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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总以为，不是长城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我们，处在历史拐点、最需要精神驱动力的我们，正在与
长城渐行渐远。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的象征符号。
黄河母亲的乳汁哺育了中华文明，而长城则像一个永不言退的老兵，一位沧桑的父亲，决定了中国人
内敛自固和顽强不屈的气质个性。
然而，作为横亘在地球纬线上的现实存在，它，似乎又是那么的孤独。
与雍容华贵的故宫不同，它只是裸露在日益式微冷落的农耕与游牧文明视线之中的边塞残垣；与深藏
宝匣、世代诵传的经史子集不同，它只是饱经雨雪霏霏、永失杨柳依依的无字悲歌。
它一直承受和见证着这片大地的命运颠簸，遍体鳞伤地呵护着炊烟、窑洞、羊圈以及尘世的悲欢离合
。
这伟大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一是大段的秦砖汉瓦在自然的风化、水
蚀、地震甚至人为破坏之下，逐步濒临消逝，最终可能成为地图上的一段虚拟标识符号；二是那些积
淀千年，在岁月河床之上绵延不绝，作为长城真正风骨的精神和文化的存在，却也要在浮躁的欲望冲
刷下，在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的眼影里，风化斑驳成灰，飘散在沉寂的一隅。
在作为古代建筑的长城日渐离我们远去的表象下面，是更为可怕的真相——我们正与长城的风骨精神
渐行渐远，快要成为数典忘祖的陌路断肠人了。
今天，如果从实业角度来观察，长城两端的嘉峪关和山海关，恰好代表了当代中国经济的两大属性，
一者是物质资源，在现代科技“点金术”掌握下的物质资源——“因关得名，因企立市”，河西走廊
地下埋藏的富铁矿成就了嘉峪关和酒泉两座现代化工业城市；一者是文化资源，是钟灵毓秀的自然与
人文共同氤氲出的文化旅游资源——山海关、北戴河与山川海天、古迹传说，共同成就了秦皇岛这座
中国唯一一个困皇帝帝号而得名的城市。
就西部开发而言，长城中段，陕晋蒙一线，富产煤、气、油、盐，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这些宝藏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目标，或许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长城，仅
仅被当作长城脚下这一切日新月异变化的背景和见证，或许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总以为，在民族精神层面，我们正在与长城渐行渐远，而且我的这份担心也日渐增长。
万里长城确实需要切实的保护和一些“修旧如旧”的维修，而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更如博大精深的宝
藏一般，需要我们去发掘传承，不断注入新的血气。
所以，当《南方都市报》邀请我们共同来走这段“盛世长城路”，在崇山峻岭与大漠古堡之间，在历
史与现代之间，在文明与焦虑之间，会同一群来自深圳和香港两个特区的市民，一起寻访本民族的精
神之根时，我以为这是弥足珍贵的公益之举，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也没指望这一两百人四五十天的舟车与徒步，会对当下社会的集体浮躁和“无根”错觉有多大的
纠正和反拨。
即便通过媒体的传播放大，我们也仅仅希望能唤起和引发更多的人动一动“寻访”的心思——你了解
真正的长城吗？
你不想找到自己的精神根脉与民族认同吗？
可以想见这群从南方海边都市中“逃离”而来的青年真切面对长城时的情景：最初，每个人都是努力
要让自己占满镜头，一边尽情释放着压力和郁闷，一边尽情挥洒着膨胀自失而又难免有些浅薄的“好
汉”情怀。
但，渐渐地，总有那么一些人，在那么一刻，次第沉静下来——面对长城，缓缓地深呼吸，细细品味
那历史烽烟的雄浑与醇厚，仿佛在接受顿悟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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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说“万里长城永不倒”，然而你有没有关心过，这句话还能说多久？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长城”正在走过怎样的岁月变迁？
    历经千百年风雨而保存下来的古长城，会不会在现代文明中与我们渐行渐远直至消逝？
    长达数万里的古长城有没有必要全线保护？
　　⋯⋯    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带着这些问题和思考，本书作者对长城沿线进行了全程深入的
采访调查，带你一起探寻长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直面长城的世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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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备受冷落——嘉峪关周边长城保存最好的城墙被打入冷宫资金不足造成保护捉襟见肘，
目前已申请国际贷款。
2007年7月13日早8时，在云彩低得似乎触手可及的嘉峪关城楼外，在灼人的西北阳光下，第一批游客
已经开始等待着零距离接触这座已在戈壁滩上矗立了700年的军事要塞。
当地一位导游颇为骄傲地表示，那些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长城宣传画册上的嘉峪关，就是眼前的这座
城楼——嘉峪关关城。
已经70岁的郭积宝老人，从小在嘉峪关脚下长大。
1987年，老人作为最早一批在关城内靠养骆驼供游客拍照挣钱的当地人。
见证了关城由破旧到修葺一新的变迁。
如今，关城里骑骆驼照相的价格从20年前的5角变成了现在的15元。
可那些关城以外的长城，却始终孤独地在旷野里经受风吹日晒，无人问津。
郭积宝说：“戈壁滩上有很多长城，周围没有人居住，来这里旅游的人也很少去看，和我小时候比，
除了不让人攀爬，倒是没见怎么保护。
”“从保护状况来说，嘉峪关关城可以说是现存长城关隘中保存最好的。
”嘉峪关长城保护研究所所长俞春荣说。
20世纪80年代，嘉峪美关城曾经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和维护，早已没有了此前的残旧破烂。
21世纪初，为了保护关城生态，还将诸如养骆驼和养马这样的旅游产业“迁出”了关城。
2006年又特别在关城入口前修建起了九泉湖公园，作为城楼的隔离带，避免其在旅游开发中遭到人为
的破坏。
嘉峪关城楼旁，附近的村民牵着骆驼接待游客，他们每天很早就到这里做生意。
周围很多居民靠这里的旅游业为生。
祁连山与嘉峪关长城的景点每年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游客每骑一次骆驼照相由最初的5角钱变成了现
在的15元钱。
东长城只剩下几处土丘从关城东闸门进入，一路向西，穿过最西面一扇高大狭窄的厚重关门，茫茫戈
壁和远处的祁连雪山便突然“绽放”在眼前，视野所到之处由黄土色砖墙砌成的雄伟庄严的军事要塞
，刹那间转换为苍茫壮阔的广袤自由空间。
一扇门，隔开了关内和关外，走过去，便完成了古人的“出关”。
而长城的命运，从这里开始，也变得迥然不同。
按照郭积宝老人的指引，从关城北侧的公路向西拐进路边戈壁几十米后，一座形状保存完整的墩台连
着百余米城墙出现在眼前。
沿着城墙一路走过去，墙壁上不时可见由上而下的裂痕，靠近城墙中央，更是被水流冲出一个直径两
米左右的大洞。
根据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保存的长城地图，眼前这段沧桑感十足的长城，属于嘉峪关北长城遗迹。
多年来，关城名扬四海，游客不息，这些戈壁中的城墙却在风雨中承受着孤独和冷落。
和北长城相比，东长城的现状更加不乐观。
根据当地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考察结果，嘉峪关东段长城因为当时生产大队中的农田、道路、水渠、
居民点的修建和整地挖沟，长城遗迹在当时就多已不清楚，仅能凭着当地人的描述还原出大概走向。
而游客在现场可以发现。
只有从草滩上仅存的几处突出地面的线状土丘依稀可以看到长城曾经的身影。
沿关城西侧向南绕回甘新公路，远远便可以看到被甘新公路和一旁并行的兰新铁路拦腰截成三段的长
城城墙，大半个城墙已倒塌。
郭积宝介绍，这条城墙从关城向南延伸至戈壁滩上，原属嘉峪关西长城中的一段，也是这些年来被人
为破坏最严重的长城。
俞春荣指出，对于这三段长城的现况，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数据，而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全国长城资源
调查也已在甘肃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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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冷遇的长城更需要关注目前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重点进行保护。
根据嘉峪关长城保护研究所的一份调查，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关城周边的这些长城就一直遭到自
然和人为的破坏，几乎每年都会有城墙、墩台在雨水和泥沙的冲击下塌陷。
嘉峪关长城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在2006年曾经粗略估算，对嘉峪关长城遗址周边环境整治、对长城进
行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加上现有关城内部分木结构建筑的维修，整个嘉峪关长城系统的“大维修”
费用需要资金高达2000万元，而这样一笔庞大的文物保护资金，目前国家、省、市财政基本上都不可
能承担。
不过，虽然数额不小，但。
和长城其他段相比，嘉峪关长城的保护目前在经费上是比较充足的”。
俞春荣介绍说，2008年3月，嘉峪关长城文化旅游景区将有望得到来自世界银行的313万美元贷款，再
加上部分国内的配套资金，从2008到2011的4年间，嘉峪关长城将得到超过4000万元的保护和开发资金
。
此外，嘉峪关长城保护也已经开始采取科技手段，避免一些重大建设可能对长城造成的损害。
不久前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西油东输、连霍国道主干线清嘉高速公路，一律采用从明长城下
穿越的施工方案。
此前类似的工程必然要打穿长城的墙体，对长城造成致命伤害。
“长城沿线的保护整体上都存在着贫富不均的问题。
国家财政拨款也是保证重点，不会满把撒盐。
这和嘉峪关长城的现状一样，都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重点进行保护。
”对于嘉峪关关城与城墙的“差别待遇”，俞春荣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有资料显示，万里长城遗址在今天可以分为景区和非景区两类，人们所熟知的八达岭、山海关、嘉峪
关等已经开放的景区长城加起来也不过1000公里，而古长城真正的主体恰恰是那些盘桓在高山峻岭、
戈壁荒滩之间无人管理的残垣断壁。
“长城保护的贫富不均随着对长城保护的重视，确实已经是整个长城保护中凸显的问题，我们的调查
也发现，很多暴露在旷野的长城，因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开始在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损害中逐渐消失
。
这些受冷遇的长城可能更迫切地需要保护。
但现实是，仅仅嘉峪关长城的一次维护整修，就需要2000万元的投入，如果真要平等对待，要多少钱
才够？
以我们目前长城保护的条件，只能说是选择重点进行。
”对于尴尬的现状，俞春荣的话中透出了这样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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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社会责任感召下的寻访深港两地，长城两端，这些看似互不搭界的地域概念，凭借长城人选“世界新
七大奇迹”的难得契机，依靠媒体和企业的牵线搭桥，获得了一次时间和空间的无缝对接，获得了一
次人脉和地脉的自然交融。
于是，这就有了深圳、香港两地市民踊跃参与、穿越11个省市区、历时一个半月的“五叶神长城寻访
路”大型公益活动。
而伴随此次大型寻访活动，千百年来湮没在漫漫黄沙、萋萋荒草中的长城遗址，得以渐次显露出被世
人遗忘的真实面容；至于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人们，他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也得到了一次
更真实的呈现。
“五叶神长城寻访路”大型公益活动并不是《南方都市报》和五叶神实业发展公司的第一次携手寻访
之旅。
2005年，正当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由这家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为理想追求的报社
和这家致力于推动“文化薪火工程”为己任的企业，曾联袂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寻访抗战老兵”大型
特别报道，并以罕见的勇气和强烈的力量震撼了国人，震动了海外。
《南方都市报》为这组报道开篇而首发的社论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以一个民族整体的感恩情怀对纾
难救国者行一次注目礼，无论他们曾是怎样的番号，曾归何人统率⋯⋯他们是当时全民族同命运的共
同体，他们是中国抗战军队中的中国士兵。
”可以说，选择不为人知的普通战士作为报道的主角，力图通过老兵们的小人物命运，全方位呈现出
抗日战争的壮阔与艰苦，再现战争中的丰满细节和真实人性，是当年“寻访抗战老兵”之旅的特别之
处，也是成功之处。
有了“寻访抗战老兵”的默契，《南方都市报》和五叶神实业发展公司毫不犹豫地在2007年再度合作
，发起了主题更加宏大的长城寻访之旅，以公众行走参与的方式，把长城的遗迹保护、文化传播和民
间的慈善拥军、支教助学融为一体，不但创新了社会公益活动的方式，更体现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公民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
长城，作为民族脊梁的象征，其实早已风烛残年不堪重负。
国人为之自豪的万里长城，千百年来饱受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中国除了少数经过旅游开发的
长城段外，绝大多数长城段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新华社报道)。
而这次大型实地调查报道所披露的汉明长城遭受破坏的严重状况，更让眼见者忧心如焚。
因此，在2007年7月中国长城人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的时候，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举杯庆贺，而是
振臂呼吁：全球行动起来，抢救人类共同的长城！
抢救长城，绝不仅仅是在抢救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是在抢救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有形与
无形的文物生态，不但支撑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在启迪着中国的未来。
既然是国脉所系，除了政府的投入和介入，民间的力量亦不容小视。
就此意义而言，“长城寻访路”何尝不是一次动员民间力量的有益尝试。
寻访长城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巍巍万里长城，寻访者足迹所至，无疑只及其中一小部分、
一小段落。
但对于参加寻访团的香港同胞和深圳市民而言，我相信，这样的片断已具有足够的分量，从而让他们
长久铭记。
而对于身处深港大都会的媒体与企业，《南方都市报》和五叶神实业发展公司共同发起的这一次寻访
，又何尝不是因应着深港一体化的大趋势、对深港两地同宗同祖血脉相通的精神的一次寻访呢？
长城两千年悲壮的歌哭，这次十万里艰辛的跋涉寻访，都在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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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八达岭等个别景点令人目眩的明星光环下，是万里长城一段段消亡的真相；在“万里长城永不倒”
的民族气概背后，是“长城精神”一天天淡漠的危机⋯⋯　　“除了少数经过旅游开发的长城段外，
绝大多数长城段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　　　　　　　　　——新华社报道长城，作为民族脊梁的象征，其实早已风烛残年不堪重负。
国人为之自豪的万里长城，千百年来饱受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长城两千年悲壮的歌哭，这次
十万里艰辛的跋涉寻访，都在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著名报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江艺平长城肯定会越来越老，我们所
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延缓它的衰老，不要毁在我们的手中。
　　　　　　　　——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 董耀会长城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世界
最大的露天博物馆，但没有馆长⋯⋯20世纪60年代，北京失去了城墙，到了90年代，北京的胡同几乎
绝迹，如果不对长城现有的破坏进行限制，长城将会消失，这将成为中国历史爱好者的第三大悲剧。
　　　　　　　　　——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会长威廉·林赛长期以来我们对长城并不重视，很多破坏
甚至是政府行为，报道引不起重视⋯⋯而现在媒体讲破坏的现实较多，但深入分析不够，批评的多，
提建设性意见的少。
　　　　　　　　　　　——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长城研究委员会会长成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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