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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与南京文物古迹保护

结缘，最早是在1932年。这一
年，25岁的朱�获得德国柏林
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回国
受聘为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自从他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就
被这儿的一切深深吸引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恰逢

国民政府“首都计划”轰轰烈
烈地实施，南京大量的文物古
迹遭到破坏。“那时蒋介石提
出拆除明城墙，将墙砖用来建
中央军校。”南京著名作家薛
冰说，这个决定遭到了文化界
的强烈反对，徐悲鸿等文化名

人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
行批评，迫使蒋收回成命，但
其他的很多文物古迹就没这
么幸运了。

朱�就是在这时开始对南
京文物古迹进行实地考察的。

“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
涂、南到胡熟、北及浦镇……”
在朱�的女儿朱元春的记忆
中，那些日子父亲总是早出晚
归，背着照相器材和沉重的测
量仪器进行实地探访。一些偏
远地方他得骑马去。有一次，

父亲在明故宫附近拍照被宪
兵发现，怀疑他正在偷拍军事
目标。宪兵勒令他将底片全部
冲洗出来，发现他拍的全是南
京的古迹文物，才将他放了。

%&'(

*+,-./012

朱�是一位经济学家，为

什么却对南京的文物古迹如此
痴迷？这归因于朱�的出身。朱
�的父亲是著名史学家朱希祖
先生，朱自清、茅盾、顾颉刚、傅
斯年、范文澜等都出自其门下。
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更为了
督促政府保护文物，朱�对南

京周边的史迹进行实地调查。
“他是对南京古迹文物进行普
查的第一人。”薛冰说。

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著
名考古学家曾昭�说，朱�的
《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
名胜影集》和《建康兰陵六朝

陵墓图考》是“调查时最好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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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陵古迹图考》竟

促成了他与刘伯承和陈毅两位
将军传奇式的见面。朱元春回
忆道，1951年9月22日，朱�

正在南大教学，中共南京市委
派人来说，“刘伯承将军、陈毅

将军欲一见朱先生。”约定第二
天派车来接。落座后，刘伯承高
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
（指《金陵古迹图考》）时，很
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
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
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

愿以偿。”之后，刘、陈二将军约
朱�赴清凉山等处参观。

不久，刘、陈二人又同朱�

一起参观了南唐二陵。在朱�
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午饭席
间，朱�就二万五千里长征十
七勇士抢渡大渡河以及红军
经过凉山彝族地区的详细情
况，询问刘伯承将军。刘伯承
的一番细述，他当作珍贵的史

料照实记录，“亦可作研究党
史者之参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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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朱�被任命

为江苏省文化局的副局长，负
责分管文物保护。一时间，他
似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
置。上任后，他在保护文物方
面，做了三件事：发动省文物
工作者进行全省文物普查，并
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文物

保护单位；拨款维修了位于南
京、句容、江宁、丹阳的六朝陵
墓石刻；重修了具有一千多年
历史的苏州虎丘塔。
“记得当时清溪村东边和

南边开通马路，建将军楼。因
为那里是一个坡地，需要挖

平，父亲就经常嘱咐我们放学
后在路边观看，告诉民工如果

有文物出土一定要好好保存。
他自己下班也跑到工地向民

工宣传要好好保护文物。”朱
元春依然铭记当年父亲的谆
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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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京城头上梁思成

的哭泣，南京城墙下朱�的呐
喊……朱元春的心头再次被
刺痛。

1956年 6月中旬，朱�
接到紧急报告，称有人在城
南拆毁明代古城墙，若再不
制止中华门城堡即将毁灭。

朱元春还记得父亲忧心如焚
的样子。“父亲立即赶到现
场，那里像刚经历了一场攻
城的恶战，古城堡转眼间成
了一堆瓦砾废墟。幸好鬼脸
城还未拆除，父亲又立即赶
到南京市政府，要求立即制

止这种行为。”
明城墙保护专家杨国庆

说，1956年，大规模的城墙拆
除开始了，目的是拆下城砖搞
城市建设。政府还成立了一个
拆城委员会，理论是“古为中
用”，对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

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
钱。最令人痛心的，是把古石
头城上拆下来的条石，敲碎了
当作修马路的小石子。而石头
城南北一段的城墙，是南京最
古老的一段城墙，是东吴和南
朝的遗迹。

朱�立即向南京市领导提
出紧急建议，赶快下令停止毁
城，并为电台写了广播讲话，
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

呼吁，制止这一灾难。同时向
中央文化部发电报，呼吁保护

明城墙。在朱�的努力下，中
华门和鬼脸城终于保住了。
“他是‘护城之神’。”已故著
名作家艾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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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一夜之间，朱�

抵制破坏、保护南京古城墙的
善举变成了“借保护城墙之名，
攻击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朱
�被打成江苏省文化局头号大
“右派”，职务撤销了，下放到
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资

料室写卡片，搬运书籍，有时还
得到农村干体力劳动。1961年
9月，朱�被摘掉右派帽子，后
调南京图书馆工作。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的

年龄还小，每次偷偷躲在人群
中看到台上被批斗的父亲时，

心里非常痛。批斗会上的罪名
繁多，父亲不屑也无法一一辩
白。但是对于保护城墙的罪
名，他永远不会低头认罪，‘关
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
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
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拆墙继续进行，跟中华门
规模相同的通济门，以及太平
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便
从南京的地图上彻底消失
了。“错批了一个朱�，肢解
了一座世界第一大城。”南京
曹雪芹纪念馆名誉馆长严中

说。但中华门和鬼脸城由于朱
�的努力，已由文化部下令保
护，因此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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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中桥上，向桥下
的秦淮河望去，当年南京乃

至世界城墙史上独一无二
的杰作———通济门，也早已
灰飞烟灭，成为《金陵古迹
名胜影集》 中那最后的映
象。在朱�的《金陵古迹名

胜影集》 中也有着一幅通
济门鸟瞰图。“门凡四重，
前为谯楼，南京各城门，除
神策、太平二三门外，规制
大多如此，可作为代表”。

可惜的是，这座看尽铅

华的宏伟建筑在 1959年
前后被彻底拆除。“当时大
兴土木，但是砖瓦厂又不
够烧，所以大家便开始去
城墙上挖砖……那是多么
宏伟的一个建筑啊。如果
朱�没有被打成‘右派’，

或许可以保留下来。”薛冰
说，言语里充满着对通济
门的惋惜。

直到现在，门内向西过
大中桥则为繁华市井，古今
如一。只是不见了通济门的

影子。外侧九龙桥西侧为十
里秦淮入城处———东水关。
这段古城墙因东水关调节
城内河水作用，得以保存，

而成为市里保留最好的一
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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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残留的，也是惟一

仅存的一座完整的瓮型城
堡———中华门城堡，现在位
于南京城的西南角。

在朱� 《金陵古迹名
胜影集》中，有着三张中华
门各个方位的照片。古老的
照片上，灰蒙蒙一片，只有

那段城墙倔强地闪耀着灰
白色的光芒。

和薛冰一起来到中华

门城墙下时，正值夕阳西
下。落日的余晖让中华门
平添神秘和沧桑。遍寻中
华门周边的城南民宅，随
手推开一扇宅门，在吱呀
声中，听到了历史的叹息
声。老宅子不知住过了几

代人，虽然几近颓败，却难
掩它曾经的繁华。
“这里，原来是很繁华

的场地。”薛冰常常来中华
门。因为只有在这里，摸着
厚实的明城墙，他才感到

欣慰。
薛冰介绍，1954年中

华门曾经发过一次大水。
“城墙因为战争时受到破
坏，排水系统没有来得及修
缮，所以多处塌方，砸死 30
余人。”因此，中华门城墙
的西门一侧，自1954年起
政府就组织拆除危险地段。

“虽然是破坏，但因为经济
所迫和人命问题，拆迁也不
得已。还好，只是将城墙上
半部挖走，下半部基本都保
持完整。”

薛冰说，中华门得以保
全完全要归功于朱�。“他

是一个学者，却不仅仅是学
者。他是个伟人。”薛冰赞
叹。斯人已去，城仍在，足可
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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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墙有着深厚感

情的薛冰很少去鬼脸城，他
说，每每翻阅到这一段的资
料总是觉得心痛。“从
1955年到 1965年的十年
里，一共拆除了7～8公里，
而 1965年～1979年也拆
除了7公里。”

1956年下半年的一

天，朱�突然接到秘书紧
急报告：驰名中外的石头
城被“适应市政建设”的借
口拆毁了一大部分。他听到
消息后立即与消防队员焦
急地乘上消防车，一路拉着
警铃一路闯红灯，从城东赶

到城西的石头城。只见鬼脸
城以北一直到草场门被拆
去二里多城墙。幸好作为石
头 城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部
分———鬼脸城还未拆除。于
是，他赶到南京市政府提出
了严厉的批评，坚持要保护

鬼脸城。
正是这一善举，让朱�

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对于这段历史，江苏省作家
协会主席艾煊先生在他的
《帽子与城墙》一文中说：
“只有朱�直接拿‘帽子’

换来的这座中华门城堡，到
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
巍巍耸立……若在古代，人
们会把朱�视为护城之神
而去敬重他。”

鬼脸城留存下来，也算
是为朱�的信念立下了一

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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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

的人，他十分喜欢园艺、盆
景。在小花园中，他一共种过
99棵树。每天无论工作如何
繁忙，他总是抽空在园中忙
一会儿，他喜欢满园春色的
感觉。可 1965年的冬天，草
木似乎也知情，一棵长了十

几年的梅花树，年年开花，满
树如彩云灿烂，那年突然枯
萎死。难道这是场灾难开始
前的预兆吗？”

1966年 8月 26日，南京
图书馆造反派 “红卫兵”和

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
�家整整烧了半天的书，一
时间火光冲天。虽然朱�再
三阻止，声称这些书已经捐
给了国家，（$%&' O��Dl

���wk ¡q¢£¤¥:

¦@� ）是国家财产，但不起
任何作用，损失不小。8月30
日夜，红卫兵半夜闯进家中
大肆搜查，通宵达旦。9月24
日，南京中专学校红卫兵总
部又闯来，撬开地板，挖地三
尺，声称要查找枪支弹药、金
银财宝，可找了整整一天半，
他们只抄走了一百多轴古

画、古董。全家人在惊恐中被
撵走数次。

1968年 7月 15日夜里，
朱�含冤而死，留下愤怒绝

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
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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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去后，我们只能

在梦中与他相会……” 回忆
起父亲朱�，62岁的朱元春
双眼充满了泪水。“明城墙还
能够保存大部分，这是我父

亲希望的，也是今天每一个
纪念他的人所共同期盼的。”
“我站在南京的古城墙

上，淅淅沥沥的秋雨越来越
大了，我分不清自己的脸上
是泪水还是雨水，我在内心
呼唤着先生的亡灵，南京人
民不会忘记为保护明城墙而
逝去的你……” 中国文物学
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会
长丹青发出这样的感慨。

民进南京市委宣调处处
长王长才说，纪念朱�先生，
不仅仅是纪念他对南京文物
古迹保护所做的贡献，更重要

的是继承他的精神，更好地保
护南京的文物古迹。薛冰认
为，朱�先生所表现出来的知
识分子的良知，对民族、国家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
该让当下商业化的，或者只埋
头于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知识分子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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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黄卓琳有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