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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配运河，这里是
我们最喜欢的跳舞之地。”
今年 68 岁的刘学红是南
大街街道艺术团的团员，
近年来，她和团友们经常
在西瀛门城墙边的广场跳
舞。去年，央视来常州录
制节目，她们也是在这里
完成了表演。

刘学红介绍，他们的
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现
有团员约 30 人，都是怀德
苑社区的退休人员。团队
里既有富有功底的锡剧、
越剧、京剧等戏曲演员，也
有舞蹈、快板、常州方言说
唱、情景剧、小品、乐器演
奏的文艺爱好者。如今，
她们由单纯唱歌跳舞发展
为 综 合 性 演 出 团 队 。
2021 年，他们还被江苏省
文化和旅游厅评为江苏省
优秀群众文化团队。

除了在运河边表演，
她们还把运河文化融入表
演中。比如，她们表演了

多次的情景剧《瞧，南大街
这群长不大的小丫头》就
是运用常州方言表演的形
式，把父辈们在运河边从
事的各种职业生动形象地
展现出来。这些职业里有
在表场码头的劳作者，有
附近面馆的捞面师，还有
卖汤圆的营业员⋯⋯

其实，像南大街街道
艺术团这样经常在西瀛门
城墙边表演的民间团体越
来越多。平时，天气好的
时候，这里每天都会有太
极拳、广场舞团队在那里
表演。同时，这里举办的
大型活动也越来越多。据
南大街街道提供的数据，
近年来，这里平均每两个
月就举办一次大型活动，
内容包括汉服秀、舞蹈赛、
挂春联等。

从“西城晚眺”到深受
老百姓喜爱的休闲健身活
动场所，如今，西瀛门城墙
一带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重现“西城晚眺”的历史剪影——

登临西瀛门，望远运河水

西瀛门城墙位于西瀛里大运河北侧，
是大运河常州段仅存的明代城墙遗址，拥
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瀛门城墙和运
河不仅是“邻居”，城墙上开辟的“西瀛门”，
还和运河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没有大
运河，就没有“西瀛门”。

以前，常州西门有“西郊八景”之说，
“八景”之一的“西城晚眺”就位于西瀛门城
墙一带。如今，经过整修后的西瀛门城墙
一带正成为人们休闲健身活动的好去处。

“对于西瀛门城墙，
我是很有感情的！”今年
75 岁的陈伟堂原是常
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顾问、研究员，曾参与常
州文物保护和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还曾是大
运河常州段“申遗”专家
组成员，对常州运河的
情况较为熟悉。谈起常
州大运河，他感受最深、
最难忘的就是 2003 年
运河边西瀛门城墙的整
修。当时，他是亲历者，
在整修过程中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

他告诉记者，以前，
常州西门有“西郊八景”
之说，“八景”之一的“西
城晚眺”就位于西瀛门
城墙一带。看着城墙下
来 来 往 往 和 健 身 的 市
民，陈伟堂感叹：“现在，

这里不仅是景点，还是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在西瀛门城墙上刻
有明初诗人浦源的一首
诗——《西城晚眺》，诗
中描写的正是当年城墙
一带观看夕阳西下、流
水远去的壮美一幕：“官
柳犹遮旧女墙，角声孤
起送斜阳。英雄百战成
寥 落 ，吴 楚 平 分 自 渺
茫。寒烟带愁离塞远，
暮江流恨入云长。古今
天地谁非客，何用登临
独感伤。”

“那时候，城墙外面
是运河，它们在冷兵器
时代能起到很好的城市
防御作用。几度沧桑，时
过境迁，如今，城墙周围
都盖起了高楼，遮挡了视
线，很难重现原来的‘西
城晚眺’了。”陈伟堂说。

在以前，城墙除了
和运河一起组成城市防
御系统外，两者之间最
直接的关联和“西瀛门”
有关。

“原来，明城墙上没
有这个‘西瀛门’，后来，
为了到运河里取水方
便，才开了这扇门。”陈
伟 堂 介 绍 ，1840 年 以
前，常州经济的四大支
柱行业“豆、木、钱、典”，
大多集中在西门运河附
近。民国初年，西瀛里
一带曾是常州金融一条
街，堪称是常州的外滩，
银行、当店、钱庄、药店、
火油店、绸缎店、伞店，
布店、鞋帽店、酒店、票
号等各类商铺以及镖
局、旅馆一家挨着一家。

资料记载，西灜里
原名西营里，从明初朱
元璋派大将汤和驻守常
州以来，这里一直驻有
西营重兵，但西营常失

火，于是常州地方官采
用五行互生互克的学
说，把“营”改为“灜”，取
以水克火之义。

虽然改名，但由于
明清以来直至民国，西
灜里商铺很多，又都是
木结构房子，前店后坊，
厨房连着铺面，极易发
生火灾。

常州在民国初年已
成立救火会，开始用人
力消防水龙用于灭火，
但遇有火警，仍需绕到
运河取水，非常不方便。

“为了提高消防效
率，1923 年在明城墙开
辟了‘西瀛门’。”陈伟堂
说，原先“西瀛门”三字
是由书法家唐驼书写，
后来三字石刻被破坏。
2003年，城墙整修时，工
作人员在唐驼书法字帖
里找到“西瀛门”三字，就
有了今天城门上遒劲老
辣的“西瀛门”三字。

在这段 221 米长的城
墙上，除了“西瀛门”上的
三个字，不少青砖上也刻
有“常州府”“武进县”“宜
兴县”和不同的人名等文
字。

“这些青砖都是明清
时代的老砖。那时候，常
州府包括武进县、宜兴县
等，这些砖很多都是来自
下面的县。”陈伟堂介绍，
这些刻有地名和人名的青
砖就是那时候的“质量追
溯制”，只要出现质量问
题，就要有制砖的窑户、造
砖工人来承担责任。

今年 88 岁的袁明仁
是整修西瀛门城墙的设计
师，他曾设计过篦箕巷、毗
陵驿和清代诗人黄仲则故
居等。据他回忆，当年西
瀛门城墙整修在市民关注
下热火朝天地进行时，突
然发现老城砖不够用。于
是，许多热心市民捐出了
家里收集的城砖，市文管

会还为他们颁发了捐赠证
书。此外，还向苏州订购
了一批青砖，最终完成了
城墙的修复。

据介绍，目前人们看
到的西瀛门城墙最早是汤
和为常州守御官时所筑。
资料记载，明代筑的新城
已用烧制的城砖，城砖上
有知府和同知的名字。

汤和筑新城后，常州
府修城墙不下数十次，其
中最著名是明成化十八年

（1482）常 州 知 府 孙 仁 重
修。今天，西瀛门城墙仍
能看到刻有“知府孙仁”，

“督工同知吴桓”字样的城
砖。

后来战争不断，常州
城墙遭到严重损坏。清朝
灭亡，常州城墙退出历史
舞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1951 年，华东军政委
员会批准拆除常州城墙，
西瀛门城墙因一些店铺依
靠着城墙而建得以保存。

城墙上的文字记录着当时的
“质量追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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