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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斌、魏梦佳、赵琬微

北京之壮美，不仅在于它有从辽金到明清的
历史遗存，有数不清的名人轶事、故居会馆，有金
碧辉煌的明清皇宫，更在于有 500 多公里长的万
里长城最精华段。

万里长城，无疑是一张北京名片、中国名片。
不到长城非好汉，而长城的现状究竟怎样？
自北京城东北绕至西北，一条“游龙”盘旋在

崇山峻岭之间……因为拱卫京师的缘故，北京段
长城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多次加固，尤其是明代为
巩固国防将修筑北京段长城当作国家大事，使之
在规模、质量和布防密度等方面都十分出色，也因
此成为“万里长城之冠”。

长城资源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现存墙体总长
度为 573 公里，其中明长城 526 公里；长城遗存
2356 处，包括长城墙体、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设
施等，分布于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
等 6 区境内。2006 年，北京长城段被国务院确定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对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新闻人，记者从
2017年开始，多次实地探访北京段的多处长城。所见
所闻，令人颇有几分感触。

作为国家级文物，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巍峨壮丽，多姿多彩，穿越千年依旧巍巍伫立，
长城凝聚的民族精神更是穿越时空直至久远……

而长城保护、利用的现状借用一句歌词形容，
就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近年来，在崇山峻岭
之间、人迹罕至之处，一些坍塌或受损的长城正得
到逐步修缮。然而，尽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
长城的保护和修缮，但是现状仍然不尽人意：一些
长城缺少保护和修缮、险情不断；人们对长城的丰
富性还欠缺认识，对长城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存
在一定的误区，对长城文化、长城精神的挖掘亟待
上升到更高层面。

重新认识长城，从更高层面保护、利用长城尤
其是长城北京段，已经刻不容缓！

找到破解长城年代的“钥匙”

“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
应该得到进一步系统的研究和必要
的保护。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古长
城的某些地段可以开发，作为明长城
的附属旅游项目，丰富北京的长城旅
游文化。”

2017 年的一天，一则消息，让记者眼前一
亮：耗费 37 年之功，3 卷本《北京历史地图集》
终于出版。《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已故著名历史
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及
其所率领的历史地理学科研团队，历时 37 年时
间完成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全套书文字 75 万
字，地图 460 幅，历史照片 100 余幅。

这则报道提到，在北京境内确定有北齐长
城的存在。北齐长城？以前只听说过秦长城、明
长城，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北齐长城？

好奇心驱使记者专门约了侯仁之先生的学
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见
面。那是一个阴雨天，在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
馆里，记者见到了唐晓峰教授，边喝咖啡边聊，
随后又去了他在北大校园里的办公室。

一般在北京地区所见的明长城，修筑整齐，
有高大砖石墙体和空心敌楼。唐晓峰与团队其
他成员在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中，注
意到北京北部山区有一些与一般所见明长城显
然不同的古长城遗址。

“最开始是密云一位退休教师张伯丞发现
的。”唐晓峰说，过去这些年，他和同行、学生一起
实地踏勘 30 多次，最终确定了北齐长城在北京境
内存在的证据，并绘制出了具体的走向。

原来，公元 550 年，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己
即皇帝位，建国号齐，称齐文宣帝，改元天保，首
都依然定在邺(今河北临津西南)。后代史学家为
区别南方萧道成所建齐朝，称之为北齐，也叫高
齐。北齐王朝建立后，承东魏疆土，领有今洛阳以
东的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和辽宁、内蒙古各一
部，南邻梁朝，公元 557 年梁亡后为陈；西接西
魏，公元 556 年西魏亡后为北周，东滨渤海，北与
柔然、契丹、突厥、库莫奚毗邻。高洋一方面在政
治上采取措施，严禁贪污，制定齐律，建立州郡，
稳定内部；另一方面，为巩固防务，首先进行军队
整顿，加强对游牧民族及对西魏、北周的防御，立
国 27 年中，连年出击北方强敌柔然、突厥、契丹，
取得节节胜利，在出击北方强敌的同时，为巩固
北方边防和防御西部的北周，曾先后在北部和西
部多次斩山筑城，断谷起嶂，修筑过长城。北齐所
筑长城规模很大，仅稍次于秦长城。

唐晓峰送记者一本他与人合著的书《北京北
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书上一张张
彩色照片，清晰可见分布在昌平、密云、延庆等区
的古长城遗址：倾圮十分严重、仿佛碎石块“砌”

成的古长城或者石垒城垣，犹如一条游龙一样，
在一条条山脊上蜿蜒分布，两侧都是绿色植被，
因而这“游龙”就显得格外醒目。

一张照片上，是“历史见证人”指捏纹瓦：一
块略微弧形的瓦片上，清晰可见当年工匠指捏留
下的凹陷痕迹。这些倾圮严重的石垒长城究竟分
布在哪些地段？它们是何时所建？它们与高大的
明长城又是什么关系？

唐晓峰与团队从 2004 年起开始展开实地调
查，最早从明万历年间有人记载、“瓦砾纵横，微
有雉堞”的“秦皇之址”即昌平西部北西岭遗址开
始，而且把重点放在寻找人造器物和测年标本
上，对当地发现的陶瓦陶片进行了分析鉴别，有
指捏纹瓦、素板瓦、筒瓦等。

“那里扼守在蓟城通往怀来的古道上，北齐时
将长城建在那里，可能和当时的防御目的和筑城
能力有关。”唐晓峰说。

门头沟大村遗址、门头沟大村城堡以西长城
遗址、门头沟德胜寺遗址……按照“十里一戍”的
记载，专家们在门头沟、密云多个地点找到了北齐
长城的城堡遗址。

《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记
载了 27 处古长城遗址，配有大量图片和遗址地
图、遗迹示意图、遗址分布示意图、剖面示意图和
图表等，是一本考证严谨的学术书籍。

“长城城堡中指捏纹瓦的发现，为我们判定长
城遗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系列城堡的发现，
使我们对北京早期长城遗址的构造和戍卫特点有
了更深入的认识。”唐晓峰说。

历史上，在山西大同、山东济南、河北漳县，都
发现过北齐时期的“指捏纹”房瓦。2006年在北京旧
城西部原蓟城所在的白纸坊桥南护城河底中水管
道工程工地发现唐代河道，河道沙砾层中发现了指
捏纹瓦。同年，广安门广益大厦工地也出土了位于
汉代地层之上的指捏纹瓦，专家认为当属于北齐时
期。

“这些瓦的年代可以确定长城的年代，我们找
到了那把破解长城年代的‘钥匙’，初步解决了长久
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唐晓峰说。

在这位权威专家看来，北齐长城沿线的城堡
和墙圈分为三级：一是有瓦的城堡，二是没有瓦、
可能只有一些草顶的房屋，三是位于山顶上的小
型墙圈，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下，小的只有数十平
方米。“北齐长城的建筑规格并不一致，有的地方
比较高大，有的地方十分瘦窄，而且在很多地段尽
量依托自然山体，在一些山势险要、林密难行的地
段则没有筑城。在一些山脊上往往只在鞍部筑墙，
山尖陡峭之处并不筑城。建筑方法上，多用石块干
垒之法，省工省水，减少工作量。”

明朝利用了大部分北长城的基础，进行大规
模改建，使北京地区的长城蔚为壮观。专家指出，

《隋书》卷三十《地理中》在涿郡昌平县、渔阳郡无
终县、北平郡卢龙县、安乐郡燕乐县与密云县下均
注明“有长城”，这 5 个县的位置恰在今天北京昌
平、密云、天津蓟县、河北卢龙一线。

“隋朝是继北朝而立，前朝长城还清晰可见。
在这些地方经过的长城不会是燕秦长城，只能是
北齐长城。”唐晓峰呼吁，整齐雄伟的明长城和原
来低矮的石垒长城形成鲜明对照，石垒古长城遗
迹今天大多已经无人理会，所有长城旅游开发的
地段都是明长城部分，但是对于完整的长城历史
研究来说，那些更古老的长城遗址却有着更重要
的意义，亟待保护和开发。“这些古长城遗址，虽然
没有明朝长城的高大整齐，但其嶙峋的墙体却有
着更加古老的韵味。其历史意义、文化价值都非常
高。”

“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应该得到进一
步系统的研究和必要的保护。在妥善保护的前提
下，古长城的某些地段可以开发，作为明长城的附
属旅游项目，丰富北京的长城旅游文化。”这位专

家继续呼吁。

抗战“长城”，要重新挖掘

战争残酷的印迹就在眼前，而长
城的巍峨更是令人震撼。长城犹如一
条巨龙在山峦间盘旋，忽上忽下，巍
峨壮观：这历经多个朝代、见证无数
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正是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是中
华文明的金名片。为此，北京确立了三个文化带：
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并相继或即将出台有关规划。

记得 2017 年七七事变 80周年前，记者驱车
近 2 个小时去密云探访潮河之畔著名的古北口。

“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古北口
是长城上最著名的关口之一，是北京与东北地区
往来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3 年，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寇侵占热河后
一路长驱直入。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长城抗战
爆发：是年 3 月，北京地区抗战第一枪在古北口打
响。这是长城抗战中战时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
的一场战役。

密云区党史办主任郭生河说，先后有 4 万余
名官兵奋勇抗击日寇，伤亡万余人，毙敌数千人，
战况极为惨烈。

“那是一场激战中的激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
月，打破了日本鬼子‘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迷
梦……”2008 年起担任讲解员的古北口村村民刘
宪娥说。

沿着崎岖山路，记者登上古北口附近蟠龙山
长城一处制高点——— 将军楼，80 多年前，为争夺
这处制高点，敌我双方展开殊死搏斗。

十米见方、满目疮痍的将军楼保留了 80 多年
前的原貌：一层顶上赫然一个直径一米多宽的炮
弹洞，墙上可见大小不一的弹坑；一块斑驳城砖
上，留着日寇刻的汉字———“步兵十七联队占领”。
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曾经发生的战斗之惨烈：日寇
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疯狂进攻；我军坚守阵
地，顽强狙击来犯之敌。

战争残酷的印迹就在眼前，而长城的巍峨更
是令人震撼。左蟠龙、右卧虎，在将军楼上极目四
眺，重峦叠嶂，气象万千，长城犹如一条巨龙在山
峦间盘旋，忽上忽下，巍峨壮观：这历经多个朝代、
见证无数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不正是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吗？

“当时的长城血流成河，漫山遍野都是尸身。”
68 岁的村民张玉山说，父辈告诉他，战斗持续两
个多月，村里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几百具阵亡将
士的尸骨收殓，合葬于长城脚下。

“入土为安，一层芦席，一层遗体……”被百姓
称为“肉丘坟”的“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2015
年 8 月被列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公墓大
门上是一副黑色挽联：“大好男儿光争日月，精忠
魂魄气壮山河”，横批“铁血精神”。

这铁血精神，不正是长城精神的写照？
仿佛就是这精神的印证——— 距离将军楼不远

处，一条乡间公路旁，形似帽子的帽山虽然不高，
却格外陡峭。山脚下，一块白色大理石材质的“古
北口长城抗战七勇士纪念碑”耸立，在青山绿水间
格外醒目。80 多年前，日寇在此遭到顽强狙击，用
飞机和重炮疯狂轰击、以死伤百余人的代价艰难
攻克山头，结果发现狙击者竟只有 7 名的中国士
兵，已然战死。侵华日军被中国军人忠勇为国、宁
死不屈的精神所打动，将遗体埋葬于山前，并在坟

前竖起木牌，题字“支那七勇士之墓”。
“电影《集结号》还约定吹号撤离，这里没有

集结号。7 个中国士兵凭一挺机枪、几支步枪，
勇敢担负起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直至全部
壮烈牺牲……”回忆历史，郭生河感慨万千。

从 1933 年 3 月 5 日中日军队接战，到 5 月
19 日密云县城陷落。历时 75 天的古北口战役
中，中国军队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了民族尊严。

纪念碑前，一株株鲜艳的秫秸花怒放，生机
勃勃……“古北口一役，虽以失败告终，但将士
们视死如归、血战到底，虽败犹荣！”密云区党史
办原调研员林振洪说。

恢复重建的古北口北关关口巍峨壮观，也
是长城的一部分。相传宋嘉祐五年即 1060 年，
欧阳修自汴京出发，直奔古北口，在这里登上峰
顶，望长城内外，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了“古
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
里，行人到此莫思家”的诗句。古往今来，无数帝
王将相、文人墨客从这里进出，或远赴关外，或
抵达京师。康熙、乾隆等清帝前往承德避暑山
庄，也是从这里走过。

铁血精神，自古就有传承——— 北关关口一
侧的杨令公庙，记载了辽宋时期一段众所周知
的历史：杨令公庙初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
年)，庙门两侧白墙上的“威震边关”4 个大字格
外醒目。当地干部介绍说，这是杨令公战死沙场
后，虽为敌对一方，辽国有感于其忠贞爱国情怀
为其所建。农历九月十四是杨令公的生日，当地
百姓自发为其庆祝，逐渐形成规模盛大的民间
庙会，每年吸引周边地区众多民众参加。

爱国精神，一直在传承。有关资料记载：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密云人民前赴后继，
先后有 3000 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武装，7600 多名抗日群众献出生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虽被日寇占领，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战斗在长城内
外。1945 年，日寇投降，苏联红军和冀东抗日根
据地承兴密联合县政府在古北口接受了日军投
降。”林振洪说。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经过多年
努力，如今 9000 多人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全国
首批中国特色小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作为生
态涵养区，旅游业已经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距
古北口约 60公里外，京沈客运专线正紧锣密鼓
地施工。未来几年开通后，包括古北口在内的北
京密云，这块光荣的土地，将踏进高铁时代……

最险长城：修缮，更要“开发利用”

根据游客徒步、探险习惯，结
合长城自身险峻程度和观看角度，
架设辅助性栈道及观景台，既可满
足游人近距离感受长城的沧桑魅
力，又可以使长城免受人为的攀爬
破坏；其次在西栅子村修建长城文
化展馆，展示长城文化

“这长城都有 400 多年了。”81 岁的卢天来
老人，在长城脚下居住已经是第 10 多代了，祖
先是从山西逃荒来的。

西栅子村 5 大队，北方明媚阳光下，这个长
城三面环抱的自然村显得格外安宁，路边，花开
得正艳，一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指示牌，上面写
着民俗户的名字和电话。山居、宾馆……不少民
居上的广告牌格外醒目。

这个村子守护的长城，就是万里长城最著

名险段之一的箭扣长城——— 距怀柔区约 30公
里的箭扣长城位于京郊怀柔区西北的八道河乡
境内，海拔 1141 米，由于整段长城蜿蜒呈 W
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是各种长城画册中上
镜率最高的。

路边、院子门口，偶尔能见到“老外”在和村民
询问什么，村口的停车坪上，停放了近 10辆越野
车或者小汽车，不时有背包客上车或者下车……

“村子里住了 10 多户‘老外’，一租就是 5 年
或者 10 年。”当地了解情况的同志说。

卢大爷早年当过村支书，一直到 1998 年才
“下来”。如今的村支书，是他的大儿媳妇。“原来
一般没人破坏，后来搞开发，人多了，尤其是年轻
人来爬长城的多了，有些破坏，现在管理了，不多
了，大多数人能把垃圾带走，也有不自觉的。”

老支书有两儿两女，8 亩地 1000 块钱一亩
租出去了。“几年前干民俗户，一年能挣三四十
万元，大儿媳妇当村支书以后就不做了。”

前往箭扣长城的山路两侧都是果树，路边
一道铁丝网引起我们的注意，上面挂了两块约
一米宽的纸牌子，上面写着：“摘栗子者罚款一
百元，折枝五百—一千元”。

“这都是村民自制的，修长城搬运砖，得给
他们交买路钱，不交不让过，只能由中标单位和
他们谈，从他们中标的经费里出。”怀柔区文委
副主任郭大鹏解释。

山路确实有些陡峭，路上还撒满了落叶，尤
其下山时候脚踩在上面有些滑，有时候人不由
自主地小跑起来。有经验的人拿根树枝或带根
拐杖做支撑，确实能起到平衡的作用。

记者登上的长城段，是箭扣 146号敌楼至
150号敌楼及长城段，也就是从“天梯”至“鹰飞”
倒仰一段，总长约 1003 米，地势十分险要，是北
京段长城之精华所在：这里关隘设计严谨，敌台
密集，工艺精湛，但因早年人为的破坏以及自然
冻融、开裂，敌楼、敌台、边墙砌筑墙体坍塌损毁
严重，多处出现安全隐患。

“如不及时进行抢险加固，很可能全部坍
塌，并且这里每年都多次发生游人伤亡事故。”
2014 年由怀柔区文物管理所编制的抢险修缮
工程立项报告这样指出。

报告里一张张图片，形象展示了箭扣 146
号敌楼到 150号敌楼及长城段各个敌楼的残损
状况，令人“惨不忍睹”。

登上“修旧如旧”的敌楼远眺，一座高大山
峰上，因箭扣、擦石口、西大墙三路长城在峰顶
交汇而成的“北京结”清晰可见：左侧那条就是
内长城，一直往西，直奔门头沟，再往西就是嘉
峪关；我们脚下的长城是往山海关方向……

远处的长城被称为“西大墙”，远看，墙壁雪白，
犹如一条白龙。“那是条石堆砌的。”郭大鹏解释。

“这里的水泥灰已经有 400 多年了。”60 出
头的程永茂做长城维修已经有 10 多年时间，老
人年纪虽然最大，爬长城却走在最前面，“这里
的长城主要是拱卫十三陵。”

据说，长城修缮一延米的成本要两万元。
“这样的砖，一人两块，60 斤，背上来，搬运费
高。”程永茂指着长城城墙上的青色地砖说。

箭扣长城最有名的一段，是“箭扣天梯”和
“鹰飞倒仰”，天梯就在眼前，几乎呈垂直状，陡
峭难攀。眼睁睁看着一位背包客从天梯上手脚
并用爬了下来，不禁为之捏把汗：这是一位来自
北京郊区的驴友，喜欢只身一人爬长城……

就在山谷间，不时能看到苍鹰翱翔，“鹰飞
倒仰”果真名不虚传。

郭大鹏说，未来 5 年，将修缮重点确定在对
箭扣长城保护、利用和展示上，积极争取国家
级、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把箭扣长城修缮工
程打造成全国精品示范项目。

（下转 14 版）

▲雪后箭扣长城美如画。 王全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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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国 歌 里 的 文 物 就 一
个——— 长城。长城的保护和利用，
已超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层面。

近年来 ，一些坍塌或受损的

长城正得到逐步修缮，但长城保

护的现状仍然不尽人意。重新认

识长城 ，从更高层面保护 、利用

长城尤其是长城北京段，已经刻

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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