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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修建万里长城？
“世界有一座中国的长城。”美国著名旅行家

威廉·埃德加·盖洛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

一书中写道：“建造长城时还没有蒸汽机驱动的机

械，但根据格兰特将军估算，其工程量相当于建设

美国全部的铁路、运河，以及几乎所有的城市。”

行走长城30余年的董耀会介绍，因为长城区

域是农牧交错区，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个边疆

社会。历史文献记载，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

纪。考古证明，至少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和战

国初期就已有长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

战争中，长城的修建满足了各诸侯国自身安全和

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诸侯国修筑长城，借助高

大的墙体互相防御、寻求力量平衡或构建彼此间

的交往秩序。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和齐国分别修

建了长城；到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均修建了互相防

御的长城，有些较小的诸侯国也修建长城，如中山

国修建防御赵国的长城。

公元前4世纪，燕、赵、秦等诸侯国开始在其

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修建长城防御游牧民族。此后

的秦、汉、隋、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

数民族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政权，也均修筑起规

模不等的长城。在此期间，修建长城的目的，由诸

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为一项调整农耕政权与

游牧政权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措

施。董耀会指出，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绝大部分地

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

时间也是不打仗的。

为什么长城内外同是故乡？
在董耀会看来，长城是具有封闭性的事物，构

建一条万里长城就是要把长城内和长城外隔离开

来。毫无疑问，这确是长城封闭性的体现。修建

长城只是为把长城内外隔开吗？董耀会给出了否

定的答案。他指出，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

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作为一项防御体系，长城

的对内开放性体现在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

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开放性则通过千

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体现，它将农耕和游牧

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象征虽然是今

人赋予长城的现代意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董耀会

谈到，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口

众多，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在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

并保持的个性和特色，包括各民族在地域、语言、

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

特殊性。“一体”指的是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

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董耀会指出，在不打仗的日子，长城关隘就成

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通道。中原地

区的百姓以丝绸、茶叶、盐巴换取皮毛、牛羊，而北

方民族也通过边贸换取粮食、铁器、珠宝，“茶马互

市”就成为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民

族互利互助、共存发展的机制，实际上就是双方在

长城地区进行的贸易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说长

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长城内外是故乡”。

为什么长城修建持续千年？
在世界上，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事，中外

皆有之。中国秦汉修建和使用长城之后，欧洲也修

建了长城，即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时所建造的“哈

德良长城”。中国秦汉长城气势宏伟，罗马帝国的

哈德良长城也颇具规模（约120公里）。1987年，中

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随后，英国的安东尼长城、德国的上日耳曼—

雷蒂安边墙相继于2005、2008年被列入哈德良长

城的扩增部分，三者共同组成罗马帝国的边界。

为什么中国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筑长城？

董耀会分析，这与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基础始终

是稳定性很强的农耕经济有关。从部族到诸侯，

从诸侯到天下一统，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分

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

强大政权的强烈追求，也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独

特心理意识。而当时罗马帝国对外省份的统治，

主要是通过地方军阀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当

地政治势力来实现。这一点与中国王朝对疆域内

的地方政权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不一样。罗马帝

国分裂成欧洲众国，自然不再有

修建长城的需要。而在不断发

展中追求统一的中国王朝，则在

实行较大范围内的统一之后，仍

有继续修建和使用长城的需要，

中华文明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

以传承和发展。

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
位于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

之一，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关隘，也是首都

重要屏障。1954年以来，八达岭长城先后接待了

500多位各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名流，成为

中国政府重要的国事礼宾场所。董耀会曾陪同许

多外国政要参观、游览长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

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时，董耀会总说：“这反映的

是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

望。和平，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一直

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

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董耀会以中国的“中”字

形容长城内外的关系：如果把“中”的中间一竖理

解为长城，左边为长城之外，右边为长城之内，这

反映出三层意思：第一层，长城内、外是相对独立

存在的；第二层，长城内、外紧密联系且相互依赖，

这决定了需要通过构建秩序来规范彼此行为和维

持和平状态；第三层，长城内、外是一个整体。如

今日世界，每个国家都是独立个体，每一个体都有

自己的利益。

在董耀会看来，长城的修建正是为“和为贵”

而做的“有备无患”，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董耀会指出，长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即

在多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

路径，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体现。

董耀会 现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

城专家。主持完成国家“十二五”项目——国家出

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长城志》，这是国内关

于长城的第一套大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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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耀会30余年行走长城
用脚步“读懂”中国符号

提到长城，人们便会想到中国。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上世纪80年代，董耀会决心“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

迹”。筹备两年后，他和2名同伴于1984年从山海关出发，徒步至嘉峪关，508天的行程最

终结集成以“华夏子”署名的《明长城考实》一书。时至今日，他仍未停下探索长城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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