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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已经连续多个中秋，带着家人一起到长城赏月夜。
一轮明月，高悬在长城上的夜空。
长城内外很静，初秋的风，轻轻拂动着快要落了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数百年前修建长城和守卫长城的人们，也像我们一样沐浴在同样明亮的月光里。
置身在这样的情景中，便有了与古人对话的感觉。
    常年在长城上奔走，有过各种各样的心境，唯独从来没有过怀旧的感伤。
因为长城有很多未解之谜，带给我的永远是新鲜。
我们认识长城，在一定程度上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只有正确认识自己历史的民族，才能创造和发
展新文明。
历史地看长城，完全是军事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的利益，而构筑的永久性防
御工事，也是因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
长城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中西交通诸方面产生过很深远的积极影响
。
    从公元前7世纪始筑长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工程而存在，其主要
任务是调整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所引发的各种冲突。
长城目睹了太多的无奈，经历过太多的血腥。
直到公元17世纪停止了大规模修筑长城之后，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才随之淡化。
    进入20世纪以来，长城在显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开始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特别是当民族受到外来侵略的危难时刻，长城鼓舞着无数爱国志士为民族生存和解放而战斗。
那首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长城抗日前线英雄精神的写照。
中国军队高举着大刀，趁夜色摸进敌军的营地，向睡梦中的敌人发动进攻。
    我多次到古北口长城脚下的抗日英雄墓，去祭奠这些英烈，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
们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今天，长城已成为世界各国游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不到长城非好汉”已经成为中外游人熟知的一
句名言。
雄伟壮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长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
    历朝历代的长城，修建得都不一样。
长城的同一个地方，春夏秋冬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
有时如激扬的交响乐，有时如悠扬婉转的轻音乐，不同的韵律演绎着相同的感动。
走进长城的历史，就是走进高远苍穹。
    长城点缀着幽幽的高山，山便显得那么的安宁、坦荡。
人们不管站在长城的哪一个地方，不管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感受，触摸着长城建筑之时，历史都不再是
尘封的记忆。
感受长城的历史，就是感受生命的精彩，感受人类文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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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三十年来行走长城考察，穿越整条万里长城，耗时数年倾力打造该书。
长城的崛起伴随着中华的崛起。
本书揭秘了历史上那些耳熟能详的长城关隘的发展过程及其建造的历史，揭秘长城在几千年来整个崛
起的过程，以及在崛起过程中与各民族之间的繁杂关系。
全景式描写了长城内外军事战争的根源和发展形态，以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政权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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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耀会，中国最权威的长城专家之一。
现为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长城志》总主编，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城传》首席专家
。
曾作为国家指定专家，陪同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克林顿等众多外国政要参观长城。
作为中国徒步万里长城第一人，作者曾于30
年前与友人一起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考察明长城，历时508天最终到达甘肃嘉峪关，完成了徒步万里长
城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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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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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京东之长城雄关
第三章 京畿长城
第四章 冀西与晋北之长城关城
第五章 黄土高原之长城古塞
第六章 丝绸之路之长城重镇
后记 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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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板厂峪还有用于防御的长城拒马阵。
拒马阵分布在板厂峪西峪南线长城北侧，在一条山间沟谷西侧的开阔地中。
300多个矩形拒马坑依“品”字形或网络状，密集相连，组合成了防御严密的拒马大阵。
拒马坑均由石块垒砌而成，长3～3.5米，宽2.5～3.2米，深约80厘米，占地面积8～10平方米，拒马坑之
间的石墙宽约1米。
 有很多的拒马坑保存完好，在拒马坑内曾多次出土过保存完好的铁蒺藜和陷马陶筒。
拒马阵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对阻挡北方游牧族的骑兵很有作用。
板厂峪长城拒马坑群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在万里长城上也不多见。
 板厂峪本来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山村，却因这里埋藏着万里长城迄今保存最完整的砖窑而闻名，
这里目前是发现长城砖窑遗址数量最多的地方。
长城砖窑的窑顶距地面约25厘米，顶部由胶土、碎砖等分隔层覆盖。
从已经被揭开的窑顶，可见由厚重的青砖筑成的窑壁。
经过了几百年的密封，一层层码存的长城砖完好如初。
窑里的长城砖有多种规格，重的约10公斤。
据估算，每座窑内的长城砖约有5000块。
 其实大量砖窑的发现证明了就地取材是长城修建时的一项基本原则。
长城所用大量的土方、石方等，均就地取材解决。
如在崇山之中，便开山取石垒墙。
在平原黄土地带，则取土夯筑城墙。
在沙漠地区，便用芦苇或柳枝条，进行层层铺沙修筑，解决了建材稀缺的问题，所筑的城墙还十分坚
固。
砌墙所用的大量砖、瓦、石灰和木料等，除就地设窑烧制或砍伐外，官府还办有专门供应建筑材料的
部门。
在居庸关发现的石刻中，便记载了有关窑厂和办料署等名称。
 建筑长城材料的运输，主要靠人力和驴、马、骡等畜力，也采用一些简单的机具，如畜力车、手推车
、绞车、走索和飞筐等。
当搬运大石料时，便利用斜坡地、滚木、撬杠等办法进行拉运。
长城的墙体、敌楼、烽火台，就是用这样的简单机具修建起来的。
 板厂峪长城，近几年一再引起社会关注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里的长城，处处都留下了戚家军官兵
的活动痕迹。
时至今日，这些来自南方将士的后裔，仍然生活在长城脚下。
他们中的很多人，多年来为长城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做了大量的工作。
 400多年以前，戚继光率领着他手下英勇善战的南方子弟兵，来到了北方修筑长城，戍守边地。
 明代从南方奉调而来的戚家军并非只有军人，由于修筑长城的工程量特别巨大，守卫边地也是一项长
期任务，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明廷也安排官兵家属随军。
因此就有很多家庭在北方边塞之地定居下来，士兵和他们的后代就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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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    今天写这本书，脑海中多次浮现出当年徒步考察明长城的情形。
本来年头多了，有些记忆早已忘记，这次又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并渐渐地清晰起来。
人的一生总有些事情，在心里不断地由清晰到模糊，再从模糊到清晰。
说忘记了，其实永远也不会忘掉。
    不久前，我又一次去了河北蔚县的代王城。
代王城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代国的都城，秦、汉时期为代郡，使用时间跨度达近千年之久。
站在这座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历经了沧桑变迁的古城废墟上，脚下踩着破碎的瓦砾。
顶着寒冷的秋风，看四周长满的已经干枯的荒草。
沿着那曾经的城墙，走进了这座曾经的古城，努力寻找着这座城里当年人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这座生活过成千上万人的城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夷为平地。
人们或迁徒或死亡，只留下今天的遗址可以证明这座城池的过去。
在这片废墟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会有人站在长满荒草的废墟上，追溯还原这
座城市过去的面貌。
但是，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
    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亦如此。
长城，便是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永远的记忆。
    今天的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
中华民族是居住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
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
长城参与和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主要过程。
    在长城产生的春秋时期，楚武王曾自称“吾蛮夷也”。
即使自己也承认有别于中原诸侯，但在中原大国诸侯会盟时，楚国也参加了。
楚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也是由多民族所构成，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最终演变成为现在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而中国始终有一种追求统一的民族文化，在支持着历史上各民族成员的内聚和认同，最终形成了今天
这样的局面。
    历史证明，长城地区的稳定和统一，对古代中国的稳定与统一，具有支配性的作用。
在任何朝代，长城地区不稳定，国家就会动荡。
    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
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当中，也就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不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都一直坚守着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和归属。
这种现象，在欧洲是没有的。
    长城是一座历史的雕塑，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长城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了解博大精深的长城，弘扬长城文化，唤起积淀在人民心里的民族文化意识，是我们要保护长城文化
遗产的长远意义所在。
    我将一如既往地在长城之路上，继续我的跋涉。
    长城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我喜欢到长城上去，拾捡历史斑驳的痕迹。
我就这样沿着长城行走，向着明媚的阳光，走向远方。
行走中一路追逐，一路思考，认识长城的路上，走得越远，自己的心就离长城越近。
我始终是以敬畏之心，面对一段段长城历史的记忆。
洒在长城上的阳光也照耀着我，因为有了长城，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就有了一道道亮丽的彩虹。
    今天，长城以著名世界文化遗产而存在，每年都有数千万的游人，到长城来感受人类伟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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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过很多外国政要参观长城，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布什等。
可以说没有人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看长城，每个到长城的人都对长城充满敬意，这就是长城的伟大之
所在。
    中国之外的世界古老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我都有幸前往参观过。
但我发现，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相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还极其有限。
所以，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说起长城大家都知道，但再稍微多一点，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这种现象，又何止是发生在国外。
作为中国人，作为一名长城研究者，我常常想，我们在感叹中华文化辉煌璀璨的同时，应该为宣传长
城，弘扬中华文化多做点事。
    这也是我欣然答应，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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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城的崛起》编辑推荐：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蛾起，一部长城史便是半部中华民族史。
《长城的崛起》由董耀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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