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年前，我国参
加并成为《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
约国，随后万里长城便
成为我国首批、头名申
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
产。30年来，举世瞩
目的万里长城已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参观，长城图像也印在
每个中国人的身份证
背面。但作为我国的
一张闪亮名片，不少人
对长城了解其实并不
深，一些常识中也存在
认知误区。

号称“万里”，但长
城总长度却不止有 1
万里。“各个时代现存
的长城资源分布在我
国404个县，总长度超
过 2万公里。长城的
兴建、使用和废弃，其
实经历了2000多年的
漫长过程。”长城专家、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董耀会说。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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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常服药物，而不知养性之术，亦

难以长生也。 ——《养性延命录》”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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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

野长城不堪重负
亟待重点保护

长城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尤其是 1987 年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后，我国更加高度重视长城
保护工作，并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
的措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以
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长城由于
线长、点多、面广，其保护一直面临
较为严峻挑战。

就调研情况看，虽然《长城保
护条例》于2006年实施，但缺乏具
体细则，加上不少地方都未出台长
城保护规划，约束力有限。

近年来，攀爬未经修缮的“野
长城”探险正成为不少“驴友”的时
髦行为。对他们而言，经过修缮的
八达岭等地长城，少了原始长城的

“野味”。相比而言，野长城更能满
足其探秘、探险的心理。然而，文
物保护专家提醒，过多的攀爬已经
让一些热门地段野长城不堪重负，
加剧了长城的破坏和消失，亟待重
点保护。

长城并不代表
封闭保守

说起长城，不少人都容易联想
到秦始皇修长城、孟姜女哭长城，
以及长城沿线民族之间对峙征战
和流血冲突等景象，长城甚至被一
些人误认为是暴政、战争的代名
词。一些研究者将其视为封闭保
守的象征。

“应全面客观认识长城的历史
作用，迫切需要为长城正名。”董耀
会说，从历史整体看，长城的修筑
有效规避了战争。作为调整游牧
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的手段，长城
大幅度减少了军事冲突，起到了规
范、调整作用。

董耀会认为，不少长城关口都
是茶马互市，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
族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长
城内外双方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
谁，它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标志，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
到了积极作用。

王刚等专家认为，“从根本上
来说，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守。从中
国传统文化上来讲，就是退一步海
阔天空。求同存异、文化包容、共
同发展等理念，自古以来就熔铸在
中华民族血液之中。”

山西长城保护研究会发起人
张秉法、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
处长刘智敏等多位专家表示，从春
秋战国开始，我国北方政权多次修
筑长城，前后持续近2000年，长城
代表着守望家园、守护和平，代表
着防御与和平相处，而非扩张和侵
略。

“不到长城非好汉”激励着无数中外游
客前往长城一睹其雄姿，连《变形金刚》等
好莱坞大片中，变形金刚也在飞越险峻的
长城。

长城在我国不少地方都是著名旅游景
点，北京八达岭、居庸关、司马台，甘肃嘉峪
关，河北山海关、金山岭……这些长城景
点，在不少游客心中几乎就代表对长城的
全部印象。

“这些其实只是一些经典、精华的长城
段落，其中不少都是砖石结构的明长城。作
为旅游景点，这些长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
经历过修缮，但这远不是长城全部。”河北张
家口市怀来县博物馆馆长李鼎元说。

近来名声渐起的河北怀来县“样边长
城”，是由明初大将徐达主持修建，长城在
明代被称作“边墙”，“样边”顾名思义就是

明长城的样板工程。这段长城底部都由整
齐的条石垒砌，城墙上可并排行走4匹马或
8名士兵。

记者走访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发现，
不少长城遗址甚至颠覆了记者对长城印
象。有的长城是土夯的，历经千百年风雨
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只剩下了一条土
埂。不少土埂只有一米多高、几米宽，一抬
腿便能跨过。

有些长城段落，则是就地取材，用石头
“干插”而成，完全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垒砌
而成；有的长城段落则使用了白灰。

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不少长
城段落逐步残损、破败，坍塌成为一道碎石
埂或碎砖埂，只能看出其大致的走势；有的
敌楼坍塌，只剩下残墙矗立在山巅，格外古
朴沧桑。

有“垒石”亦有“土夯”饱含沧桑

新华社记者近期实地勘察，并邀请长
城专家，讲述长城的故事。号称“万里”，但
长城总长度却不止有 1 万里。西起甘肃嘉
峪关、东至河北山海关……谈起长城，几乎
每个中国人都能谈上一二。但很多人并不
知道长城有多长。

“各个时代现存的长城资源分布在我
国404个县，总长度超过2万公里。长城的
兴建、使用和废弃，其实经历了 2000 多年
的漫长过程。”谈起万里长城，长城专家、中
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

30年前，董耀会等三名年轻人曾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徒步行走考察长城，由此一生与
长城结缘。董耀会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文化遗产，是宝中之宝，我们每个炎黄子
孙都要爱护、珍惜长城，并要知晓长城。

调查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人就开
始修建这一防御工程，直到17世纪中叶才逐
步停止。除了北方汉族修建长城，封建时期
的诸侯国之间也修建了小范围长城。

根据有“中国长城第一人”之称的罗哲
文研究资料，秦、汉、明等朝代都修建长城，
若是把各个朝代修筑的长城总计起来，大
约在 10 万里以上。不过，由于时代久远，
早期各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保存比
较完整的是明长城。

记者从我国文物部门了解到，长城资源
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根据此前
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
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公里，秦汉及早
期长城超过1万公里，总长超过2.1万公里。

河北张家口市是长城大市，境内的长
城从战国延续到明代，有8个时代的长城遗
存，是名副其实的“历代长城博物馆”。“长
城也并非只是一道城墙，而是一个包括镇
城、卫、所、堡、敌楼、烽火台和长城线性墙
体等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张家口市长城
保护管理所所长王刚说。

张家口市有8个时代长城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