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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昨夜的梦境，仿佛见蒲圻石城陆水河畔，杨柳依依，渔帆点点；波光粼粼，彩虹飞舞，巍峨壮观的石城垛墙起伏，旌旗猎猎；城楼雕梁画

栋，耸立云霄。“聚奎门”旭日东升，朝霞尽染；“迎薰门”人来车往、市场繁荣；枕山带水的古石城，庄严肃穆雄浑，好一幅浓墨重彩，美不

胜收的水墨丹青，醒来却是南柯一梦。走近今日赤壁石城，不禁感慨万千，石城断壁残垣，缺胳膊少腿；城楼门残破不堪，烂肠穿肚，枯藤杂草

丛生，居民建筑东倒西歪，污水四溢，臭气熏天……  

    文物，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和财富；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精神食粮；文物，是展示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高低，文化底蕴深厚的载体。经

文物部门的积极申请和多方奔走，蒲圻石城于１９８９年被原蒲圻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了文物保护石碑。然而，《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里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权大于法”、“蛮大于法”、“穷单

位”对“富爷儿”，使得有法也无法。该市境内有申报国家级保护文物单位１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７处，处处满目

疮痍，处处乱挖乱建，破坏不堪入目，文保人痛心疾首、望洋兴叹。 

    蒲圻县城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唐代贞观七年（６３３年）建城，西北环山，东南枕水，历时２００多年方建成。石城周长３．５公里，墙

高７米、厚５．３米，女儿墙高１．７米，共分“聚奎”、“丰乐”、“迎薰”、“宝成”、“通汇”、“拱极”共六门。蒲圻石城建筑风格独

特，清一色条石砌垒，严丝合缝，门拱采用三合土、糯米、石灰浇注而成，经千年风雨雪霜侵蚀，历代战乱刀砍炮轰，仍能遗存至今。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像这类石城仅有３座，蒲圻石城就是其中之一。  

    赤壁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对蒲圻古城实施修复保护的决定（草案）顺应民心。修复保护石城刻不容缓，亡羊补牢为时

不晚，对目前尚存的问题，笔者略述己见。 

    （１）首先必须成立以市政府、人大、政协牵头的蒲圻石城恢复保护委员会，成员应有财政、建设、规划、文物、土地、城管、水利等部门参

与的联合体制，形成支柱力量的领导小组。 

    （２）请专家编制详细的蒲圻石城恢复保护规划，现有的城市“四线”规划图确定古石城墙两侧２０米范围内为城市紫线控制范围，应站在长

远的角度因地制宜，规划好。 

    （３）保护应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坚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首先从歌舞剧团后山经法院后至一桥西边桥头，有城墙的地方，逐段逐

段地恢复原貌。 

    （４）城墙上、下周边的建筑必须依照《文物保护法》和《土地法》等进行拆除处理，对有手续的予以适当补偿；对没有手续的乱搭乱建，必

须会同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手段清除。 

    （５）拆除的空地进行艺术绿化，城墙内外都必须修建人行道，便于旅游观赏、休闲，并把石城内修建一条蒲圻民俗街，恢复“进士坊”，让

烈士陵园、峨石宝塔、蒲圻石城、蒲圻民俗街、进士坊成为一串旅游景观，陆水公园自然形成集古今为一体的历史文人公园，让人们享受青山、

绿水古城人家，渔帆、塔影红日朝霞，人在画中悠闲来往，鸟在蓝天飞翔戏喳的江南美景。 

    （６）修复保护石城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等媒体加强宣传，文物保护，人人有责。通过广泛宣传，提高居民的文物保护

意识，提高石城的知名度。 



    （７）建设资金来源应从多方面努力。在向国家、省申请文物保护经费的同时，地方财政应依据《文物保护法》划拨配套资金；也可以采取放

开经营权等措施吸引外资修复古城；还可以宣传民众集资捐款、筹措资金等等。 

    历史重演是戏、歌、舞，记住历史的真实是文物、古迹、遗址。全国各地文物古迹保护得好的地方，也是经济发展得快的地方，经济发展与文

物、古迹保护并不相互矛盾和冲突。保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同样也是发展经济，提高社会亲和力。 

    注：“蒲圻”已更名为“赤壁”。 

（（（（2006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8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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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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