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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大同人深深认识到保护大同古
城、传承古都文化的价值，并在有声无声中
展开了各种行动。应该说，《大同城墙影像》
的出版就是其中的方式与成果之一。作者
采用了历史图像与摄影记录的还原方式，
也应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让
公众跟随作者从实地调查、文献梳理、长时
段分析、比较观察等维度去接触大同城墙、
了解大同城池、作出客观判断。

大同城墙是新建的吗？
大同城墙上为什么有雁塔？
明大同城墙是大将徐达修筑的吗？
明 大 同 城 墙 修 筑 时 间 是 洪 武 五 年

（1372）吗？
面对大同城墙时人们会提出很多问

题，包括新与旧、假与真、突破与传承、利用
与保护等等。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脑科医生、摄影家
刘晋川采用了图像和历史城市地理的方式，
用一本厚重的《大同城墙影像》告诉公众大
同城墙及大同古城如何发展演变。

打开《大同城墙影像》，在图书的主体
部分之前有两张大同城门楼的跨页照片。
第一张照片上清晰地呈现出两个横匾“北
方锁钥”“金城汤池”，第二张照片上清晰地
呈现出三个横匾“危楼望远”“辉武修文”

“护国佑民”。大同城墙建筑上的匾额还有
很多，但是这 5 个匾额足以说明大同城池
建筑的作用和重要性——从城池本体到古
城地位、从城池功用到战略价值。

选择这两张照片突出处理也足以显示
刘晋川对大同城墙、大同古城的判断。诚如
其所言，大同“雄踞中国北方，扼太行，控黄
河，屏大漠，为三晋之门户，亦是民族交融大
通道，故两千余年前，已有王者筑城于此，拱
卫山河，擘画宏图。城于大同，是休戚与共的
传承，是灿烂文化的摇篮，是民族交融的舞
台，是家国安宁的护佑，它记录下中华民族
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辉煌篇章。”

大同地处晋北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地
带，西北部属于阴山山脉与吕梁山脉的结
合部，东南方耸立着太行山的支脉北岳恒
山、太白山等山脉；桑干河自西南流向东北
斜贯全境，使大同地区具有山地、丘陵、平
川与盆地相兼的多样性地貌。由于属于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同冬季寒冷漫长，夏
季温热短暂、干燥少雨。日照丰富和肥厚的
黄土地层与适当的河川灌溉可以发展农

业，丘陵平川又是适宜放牧的草场，独特的
自然环境使大同地区兼有北方农耕和畜牧
业两种生产方式。

经济地理之外，大同北靠内蒙古高原、
南接三晋腹地、西临黄河、东望京畿、内外长
城过境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为华北地区危
安的军事屏障。《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
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
万骑入武州塞”。因为处在便利的交通位置
上，大同地区历史上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
中原农业地区相互交往融合的孔道，也是反
目争夺厮杀的疆场。所以大同自古以来就成
为“塞上重镇”。

如果以汉高祖七年（前 200）开始就有
确切的城市纪年开始算起，大同至 2024 年
已有 2224 年的城市建置历史了。如果以春
秋末年算起，建置史就超过了 2300 年。有
学者总结，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大同
经历了边城（汉）、北方中心（北魏）、边城

（辽金）、中心（元）、边城（明）、区域中心（清
代至当代）几个重要时期，至今仍是雄踞山
西高原北部、连接晋冀蒙三角地带的中心
城市，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

对于大同古城的修筑历史，刘晋川在
《大同城墙影像》中说，“大同古城的修筑历
史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战国时期、北魏时
期、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作为大同古城
的门脸与象征，大同古城墙整体设计独具匠
心、建造技术精湛高超、结构布局严谨科学，
兼备府城之气象与镇城之功能，为我国古代
城垣建造的集大成之作。”“自战国时期建立
城邑至明清，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
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
益，但城市的中心位置、范围及中轴线始终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
史上是不多见的。”

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北破
林胡、楼烦，设雁门郡。秦统一以后立平城
县。东汉末匈奴扰边，平城毁于兵火。公元 1
世纪末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游牧民族鲜
卑各部趁匈奴内乱纷纷南迁，大同及其西北
地区成为鲜卑人的落脚点之一。西晋以后，
鲜卑拓跋部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建立
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在维持游牧生产方式的
同时，接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修建城池，
公元 398年将王庭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
尔）迁到平城（今大同）。隋唐五代时期，大同
为云州治所，辽代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始
有城市之名“大同”。此间，也是大同城池不
断建设的过程。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筑
城高峰期。为了保障京师北京的安全，在大
同的北部修建外长城，在大同的南面沿恒山
山脉修筑内长城，屯驻重兵，大同成为“九边
重镇”极首。大同城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加固、
增筑，城垣规整，门楼、角楼、窝铺、城壕、关
城、瓮城等防御设施一应完备，成为中国王
朝后期军事边防城市的典型代表。

清代由于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
胁，大同城逐渐成为对蒙古地区贸易的中
心，在北门、东门、南门外发展出大片关厢，

而且用青砖包筑了墙体。此际的大同城以
另一种样式繁华起来，当然其军事价值并
没有就此消失。

进入 20世纪，战火、人为毁坏、“建设性
破坏”等叠加，大同城墙及古城内建筑在相
当程度上残破不堪。刘晋川在《大同城墙影
像》中说，“大同古城墙没有得到应有的保
护，城门被拆除，部分墙体被毁坏。”

值得庆幸的是，1998 年，《关于保护大
同古城决议》获得通过，大同城墙保护位列
其中；2000 年，《大同古城保护条例》实施；
2008 年，大同启动城墙保护性修复工程，通
过《关 于 大 同 古 城 保 护 和 修 复 的 决 议》；
2016 年，大同城墙终于修复合龙。《大同城
墙影像》中说，“大同古城墙大规模保护修
复和环境整治工程，从 2008 年 5 月南城墙
试修复工程启动，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西
城墙全面合龙，历时 8 年。”“此次保护性修
复是一项科学的、全社会参与的城市系统
工程。古城墙修复完成、护城河及周边环境
的全面修缮和整治、古城内 5 座跨街楼阁
的建成，标志着大同古城格局基本恢复。”

刘晋川说，“大同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
化符号。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时
代赋予城墙新的生命和文化内涵。”众多大
同人也深深认识到保护大同古城、传承古
都文化的价值，并在有声无声中展开了各
种行动。应该说，《大同城墙影像》的编辑出
版就是其中的方式与成果之一，作者采用
了历史图像与摄影记录的还原方式，也应
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让公众
跟随作者从实地调查、文献梳理、长时段分
析、比较观察等维度去接触大同城墙、了解
大同城池、作出客观判断。

关于明代大同城建设，很多宣传资料、
图书上称，“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
在辽金土城的基础上，把大同城的建设作为
明代北部边防重心打造，由明成祖朱棣的弟
弟朱桂驻守”。此说的重要来源是明正德版

《大同府志·城池》中的相关记载。
刘晋川没有简单照搬“洪武五年说”，而

是依据最新实地调查、结合文献分析等指
出，“洪武四年（1371）二月，刚刚就任的大同
都指挥使耿忠‘请以蔚、忻、崞三处民丁与军
士协力修浚大同城堑，从之。’这是明代关于
修筑大同城的最早记载。”《大同城墙影像》
一书中有 4张选自张晓东《明大同城砖铭文
拓本》的照片，其中一张清晰地显示“洪武四
年六月官自造”。大同古城内发现明洪武四
年烧制城砖说明，大同城可能至晚在洪武四
年就开始修筑了。文献与城砖的印证一个可
能的历史事实是，明初大同都指挥使耿忠是
明代大同筑城第一人，筑城时间不晚于洪武
四年（1371）。

至于大将徐达与大同的关系也属密
切。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下令调运粮
食支持大同，还调派宣武、振武、昆山三卫
的士卒驻守大同。洪武四年（1371）“秋七月
辛亥，徐达练兵山西”，岁末还京。此间不排
除徐达督导大同城池修缮。次年，徐达出塞

北征兵败漠北，朱元璋对此有过责备。战后
徐达没有立刻回京，而是在长城以南沿线
整饬边防，大同即是重点之一，直到十二月
才奉召返还。洪武六年（1373）三月，徐达到
大同备边，六月、十一月两次迎战北元进犯
部队，当年冬季也没有回京，而是留驻大
同。这时，大同城池的修筑也逐步完成。因
此，说大将徐达修筑大同城墙并无不妥。

后人忽略大同都指挥使耿忠的重要原
因是，洪武四年（1371）七月大同发生边将
叛逆事件，耿忠受影响被贬调离大同，洪武
二十六年（1393）又受蓝玉案牵连被处死。
一方面是对耿忠的忌讳，一方面是徐达的
形象更加高大，决定了众多材料、文章中都
称明代大同城墙是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
徐达修筑的。包括《大同城墙影像》中的收
录 文 章 和 较 早 的 书 评 也 只 提“ 洪 武 五 年
说”，而忽略了刘晋川在文字和图像中的

“洪武四年说”。
证据确凿，论说符合逻辑，《大同城墙

影像》中的“洪武四年说”可以确立。今天的
大同在介绍明代大同城墙时完全可以中肯
地说，“根据既有证据，洪武四年（1371），明
大同都指挥使耿忠展开对大同城墙的修
筑；洪武五年、六年，徐达备边北方，完成大
同城墙主体修筑。”

在城墙本体之外，《大同城墙影像》也
关注了城墙上下、内外的相关建筑、街道、
人物、活动等，让图书信息量更大、内容更
鲜活，体现出古城的不变与变，加强读者对
城市历史地理、区域文化、精神特质的进一
步认识。诸如让读者理解 2008 年在明大同
府城基础上逐步修复的大同古城，其基础
是唐代云州城及辽、金、元三代沿用的云州
城，而没有大的改变；城墙开四门，城内设
十字街，每个象位再设十字街，城市形态保
留了里坊制的结构。至于南城墙上的瞭望
台雁塔，始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为八角
七级佛塔形制，在中国城墙建设史上绝无
仅有。如此修建概因军事之需，亦因财力考
虑。雁塔建于城墙之上且接近城南居民区，
节省了地面上建高塔的经费，实现了登高
瞭望观察敌情之需，还有利于民众文化教
化，无疑是一举多得的创举。

今天的大同城墙不仅是大同古城的门
脸和象征，还成为了重要的旅游景区、独特
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一代代筑城人的付
出与成就持续泽被后人。诚如刘晋川在《大
同城墙影像》中所言，“岁月流转，湮没风物。
如今，保存完好的中国古代府级城池已不多
见，大同古城与大同城墙尤显珍贵。2008
年，大同城墙全面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让
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成为大同现在和未来
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

10 余年付出，潜心拍摄、研究，刘晋川
不需要人们为其贴上高大上的标签，不过
我们从这部《大同城墙影像》足以看出刘晋
川及深爱这座城市的人的文化自觉、文化
自信。我想，正是众多大同人汹涌着这样的
自信，古都大同才能在城市更新中不断开
创新景象、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刘晋川《大同城墙影像》读后

用图像释读大同古城

《《问物问物》》 《《失去的三百年失去的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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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 1840 年
这 300 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
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
训。全书分 3 个部分，第一部分试探的百年，时间从 1516
年到 1644 年。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 1644 到
1735 年。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 1735
到 1840 年……

作者郭建龙，自由作家。已出版历史畅销书《汴京之围》
《丝绸之路大历史》、“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
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等。

本书收录的 10 篇文章，是陈少明近十几年对“物”及
其意义结构进行深入思考的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心与物、道与器、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关系，涉及对孔子

“在陈绝粮”、王阳明“南镇观花”、“特修斯之船”等历史典
故和哲学公案的全新讨论，以及对商周青铜器、王羲之《兰
亭序》书帖等具体的“物”之精神内涵的发掘与阐释，体现
了建构与西方形而上学不同的“道器形上学”的尝试。

作者陈少明，学者。出版有《经典世界中的人、事、
物》《<齐物论>及其影响》《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
考》《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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