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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2017年勘查绘制的临年勘查绘制的临

涣古城遗址影像图清晰可见古城墙布局涣古城遗址影像图清晰可见古城墙布局

20242024年年33月月2929日日，，表演者在修缮后表演者在修缮后

的临涣古城墙试验段上的临涣古城墙试验段上，，表演表演““淮北大鼓淮北大鼓””

2024年4月9日，航拍修缮后的临

涣古城墙

临涣古城墙赋新篇临涣古城墙赋新篇
一座先秦两汉时期“国保”的重放光彩之路

如果不是眼前石标上“临涣城址城墙界”几个大字，人们难以想象一马平川的皖北平原上，凸起一段
周长达6公里，高度两三米的夯土城墙。历经千余年风雨洗礼，如今的古城墙外表被绿植覆盖、树木环
绕，光荣与威慑虽已不复当年，但更可近可亲。当地居民及游客沿着城墙上的廊道漫步，俯瞰古镇风光，
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古城墙也从冰冷的遗迹变成“活着”的历史。 记者 王玮伟 黄洋洋/文 黄洋洋/图

□中央媒体看安徽
泾县乡村建设发展新模式——
绿影濛濛村落 古色古香美景 04·安徽新闻

古城墙上，触碰两千年文明历史

临涣镇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南部的浍河北岸，

春秋战国时称铚邑，隶属宋国。战国晚期，各国争战，宋

国在铚邑修筑土城。至元代以后，古城墙逐渐废置。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攻打的第一座城池就是临

涣; 伍子胥、曹操和太平军、捻军都在这里驻扎过军队；

刘伯承、邓小平曾在这里指挥过淮海战役，从纷争之地

变成团结的“抗战大后方”……跨越两千多年，拂去岁月

尘土，古城墙见证了一方土地的沧桑变迁，诉说着缱绻

岁月。

临涣古镇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何维军介绍，临涣

古城墙是我国延续时代较长、跨越朝代较多、没有发生

过大的变迁的夯土城墙，在全国极为罕见，是中国目前

唯一现存的镇级土城墙遗址。临涣城址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墙作为古代的一项防御工事，除高大坚固的

墙体外，城墙之上还有众多配套的军事设施和各种建

筑。”濉溪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张拥军告诉记者，临

涣古城墙整体近于正方形，东西约 1650 米，南北约

1480米，城墙周长约6公里，城墙外侧东、西、北三面有

护城河环绕，护城河汇通南墙外的泡、浍二河，与城墙共

同组成了城址的防御体系。

令人惊叹的是，城址内通向各城门的东西、南北干

道遗存，至今仍在使用。南城门外保台地仍保留着史前

观星台遗址和汉墓、元墓等诸多文物遗迹。

修缮重整，古城墙焕新蝶变

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赋予了古城墙历史厚重感，

也难免留下斑驳印记。在2017年以前，古城墙未曾经

历大规模修缮保护，随着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

古城墙的侵占及自然损毁，古城墙坍塌毁坏严重。经相

关单位考古勘探及现状调查考证，证实古城垣北城墙和

西城墙保存状况较好，南城墙和东城墙保存状况相对较

差，尤其是东南角台及其西侧部分南城墙本体现地面以

上已基本无存；其余城墙本体均存在不同程度倒塌毁

坏，造成了现有城墙主体的原始面貌发生改变。

2016年，濉溪县启动临涣城址城墙保护性修缮工

程方案申报工作，2017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先后获专

项资金 2000 余万元。通过对城墙岩土工程勘察后，

2021年临涣城址城墙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启动。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保处副处长潘海涛表示，

鉴于临涣古城墙规模宏大，遗址现状留存区域广泛、面

积广大，城墙局部区域建筑房屋占压严重、情况复杂等

现状，同时为配合临涣镇的相关城镇发展规划，临涣城

址城墙保护修缮工程分为两期执行，以确保文物保护工

程与城镇建设协调发展。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以“最

小干预”原则秉承原有的建筑工艺对古城墙进行修缮，

并在北城墙段高标准打造约 400 米长试验段用于展

示。2023年12月，临涣城址城墙保护修缮工程一期正

式竣工并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

“重生”后的古城墙在原汁原味保护的基础上，盘

活古迹，不仅为当地发展和居民生活发挥着作用，还让

临涣古镇重放光彩。如今，站在古城墙上，人们可以漫

步，读史、研学、赏景，亲身感受历史遗迹的沧桑与厚度。

谱写“新篇”，构建皖北全域旅游新IP

“他乡每日千杯酒，不及临涣一壶茶。”伴随着临涣

古城墙的修缮，临涣古镇人气高涨，游客络绎不绝。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临涣茶馆文化是目前中国唯

一一座留传至今的古老喝茶（棒棒茶）方式。作为临涣

古镇重要标签的古城墙与古茶馆文化，如何更好地助力

当地发展？在安徽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李经龙看来，古

城墙文化、茶馆文化都是临涣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地方文

化，是闪闪发光的文化符号，建议把物质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同时，要让文化遗产融入当地的

生活，让文物更好地“活”起来，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

百姓。

皖北地区在安徽全省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如何在推动皖北振兴上“添砖加瓦”，各级政府一直

牵挂于心、思索于行。

近年来，临涣镇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安徽旅游十大古村镇”等荣

誉称号，为绘就最美的“诗和远方”注入新动力。目前，

围绕临涣地区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濉溪县已成

立专业文旅公司，将在兼顾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推

动临涣镇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保护修缮，城市更新永远在

路上，未来临涣古镇还要持续探索实践，在多个环节创

新举措，着力打造皖北旅游新IP、安徽文旅新名片。”李

经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