。

2017 年 7 月，考古发掘刚结束，
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就向宁波市政府提
交了 《关于加强明州罗城遗址 （望京
门段） 保护工作的报告》。

经过相关部门多次协调沟通及多
轮专家论证，宁波市委、市政府研究
决定：调整遗址所在地块为文物遗迹
与绿化混合用地，取消原计划的地下
车库建设，大幅缩减公交首末站占地
面积，依托城墙遗址，结合城市功能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要求在科学保护
的前提下予以充分展示利用，让公众
共享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今 年 5· 18 博 物 馆 日 当 天 ， 我
市精心打造的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
馆将正式开放。“科学保护已然消逝
的千年古城，全面展示重见天日的
城市遗存，它无疑是回望宁波千年
城墙建造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实证空
间与精神家园，也是追寻宁波城市
演变轨迹、品读厚重历史的文化地
标与重要窗口，必将成为市民、游
客了解感悟宁波和日常游览休憩的
好去处。”林国聪说。

城墙遗址活化传承

在全国有示范意义

望京门望京门
“五一”前夕，宁波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试开放，吸引不少市民参观

打卡。5月18日，它将正式对公众开放。
望京门，又名朝京门、迎恩门，民间称为西门，位于今望京路与中山

西路交叉口一带。历经千年岁月变迁，望京门一度已成为远去的记忆。
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为配合中山路综合整治工程，宁波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对望京路与中山西路交叉
口东北地块进行抢救发掘时，揭露出望京门北段的罗城遗址，城墙局部基
址得以重现于世。

如今，伴随着望京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及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的
开放，人们可以从一段城墙中探寻宁波城市的发展史。这段古老的城墙，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更是作为中国大运河之“南端口”的港城
宁波千年历史演变的见证物。

站在

望千年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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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银凤

黑釉盏黑釉盏 （（南宋南宋--元元））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位于望京门
考古遗址公园内，地处望京路和中山西
路交叉口东北角。

目前，遗址公园已经建成开放。该
工程总用地面积 12035 平方米，总投资
6456 万元，主要由城墙遗址博物馆、
下沉广场、庭院休闲区、绿化坡地和公
交首末站等部分组成。

望 京 门 城 墙 遗 址 博 物 馆 项 目 于
2020 年 6 月奠基开工，2021 年 12 月底建
成城墙遗址陈列馆，之后进行博物馆安
保及其他提升工作。今年 3 月通过报批，
正式定名为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望京门城墙遗
址 博 物 馆 ， 是 一 栋 单 层 建 筑 ， 长 72
米，最宽处 31 米，高 6.5 米，面积 2165
平方米。博物馆依照明州罗城 （望京门
段） 遗址的走向和范围，大跨径建造在
遗址上方，既是遗址的保护建筑，更是
展示宁波千年建城史的实证空间。”宁
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望京
门段罗城遗址考古项目领队林国聪告诉
记者。

目前正在展出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千
年城事”，分为序厅、城墙复现、城纪千
年三个板块。

走进博物馆南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序厅。地面上有条长长的时间轴，漫步
其 上 ， 恍 若 穿 越 1200 年 ， 回 到 唐 代 设

“明州”城的那一天。
展厅中使用大量的图片、文献、城墙

遗址、沙盘等进行立体展陈，其中最引人
瞩目的莫过于古宁波城墙遗址了。

展厅正中特制的大型玻璃罩内，有一
段长 18 米、宽 16.5 米的墙体，面积大约
300 平方米。当时考古发掘出来的明州罗
城城墙 （望京门段），墙体长度约 79 米，
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西门口地铁站北侧 50
米保护处，如今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当初
挖掘的中部区域，这段城墙大致呈南北走
向，用不同颜色的线条表示不同的时代。

“我们所看到的城墙，虽残损严重，
但结构清晰、筑法规范、沿革明确、早晚
有 序 ， 集 中 反 映 了 宁 波 自 唐 末 至 民 国
1000 多年间的城防建设史。”海曙区文物
管理所所长孙国玲说。

遗址公园、博物馆开放

展出“千年城事”

历史上的望京门曾设有瓮城和水陆
两座城门，是唐宋时期宁波罗城创建的10
座城门、元代以后保留的6座城门之一。

在“千年城事”展览现场，层层叠叠
的地层堆积与密密麻麻的遗迹遗物，生
动 再 现 了 宁 波 罗 城 自 唐 末 始 建 以 来
1000 多年的兴废更替与盛衰荣辱。

“站在望京门，一眼望千年。从一堵
墙，我们看见一座城市的变迁，以及城里
百姓生生不息的故事，并藉由现场展出
的城墙遗址、出土的文物真迹，通过可观
可感可触摸的体验，重新唤醒这段有温
度的岁月。”林国聪这样感慨。

望京门城墙奠基创建于唐末。从林
国聪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望京门及其
所串起的千年罗城发展史上那些波澜壮
阔的岁月——

唐末，明州刺史黄晟修筑罗城，共设
十门（望京门为其一），保境安民；两宋时
期，曾巩、吴潜等多任知州（知府）曾主持
修城，整治之后，城池高壮，门楼鼎创，焕
然若新；元代宁波城墙虽一度被毁，但经
增葺、修补、复建、扩建，更显其巍峨庄
严；明清两代，宁波修城设防，海定波宁；

清晚期，宁波开埠；民国时期，宁波罗城城
墙被全部拆除，标志着千年古城时代的最
终谢幕。

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作为无数先民
心血结晶和港城历史物化见证的城墙，依
旧并将长久存活于人们的记忆中，它不仅
镌刻着宁波城市前行的岁月印记，更传承
着宁波“港通天下、书藏古今”的精神气
韵。

“这座城市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了解
了它的变迁史，你是会动感情的。展现在你
面前的这些文物，它们看上去不一定很精
美，甚至有些破碎，有些粗糙，却能带给你
一眼千年的深深感触，从中你能感受到有
血有肉的岁月。”林国聪动情地说。

宁波作家鲍静静表达了同样的感触。
“当我站在望京门，透过这堵人文之墙，
拨开历史的烟云再来看甬城，自豪感油然
而生。”鲍静静感慨，先秦时宁波设县建
制，广州还是宁静的村庄；唐代宁波建
州，“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上海还是海
滨渔村；宋代宁波成为四大港口城市之
一，天津还是一片滩涂；近代宁波五口通商
开埠，青岛、大连的城镇化刚刚起步⋯⋯

从一堵墙

看见一座城市的变迁

望 京 门 是 通 往 都 城 的 “ 官
门 ”， 它 可 直 通 浙 东 运 河 （西 塘
河） 和浙东官道，沿西塘河岸通向
余姚、绍兴和杭州，再通过京杭大
运河通直抵国都。

出望京门，在通往京杭大运河
的途中，曾有 5 座古桥横跨在西塘
河上。因这条河是古代宁波通往京
杭大运河的必经水路，为方便那些
扬帆鼓篷的河船行驶，古桥都建得
高大雄伟，气势非凡，桥洞跨度和高
度都在 10 米以上，上桥步阶 32 级左
右，桥下还有桥带供拉纤者行走。

西塘河从望京门出，连接高
桥，和如今的地铁 1 号线平行。旧
时，距望京门二十里水路的高桥是
咽喉要道，因为过了高桥，船只即
将从内河进入下江，西通京杭大运
河，东达大海。大凡宁波进京赶考
的学子，抑或宦海沉浮的官僚到任
或辞任，都要经过这里。

从现场展出的望京门及从望京
门水关上所见的西塘河历史影像中
可以发现，高桥桥额上书两幅楹联

“水涨春江双虹移来天上，月明夜
渚一珠点到波心”“长风巨浪想见
群公得意，方壶圆峤都从此处问
津”。可以想见，当初以望京门为
节点的交通体系意义非凡。

历史文物、山川河流常常维系

着赤子的乡愁。
鲍静静讲述，她小时候，西塘河

两岸民居林立，河埠头捣衣声不断，
航船桨声欸乃，她常常坐船到外婆家
小住。

鲍静静回忆，当时河的对面就是
饮食店、药店、理发店、供销社、水
产店遍布的街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汽车
等交通工具的增多，西塘河的运输功
能逐渐淡出了市民的视线。

“时光不老，穿过望京门遗址的那
条古运河，会永远地流淌在我的生命
里。”鲍静静说。

城墙、舟橹揖别而去，文脉却不
曾断流。

望京门城墙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
数以千计，其中完整可复原器物 1900
余件 （套），主要为越窑、龙泉窑、景
德镇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等全
国各地的精美瓷器及其他遗物。

“这些文物发现，为‘海上丝绸之
路’之‘活化石’和‘中国大运河’
之 ‘ 南 端 口 ’ 的 港 城 宁 波 提 供 了 例
证。”林国聪说，唐宋明州港和元代庆
元港是东亚的枢纽港，也是面向全球
的世界港，在帆船时代，海外巨舶候
潮进出宁波港，在此形成“千帆海舶
风”的胜景。这些景象，从考古发掘
的遗迹遗物中有生动的体现。

古运河边的望京门

是乡愁也是“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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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城千年城事事””展览现场展览现场。。（（唐严唐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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