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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西门瓮城遗址”维护的建议

领衔代表 涂育君

西门瓮城遗址位于荔湾区中山七路与人民路交汇处，是广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迄今为止在广州市区发现的唯一城楼基

址，也是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该遗址始建于明代，

民国时期拆城开路，把瓮城上部份拆除，目前只余城址下部埋于

路面下。瓮城遗址为红沙岩石条砌筑，南北长 50 余米，东西宽

18 米，残余高 3.7 米。中部被埋在中山七路下，南北两部分露于

地面，但被压于民宅下，或粘附民居旁。

1996 年及 1998 年配合建设工程，先后两次对瓮城遗址南部

进行发掘，中部压于中山七路下的和北面部分附在民居建筑内的

未作挖掘。清理出遗址南部残存的基址东西长 18.45 米，南北宽

18.15 米，高 3.7 米，墙体宽 4.7 米～5.1 米，平面呈“L”形。

为做好该址保护工作，2010 年，由荔湾区政府斥资，在该址

周边建起保护围栏，在中山七路路面上增加历史城墙铁艺装饰，

对群众作半开放式展示，多年来，区文广新局委托龙津街道负责

日常管理。

一、存在问题

1、定期保养维护问题

西门瓮城遗址在 2010 年进行了包括清洁、微生物治理、表

面加固及排水治理等保护工程，本体保护工程效果保持良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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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遗址处于较为低洼潮湿的区域，本体保存环境条件受限，导

致遗址本体及周边多处积水，植物孳生。同时由于缺乏后期及时

的保养维护，致使上述问题不断积累，导致遗址外观逐渐劣化。

2、周边植物杂乱

西门瓮城遗址在 2010 年的保护工程中，同时进行了遗址周

边环境的整治，栽种了景观灌木对环境进行美化。目前景观灌木

缺乏修剪，植物形态及高度与遗址外观不协调，甚至遮挡住了标

高较低的瓮城立面，致使观众不能直观地了解瓮城遗址的体量、

尺度、构造等有关信息。

3、遗址夜间照明不足

遗址处于城市道路标高以下，且周边植物茂盛，导致遗址立

面无法为城市居民及过往游人所感知。基于管理等因素的考虑，

遗址周边设置了保护围栏，市民和游人无法靠近，且整个遗址内

没照明设备，夜间较幽暗，不利于遗址的展示。

二、建议

1、解决遗址积水问题，进一步保护好遗址文物本体。

2、对遗址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清理绿植，平整广场。

3、利用现遗址南侧风雨连廊，设计制作古城墙历史展览，

并做好灯光照明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