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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要走近的古城，
是昭通古城。

昭通古城存在已久，清
雍正十年（1732年），昭通知府徐

德裕选址二木那新建昭通城，如果从这
个时间计算起，昭通城至今已有 292年历
史，称之为古城还是名副其实的。

以前的城池是有城墙、城门的，昭
通古城亦然。这点从志书上还有年长
一点的昭通人的记忆里就可以得到佐
证。昭通古城有四道城门，东是抚镇门，
南是敉宁门，西是济川门，北是趣马门，
扩建后的昭通城，除了敉宁门外，还能在
东、西、北三个方位找到其他三道城门存
在的影子。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大家
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城门，更像是几座
牌楼，告诉老百姓，这座老城曾经有过
这几道城门。

昭通古城比现在三座牌楼式的城门
圈定的范围要小得多，而且，在这 200 多
年里，街道若干次改造，连街名、巷名也
变了好几次。虽然古城的格局基本保留
下来了，但古城的面貌、古城里发生过的
很多事，在经历了很多代人的传承和更

替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打算写一组关于昭通古城的文字，

是最近的事。
古城是一直存在着的。以前很热

闹，60 军 182 师的将士出征时，曾从陡街
经过，接受过父老乡亲的检阅。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古城更是充满了不安，人
心浮躁，武斗与文斗的大戏在此上演。
到了 21世纪初，古城的老街虽然陈旧，仍
然熙熙攘攘。后来的市政建设，对几条
主街道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古城的名气
渐渐有了。近两三年，古城开始热闹起
来。这种热闹不是喧闹，而是有了更多的
人关注，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把昭通古城
的打造作为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的
一个重要内容来书写，古城开始变了，变
得像一座古城了。

十多年前，我写过几篇关于古城的
短文，有过一些随感，现在回过头去看，
那时候的认识很肤浅。今年春节，云兴
街人流如织，挤得水泄不通，古城核心区
的广东会馆、迟家大院、箭道广场举办了
几场春节游园活动，一些“非遗”节目在
此上演，龙灯在这里巡游，古城确实有了

新的气象。而且，通过“看见古城”微信
公众号，我了解到政府部门正在做关于
古城保护、修缮的大事。比如，大家关
注的李家祠堂、陕西会馆，正在大刀阔
斧地恢复。最近，永安街地下管网铺设
完成；北正街的地下管网改造正在紧张
进行中，街面是仿旧的青砖；陡街、北正
街两侧的建筑，搭上脚手架统一规范为
一种风格……文物部门也在着手把昭通
古城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古城不再沉睡，真的苏醒过来了。
作为一个客居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 30多
年的我，也应该为古城做点什么。

凭我个人的阅历和认知，想要走进昭
通古城是很难的，或者是走不进去的。所
以，我选择走近古城，而不是走进古城。
希望通过文字的方式，给后来走进古城的
人们作一点导游式的分享。

有了写作的动机，但怎样走近，我其
实心里没底。好在近来单位安排的事情
不多，让我有时间去翻一下纸堆，走街串
巷，找些线索，作些印证。看到已经接近
修缮好的几个会馆，我很兴奋。看到那
些纵横交错的小巷，那些古城居民在历

史进程中随意改造或分割的建筑，那些
已经破败不堪的土墙，我的脑子很乱。

但不管怎样，既然已经起意，最好不
要让自己停下来。于是，我漫无目的地
在老街上游走，寻找一条走近古城的线
路。我的初步计划是从现在还居住或在
街巷里经营生意的普通市民入手，听他
们讲所知悉或者他们了解的古城里的人
和故事，比如张希鲁、萧瑞麟，比如挑水
巷、鸡舌头街；从一些重要的古建筑、古
街道入手，按图索骥，不断印证，希望能
找到一些古城的影子。

当然，时间、视野所限，认识、格局和
传播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把一些
重要的、市民相对关心的内容梳理一下
并讲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不
是大家，不是讲故事的能手，也没有面面
俱到的必要。我只是站在一个游客、市
民的视角，看一看昭通古城，听一听古城
里发生的故事。

过于琐碎，读者不会喜欢。过于简
短，也难以管中窥豹。

但不管写多少，只要能帮助大家走
进昭通古城，目的也就达到了。

走 近 古 城
曹阜金

要走进昭通古城，首先要找到进入
古城的门。

昭通古城有四道城门，东为抚镇门，
南为敉宁门，西为济川门，北为趣马门。
城门之名，与城门延伸的方向有关，云贵
总督鄂尔泰在《题昭通四门记》中说：“今
郡城重建，按四境所达，东至于镇雄，故
名其门曰抚镇。南至于威宁，故名其门
曰敉宁。西至于东川，西北至于四川，故
名其门曰济川。北至于马湖，故名其门
曰趣马。”城门的得名，深层次的原因是
昭通之前称乌蒙，乌蒙即乌暗蒙蔽，有不
昭不通之意，四门名称中的抚、济、敉、
趣，均含有通达之意，寓意昭明通达，无
所不通。

四道城门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
向，昭通知府鞠宇椽对四道城门均有题
字。抚镇门建在东正街与建设北街交会处，
题名“迎晖楼”。敉宁门位于启文街、建设

南街、南顺城街交汇处，题名“迎薰
楼”。济川门位于陡街下段，以前左

面是人民电影院，右面是崇义街
（馋嘴街），也就是现在的下

穿通道处，题名“迎爽
楼”。趣马门位于建

设北街、北正街、

北顺城街的交汇处，题名“迎恩楼”。
有城门，必有其城。原来的天梯土

城被战火焚毁后，清雍正九年（1731年），
鄂尔泰、张允随筹建昭通城，选址于二木
那；雍正十年（1732年），由昭通知府徐德
裕开建，后多次修缮。城呈不规则椭圆
形，东西稍长，南北略短，面积 0.23 平方
公里，四围均有城墙。据旧志载，“城石
脚转身，形似腰圆，周围四里八分三厘三
毫，计长八百六十九丈九尺四寸。除四
门卷洞、炮台三十一丈七尺外，城身实高
一丈二尺，连垛座二尺三寸、垛口二尺七
寸，共高一丈七尺。脚厚一丈二尺，顶厚
七尺五寸。城楼四座，炮楼四座，垛口一
千二百四十五个，枪眼如其数，炮眼六百
二十二个；壕堑深一丈、宽一丈，东、南、
西三门有濠，独缺北门。”用今天的计量
单位换算，古城的城墙周长 2781.4米，平
均厚 4 米，内墙高 3.5 米，外墙高 3.9 米，
有 1245个城垛，垛座高 0.7米，垛口高 0.9
米。城墙用条石砌，墙身用大砖砌，内外
墙间填土夯实。

城门与城墙一直存续了 200 多年，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才被拆除。在昭
通市博物馆里，还能看到抚镇门的旧照
片，城门巍峨，虽不能与北京、西安的城
门相提并论，但也很有气势。除了城楼
上题写的大字外，每道城门下面均有城
门洞。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济川门
是四道城门中最气派的一道城门，下有
3 个城门洞，中间那个稍大一些，两边的
要小一些。1950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 43师接管昭通城，也是从济川门进入
的，在一些党史资料中，还能找到当时解
放军入城经过济川门的图片。城门与城
门之间，均设有炮楼，分别为东炮楼、西
炮楼、南炮楼、北炮楼。城墙之外，除了
北面，其他几面均有护城河。

20世纪 50年代初，对原来的城墙以
及城门进行拆除，将城墙根扩建为几条
街，就是今天的建设南街、建设北街、南
顺城街、北顺城街。打开了城门，也让人
们更便捷地从城内走向城外，或从城外
走向城内。城墙与城门的功能更多是防

卫，主要是防御敌人的进攻，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当家作主，城市回到了人民手
中，自然，原来的城墙与城门也就失去了
存在的必要，拆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文化的角度，或者从文物保护的
角度，拆除城墙与城门不是明智之举。
当人们认识到这个道理后，又开始选择
恢复。2008 年，昭阳区人民政府对旧城
进行了改造，对扩建的昭通城进行了提
升，又在城西、城北、城东恢复了 3 道城
门，只是城门的位置按现在的城市规划
向外作了移动，济川门新建在西街外
端，与环城西路相接。趣马门建在环城
北路中段，北正街最北端，对面就是龙
泉路和北兵营（武警昭通支队）。抚镇
门建在云兴街东段，下面就是建设南街
和东升街。严格来说，新建的 3 道城门
中，济川门、趣马门虽有重檐，但没有城
楼，更像是一座牌楼，只有抚镇门，占地
面积大，既有重檐，又有城楼，庄重巍峨，
像一道名副其实的城门。

可能会有人说，除了这 3 道城门，昭

通城还有一道城门，在乌蒙古镇。是的，
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为了让人们记住
乌蒙，也可能是为了旅游开发，确实在二
环西路上新修了一座叫乌蒙的城门，但
那道城门，与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昭通
古城，没有多大关联。

打开了的城门，没有门卫或士兵把
守，也不会在晚上关闭，人们进出古城，
什么时候都可以。城门，只是存在于人
们心中的一个概念。

2022 年起，昭通市启动古城的修
缮和文物古迹的恢复，恢复的范围就
是清朝时昭通城建设的范围，
我 们 现 在 称 之 为 昭 通 古 城 。
我 这 组 文 章 ，起 了 一 个

《走近古城》的名字，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
认识古城，走进古
城，我摘录了部分
旧志的记载，简要
交代了古城在回到人
民手中之后，城门与城
墙发生的变化，算是有
了一种进城的感觉。

从 四 道 城 门 说 起
曹阜金

抚镇门。（图片由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提供）

编者按：古城是会呼吸的历史，古城也是时代的见证者。屹立于乌蒙大地上的昭通古城，每一片砖瓦都浸润着
文化底蕴，每一条街巷都承载着时代缩影。穿过时代风烟，昭通古城置身于“古”“今”之间，在新时代的充沛活力中
重获新生。如今的昭通古城，有历史文化，有现代激情，有人间烟火，还有源远流长的人文古韵和浪漫情怀。你可
以走进昭通古城，感受这座古城的气韵；你也可以走近古城，聆听这座古城的岁月人生。即日起，本报陆续推出“走
近古城”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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