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古城新貌发现之旅

线路组成：辽宁（北镇市 、辽阳市等）—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迁西县等）—天津（蓟州区等）—北京（昌平区 、怀柔区等）—河北（保定市 、张家口市宣化区 、正定县等）—山西（大同市 、偏关县 、宁武县

等）—陕西（绥德县、榆林市等）—宁夏（银川市、固原市等）—甘肃（张掖市、临洮县等）。

线路特色：发现古城新貌，领略古城新韵。长城沿线分布着许多古城名镇，这些古城犹如珍珠点缀于万里长城内外。曾经的边塞要地，现今已成为百姓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本线路主要选取明长城

的九边十三镇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让人们探古揽胜，品读古城文化，感受长城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从 地 图 上 看 ，张 掖 位 于 河 西 走 廊 中 部 ，东

邻武威、金昌，西连酒泉。西汉元狩二年（公元

前 121 年），汉 武 帝 派 霍 去 病 西 征 ，战 败 匈 奴 ，

浑 邪 、休 屠 二 王 率 众 归 汉 。 元 鼎 六 年（公 元 前

111 年），取“ 张 国 臂 掖 ，以 通 西 域 ”之 意 ，置 张

掖郡。张掖古为河西四郡之一，是历代中原王

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

刚 到 张 掖 ，就 遇 到 西 北 常 有 的 大 风 天 气 。

市区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在风里飘摇，落下一种

不知名的绿色小花，铺了满满一街，很是好看。

走进这座城市，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情

感在发酵。我站在古人曾站过的地方，回望中

华文明。我凝视着这座城市，聆听着与千百年

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追忆着中国文化

的 铿 锵 步 履 终 于 落 在 这 苍 莽 边 陲 大 地 的 邈 远

足 音 。 大 地 静 默 ，时 光 流 淌 ，古 时 征 战 的 声 声

号角，湮没在北方遒劲的风里。

这风中的张掖啊！

车子在西北高原上奔驰，进入张掖山丹县

境 内 ，一 段 段 壕 沟 土 堎 、残 垣 断 壁 蜿 蜒 于 平 沙

莽野之中。它们有时起伏延伸在山梁沟谷，有

时 钻 入 绿 洲 村 田 ，同 行 的 人 告 诉 我 ，那 就 是 汉

代和明代修筑的长城。铁路、公路有时亦穿行

其 间 ，历 史 与 现 实 纵 横 交 错 ，完 美 奇 妙 地 融 合

在一起。

考 古 专 家 调 查 发 现 ，张 掖 山 丹 、高 台 等 县

区都遗存有汉代所筑的长城，现存长度达百余

公里。长城是立体防御工程，也是我国古代最

伟 大 的 建 筑 工 程 ，从 战 国 、秦 汉 到 明 王 朝 都 有

过大规模的修筑。

河西原本没有长城，汉武帝派霍去病两次

在 河 西 作 战 。 黄 沙 漫 漫 ，鼓 角 声 声 ，汉 家 逐 匈

奴 后 据 有 河 西 ，在 河 西 设 置 四 郡 的 同 时 ，从 内

地 移 民 屯 垦 ，发 展 农 业 。 为 防 止 外 敌 来 犯 ，维

护境内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汉帝国在河西修

筑长城和烽燧。

汉 代 修 筑 长 城 ，按 照“ 察 地 形 、依 险 阻 、坚

壁 垒 、远 望 堠 ”的 原 则 ，因 地 制 宜 而 建 。 平 川 、

戈 壁 的 长 城 采 取 墙 与 壕 、燧 相 结 合 ，沙 漠 地 段

用 土 坯 、石 片 垒 筑 ，有 些 则 因 隘 、因 岩 、因 路 选

险要处筑关塞，以控制四围。

西 汉 政 府 在 河 西 长 城 沿 线 筑 了 许 多“ 亭

障 ”，供 军 事 上 防 守 瞭 望 之 用 。 因 为“ 亭 障 ”设

有 烽 火 ，所 以 又 叫“烽 燧 ”。“亭 ”和“障 ”即 烽 燧

墩 。 小 的 叫“ 亭 ”，大 的 叫“ 障 ”，由 戍 卒 防 守 ，

负责垦田生产、打仗保边。

张掖境内的烽燧墩台主要分布于龙首山、

合黎山以及祁连山北麓各山口的要隘、制高点

和道路、堡站、村庄。这些亭障大体上以 2.5 公

里 至 5 公 里 的 距 离 排 列 在 边 塞 上 ，把 亭 障 、烽

燧连起来就是长城。如有敌情，戍卒就根据不

同情况，放起烟火信号，向后方报警。

到 了 明 朝 ，为 巩 固 北 方 边 疆 ，防 卫 蒙 古 骑

兵 南 下 骚 扰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命 令 徐 达 修 筑 长

城 ，此 后 历 代 均 有 修 筑 。 辽 阔 的 边 塞 ，一 次 次

牵动着中原的神经。甘肃境内的明长城，大部

分 是 明 世 宗 嘉 靖 元 年（公 元 1522 年）以 后 修 起

来的。

我望着车窗外的这片土地，仿佛看到戍边

的 将 士 疆 场 厮 杀 ，埋 骨 他 乡 ；听 到 一 曲 羌 管 悠

悠，慰藉他们那一份浓浓的乡愁。他们背井离

乡 ，守 望 天 涯 ，只 为 了 守 护 好 丝 绸 之 路 上 这 咽

喉地带的热闹与繁华。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如今

的张掖，凭着其独特的地貌“七彩丹霞”而天下

闻 名 。 景 区 宣 传 语“ 一 眼 七 彩 丹 霞 ，天 下 群 山

无 色 ”，更 是 道 尽 其 天 下 无 双 的 自 然 奇 观 。 丹

霞地貌色彩艳丽，层理交错，气势磅礴，场面壮

观 。 周 边 的 山 峦 、河 流 、田 园 、村 庄 、炊 烟 与 之

映衬，宛如一幅风景名画。

在 距 张 掖 市 区 8 公 里 处 ，有 一 个 沙 漠 。 近

年 来 ，因 为 绿 化 工 作 做 得 好 ，这 块 沙 漠 正 逐 渐

变小。站上沙丘头，耳边隐约传来驼铃声。一

眼望穿千年，古时候，这里黄沙漫天，是何等荒

凉呢？看到那些倔强挺立的胡杨守卫在风里，

它 们 或 许 已 经 历 时 千 年 ，一 瞬 间 ，你 会 产 生 一

种错觉：时光仿佛静止，一千年和一天，没有区

别，没有变化。

这是风中的张掖！

忽忆起明朝李永茂所作的《忆丹霞山居》：

“ 云 半 结 庐 夜 授 经 ，流 泉 细 细 晓 来 听 。 天 空 但

立 千 群 竹 ，月 落 犹 余 数 点 星 。 雁 阵 南 飞 悲 故

国 ，螺 川 西 望 恨 街 亭 。 三 岩 一 出 秋 容 老 ，惭 愧

闲 身 泛 水 萍 。”明 朝 时 ，相 对 于 中 原 ，地 处 大 西

北的张掖是荒凉的边塞之地。官员被贬值守，

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朝廷，身似无根之萍，难

免会有几多伤感喟叹。

而 如 今 ，呼 啸 而 来 的 列 车 跨 越 千 山 万 水 ，

在大西北苍劲的风中，连接起东西部飞跃发展

的桥梁。我们挥手离别张掖，看到车窗两旁广

袤 的 田 野 上 牛 羊 成 群 ，这 风 中 的 张 掖 ，分 明 是

那样美丽富饶，让人见了不得不心生喜悦。

这风中的张掖啊！

落 日 的 余 晖 将 西 天 照 得 通 亮 ，我 们 加 快

车速 ，期望在天黑之前赶到定边县城。突然 ，

同行中有人喊，快看长城。随着惊呼声 ，大家

纷 纷 望 向 窗 外 ，只 见 一 座 半 人 高 的 墩 台 孤 零

零 地 站 在 山 峁 之 上 ，不 远 处 还 有 一 段 被 岁 月

咬 得 满 是 豁 口 的 城 墙 。 朋 友 说 ，那 是 战 国 长

城 。 看 着 那 形 影 相 吊 的 墩 台 和 洒 下 一 抹 淡 淡

影 子 的 城 墙 ，我 心 里 无 缘 由 地 生 出 一 股 悲 壮

之感。

很 多 人 都 知 道 八 达 岭 长 城 ，也 知 道 山 海

关 和 嘉 峪 关 ，却 不 知 陕 西 榆 林 才 是 中 国 万 里

长 城 的“ 心 脏 ”。 榆 林 ，襟 山 带 水 ，北 瞰 河 套 ，

南蔽三秦，被称作“九边重镇”，历史上一直是

军 事 要 地 。 这 里 的 长 城 从 战 国 就 开 始 修 筑 ，

历经秦、隋、明历朝修建，总长 1600 多公里，跨

越 府 谷 、神 木 、榆 阳 、横 山 、靖 边 、定 边 六 县 市

区，至今仍存留 80 多处，被历史专家和文化学

者喻为“长城的博物馆”。榆林的长城依山就

险 ，雄峙北方大地 ，横亘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和

白 于 山 地 ，曾 经 抵 挡 了 千 军 万 马 。 为 了 寻 访

这 些 淹 没 在 历 史 尘 埃 中 的 长 城 ，我 们 从 定 边

县沿着长城遗迹，自西向东而行。

出 定 边 县 城 ，循 着 秦 长 城 一 路 向 东 。 大

地一片萧瑟 ，车子在空旷的国道上奔驰，不时

便 有 一 段 长 城 ，或 是 一 座 墩 台 映 入 眼 帘 。 在

定边、靖边交界处 ，有一道被风沙掩埋了半截

的 不 规 则 土 埂 坚 强 地 挺 立 着 ，旁 边 石 碑 显 示

为 隋 长 城 。 虽 然 已 没 有 当 年 逶 迤 磅 礴 、恢 宏

壮观的气势 ，但从那壮实的基体，依然不难看

出它曾经的雄壮和威武。

到 了 靖 边 县 ，便 是 利 用 秦 长 城 建 设 的 明

长城 ，西起中山涧乡的边墙壕，东北至黄蒿涧

乡的张窑子，全长 78.5 公里。城墙高 6 米，宽 4

米 ，夯 土 筑 成 。 我 们 在 龙 州 镇 碰 到 了 一 段 保

存较好的明长城。虽然已经过去 500 多年，但

那城墙仍有 4 米多高，长约 17.5 公里。

近 距 离 打 量 这 些 黄 土 筑 就 的 长 城 ，只 见

城 墙 顶 上 爬 满 枯 草 ，残 豁 破 口 ，或 凹 或 凸 ，让

人 想 到 瘦 弱 的 驼 峰 。 墙 体 被 风 雨 冲 刷 得 斑 驳

失色 ，如一张饱经沧桑满是沟壑的脸，让人很

难 将 其 与 雄 伟 联 系 在 一 起 。 它 们 经 风 沐 雨 ，

迎春送冬 ，没有任何遮挡，倔强地挺立在黄土

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边缘。500 多年的日子，一

天 一 天 地 数 何 其 漫 长 ，毛 乌 素 沙 漠 向 南 越 过

黄土长城 ，不知搬移了多少座沙梁，暴雨洪水

不知冲刷了多少条沟渠，而出人意料的是，黄

土 长 城 历 经 刀 枪 剑 戟 、风 剥 雨 蚀 、黄 沙 压 积 ，

依然不倒 ，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横亘在沙漠与

高 原 之 间 。 原 来 这 长 城 并 不 是 用 普 通 泥 土 筑

就 ，而是由白胶泥和石灰加水蒸发，然后掺上

细黄土 ，一层层用平夯打实。底下夯层较薄，

往 高 逐 渐 加 厚 ，如 一 座 塔 ，底 下 敦 实 ，往 上 高

跃，足可见古代中国夯土筑墙技术之先进。

过 了 横 山 ，在 榆 阳 ，我 们 看 到 有“ 万 里 长

城 第 一 台 ”之 称 的 镇 北 台 。 镇 北 台 为 三 层 砖

砌楼台，占地面积 5000 余平方米，周边有土夯

城堡环绕 ，为城中之城 ，即使台内聚集上千兵

士 ，在 城 外 也 难 看 到 ，有 屯 兵 埋 伏 、迷 惑 敌 军

的作用。站在高台之上，放眼苍茫大漠，我仿

佛 听 到 了 金 戈 铁 马 之 声 ，看 到 了 驰 骋 沙 场 的

悲 壮 ，还 有 边 关 贸 易 的 繁 荣 。 长 城 在 这 片 神

奇的土地上蜿蜒而来，横亘而过 ，留下不灭的

历史印记。

今 天 ，无 论 是 古 老 的 战 国 长 城 ，还 是 难 觅

踪迹的隋长城，抑或是瑰丽多姿、独具特色的

明 长 城 ，早 已 在 历 史 的 烟 云 中 失 去 曾 经 的 繁

华 ，而它们赋予我们的，也不再是雄峻的防御

工事 ，而是一种历史内涵的文化延伸、一种昂

扬奋发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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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自然生态休闲之旅

线路组成：黑龙江（三道关国家森林公园等）—吉林（五女峰、龙湾群等）—辽宁（天桥沟、医巫闾山、三块石等）—内蒙古（清水河

老牛湾、乌拉山、阿力奔草原天池、额济纳胡杨林、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等）—北京（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黄花城水长城等）—天

津（蓟 州 区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梨 木 台 、九 山 顶 、盘 山 等）— 河 北（山 海 关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迁 安 -迁 西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白 羊 峪 、青 山 关 、塞 罕

坝、白石山等）—山东（沂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河南（新密魏长城文旅融合区等）—陕西（红石峡、靖边丹霞等）—宁夏（水洞沟、沙坡

头等）—甘肃（七彩丹霞、山丹军马场等）—青海（贵德黄河清国家湿地公园、老爷山等）—新疆（和田大漠胡杨生态景区等）

线路特色：跨沙漠，跃草原，登高山，傍黄河，横扫千里戈壁，饮渤海波涛，长城与沿线地区广袤的山岭、草原、森林、戈壁、沙漠、黄

河等生态景观纵横交错。本线路依托长城沿线各类自然景观资源，阐释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让人们感受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雄浑壮丽，深刻领会“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培育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

林海雪原古边墙
文<高艳

在我的家乡黑龙江牡丹江，有一片莽阔的

原 始 森 林 —— 三 道 关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 它 像 大

隐隐于市的高士，临城而居，却寂静安然。

春 夏 时 节 ，各 种 绿 色 聚 集 交 汇 ，满 目 是 或

丰腴或单薄的绿，叶叶交叠，树树繁华，展现纷

繁复杂的绿色，成就森林的丰饶茂盛。负氧离

子清甜的气息，迫不及待地进入你的每一次呼

吸，还有溪涧、流水、花香、鸟语……

雾溪谷的溪流中，或站或卧的光滑巨石绵

延 千 余 米 ，挨 着 挤 着 ，或 远 远 地 互 相 看 着 。 清

凌 凌 的 溪 水 环 绕 着 、跳 跃 着 一 路 倾 泻 ，飞 溅 起

一 片 片 晶 莹 的 碎 玉 。 这 是 大 自 然 刚 与 柔 亲 密

和睦的相处，与山顶上雄踞的形态各异的石峰

遥相呼应。

一到秋天，露深霜重，通常十月刚过，远近

的 山 便 染 出 一 层 又 一 层 斑 斓 之 色 ，错 杂 铺 展 ，

像要滴出油彩来。这是东北最负盛名的“五花

山”。秋季收敛后的阳光里，呈现明丽与热烈、

从容却不甘平庸的生命景象。

一 入 冬 ，林 木 立 时 萧 瑟 ，变 成 粗 粗 细 细 的

简 笔 画 ，线 条 利 落 。 毕 竟 还 有 坚 持 着 的 松 柏 ，

以 近 似 黑 色 的 苍 绿 显 示 它 们 的 性 情 与 姿 态 。

东 北 的 山 ，多 有 山 无 峰 ，海 拔 都 不 是 很 高 。 三

道关的山却不同，有峰，有石砬子。一线天、状

元顶、骆驼峰、鸡冠砬子、城墙砬子……峰峦嶙

峋 错 落 ，森 然 而 立 。 对 了 ，砬 子 ，东 北 方 言 ，就

是 山 上 高 耸 的 岩 石 。 石 砬 子 上 覆 盖 着 皑 皑 积

雪 ，静 穆 沉 寂 。 峰 岩 壁 立 ，苍 茫 的 雪 色 间 露 出

黑铁般的松柏，加以深谷危径、疏林寒柯，有中

国水墨的质感，沉着浑厚，气象雍容。

穿 过 一 个 个 村 庄 ，经 过 一 家 家 院 落 ，你 偶

尔 会 听 到 鸡 叫 、狗 吠 ，想 着 必 有 无 数 陈 年 旧 事

掺 杂 在 村 庄 的 过 往 里 ，不 为 人 知 。 而 有 些 秘

密 ，将 永 远 被 时 间 隐 藏 —— 这 些 都 不 重 要 ，重

要的是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村 里 82 岁 的 郎 洪 荣 老 人 说 ，“1964 年 从 山

东 逃 荒 来 这 里 时 ，还 没 有 几 户 人 家 ，我 也 问 过

咋 就 叫‘ 三 道 关 ’，比 我 来 得 早 的 老 户 说 ，人 这

一 辈 子 ，说 不 清 有 多 少 坎 儿 ，这‘ 三 道 ’也 不 是

说 就 只‘ 三 道 ’，但 只 要 到 了 这 儿 ，多 少 道 关 口

都能过得去。”

郎 洪 荣 住 的 村 子 ，以 前 叫“ 蛤 蟆 塘 ”。 原

来，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地名多取自这里。少

剑波的剿匪小分队奇袭“奶头山”，也就是土匪

许 大 马 棒 的 地 盘 ，就 是 源 于 三 道 关 的“ 奶 头

山”。老人还说，小说中的蘑菇老人、郑三炮原

型就生活在附近的村子。

三道关是牡丹江这座城市的传奇，也是这

座 城 市 的 绿 色 宝 藏 。 修 建 中 东 铁 路 和 日 伪 时

期，日俄在东北进行了大规模掠夺性砍伐。千

百 年 的 古 木 走 出 森 林 ，变 成 枕 木 ，还 有 大 批 木

材 被 日 本 人 运 回 国 内 。 庆 幸 的 是 ，三 道 关 这

片 原 始 森 林 却 神 奇 地 得 以 幸 免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这 里 成 了 三 道 关 林 场 ，才 开 始 采 伐 支 援 祖

国 建 设 。

往林子里走，你会感到脚下明显隆起一道

长长的土坡，这就是牡丹江边墙。前面立的一

块石碑显示：“牡丹江边墙为渤海国时期修建，

堆土砌石而成，是牡丹江中游一道重要军事防

线 。 边 墙 沿 张 广 才 岭 东 部 自 东 南 向 西 北 蜿 蜒

起伏，在整个山区伸展百余华里。2006 年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列入中国长

城资源。”

时 间 走 得 太 快 ，记 忆 可 能 会 跟 不 上 。 所

以 ，有 时 候 我 们 需 要 找 一 片 山 林 ，把 历 史 的 指

针往回拨一拨。

渤 海 国 是 唐 朝 时 东 北 的 一 个 地 方 少 数 民

族政权，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这是一个彪悍智

慧 的 民 族 ，曾 在 牡 丹 江 一 带 建 立 都 城 ，受 唐 朝

册 封 ，疆 域 范 围 在 东 北 地 区 、朝 鲜 半 岛 东 北 并

远 涉 俄 罗 斯 远 东 地 区 的 一 部 分 ，有“ 地 方 五 千

里”的辽阔版图。

渤 海 国 的 典 章 制 度 和 文 化 都 深 受 唐 朝 影

响 ，强 盛 时 有“ 海 东 盛 国 ”之 誉 ，可 以 想 象 其 富

足 兴 旺 。 为 防 范 北 部 的 黑 水 靺 鞨 入 侵 ，渤 海

国 修 建 了 边 墙 。 虽 然 挡 住 了 黑 水 部 的 侵 扰 ，

却 没 能 抵 挡 觊 觎 渤 海 已 久 的 西 部 强 邻 —— 契

丹 国 。

公 元 925 年 ，契 丹 皇 帝 耶 律 阿 保 机 率 大 军

亲征渤海，渤海国于次年灭亡。之后的辽金及

东 夏 国 蒲 鲜 万 奴 时 期 ，为 防 止 蒙 古 人 入 侵 ，也

曾续建和使用过边墙。

边墙的性质与作用虽与长城相同，但从结

构 看 ，并 没 有 中 原 长 城 的 城 堡 、关 城 、烽 燧 等 ，

也不见墙砖，而是在山林中“就地取材、因材施

用 ”，土 垒 为 主 ，沟 谷 处 则 以 土 石 垒 砌 ，还 附 建

土 筑 、山 头 式 、石 砌 马 面 。 这 一 浩 大 工 程 在 东

北 的 山 城 、平 原 城 中 是 少 见 的 ，填 补 了 中 国 长

城史黑龙江省的空白。

林木的根须深入大山腹地，恰如人的记忆

进入更遥远模糊的往昔。边墙，是一个又一个

帝国留在大地上的印迹。

走 远 了 ，再 回 头 ，整 个 山 色 在 迷 蒙 的 雾 中

成 为 巨 大 的 泼 墨 写 意 ，而 岁 月 ，亦 在 远 处 沟 壑

纵横。

边墙在脚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依然在无

声 地 延 伸 ，延 伸 进 偌 大 的 山 林 中 ，那 些 我 们 看

不见也无法抵达的地方。

而 当 历 史 的 风 烟 散 尽 ，你 在 边 墙 的 环 抱

里，和着静静的时光，与溪水、草木、青山、巨石

一起，会有怎样的思虑和心境？

三道关，会给你答案。

“ 山 一 程 ，水 一 程 ，身 向 榆 关 那 畔 行 ……”

大 概 是 受 了 纳 兰 性 德《长 相 思》的 指 引 ，我 和

爱人从辽西小城驱车上高速，直奔山海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 ，万里长城第一关。”山

海关，又称榆关、渝关、临闾关，位于河北省秦

皇 岛 市 ，自 古 便 是 连 接 东 北 与 华 北 的 咽 喉 要

地 。 明 清 以 来 ，人 们 习 惯 称 山 海 关 以 西 地 区

为“ 关 内 ”，相 对 的 东 北 地 区 为“ 关 外 ”。 如 今

时代变迁，交通发达，“关内”同“关外”的界限

渐趋模糊，我们心之所向，便可成行。

小车一路疾驰，左转右弯 ，省道、国道、匝

道，过大桥，穿团雾。300 余公里，5 个多小时，

终见“天下第一关”真容。

走 近 它 ，城 门 一 隅 那 一 排 沧 桑 的 酒 坛 和

满 地 碎 裂 的 瓷 碗 ，令 人 顿 生 一 股 豪 气 。 真 想

痛 痛 快 快 地 饮 几 碗 闯 关 酒 ，亲 自 见 证 传 说 中

的“摔碗一上手，山都抖一抖”。

仰 望 雄 关 ，碧 瓦 青 砖 ，斗 拱 飞 檐 ，蔚 为 壮

观 。 青 灰 的 城 墙 于 无 垠 的 原 野 蜿 蜒 伸 展 ，大

有 舍 我 其 谁 的 气 势 。 正 门 之 上 ，“ 天 下 第 一

关 ”巨 匾 高 悬 ，笔 力 苍 劲 遒 健 ，与 城 楼 风 格 浑

然 一 体 。 只 是 ，匾 上 并 未 留 下 落 款 。 关 于 题

匾之人 ，众说纷纭。一位当地老人说，此匾由

明 成 化 年 间 进 士 萧 显 所 题 。 当 年 萧 显 大 笔 挥

毫之后，叫人把巨匾挂上城楼，却发现“下”字

少 了 一 点 。 正 当 围 观 者 议 论 纷 纷 之 际 ，萧 显

抓 起 一 块 麻 布 ，揉 成 一 团 ，蘸 上 墨 汁 ，往 上 奋

力 一 抛 ，恰 好 就 打 到 了 点 的 位 置 上 。 明 知 传

说 的 真 实 性 有 待 考 证 ，但 看 到 老 人 笃 定 的 神

情，我选择了相信。

沿 石 阶 登 临 关 楼 ，举 目 四 望 ，庞 大 的 关 隘

城 防 体 系 尽 收 眼 底 。 雄 关 构 筑 严 谨 ，布 局 巧

妙 ，前 防 后 卫 ，此 呼 彼 应 。 护 城 河 外 草 木 丛

生 ，蓊郁荫翳 ，却也心甘情愿地臣服在它的脚

下 ，生生世世 ，岁岁年年。我学着长矛手的样

子 ，双 腿 弓 步 ，左 手 在 前 微 曲 ，右 手 在 后 高 高

扬 起 ，仿 佛 自 己 便 是 那“ 人 在 城 在 ”的 守 城 士

兵 ，目光锐利 ，坚如磐石。爱人则学着弓弩手

的 样 子 ，手 臂 上 的 肌 肉 绷 得 紧 紧 的 ，眉 眼 之

间，尽是“威武不能屈”的倔强。

山 海 关 ，是 山 之 关 ，亦 是 海 之 关 。 它 北 倚

燕山 ，南连渤海 ，紧紧环护着雄关背后辽阔的

中 原 腹 地 。 山 衬 着 海 ，一 碧 千 里 ，苍 波 无 际 ；

海托着山 ，峰峦高耸 ，簪云穿雾。携手行于砖

铺马道上 ，抚摸着城楼上的青砖，凝望着宽阔

的 城 道 ，一 幅 幅 画 卷 展 现 在 眼 前 ：秦 的 军 队 、

唐 的 兵 阵 、明 的 大 纛 …… 恍 惚 间 ，我 似 乎 听 到

箭 镞 呼 啸 、战 马 嘶 鸣 ，仿 佛 看 到 刀 光 剑 影 、烽

火 狼 烟 …… 原 来 ，登 高 不 但 能 望 远 ，还 可 遥 想

从前。

长城多元文化体验之旅

线路组成：辽 宁（广 宁 城 、清 河 城 等）— 内 蒙 古（鸡 鹿 塞 、光 禄 塞 、

居 延 遗 址【内 蒙 古 部 分】、元 上 都 遗 址 等）— 河 北（山海关 、大 境 门 、

喜 峰 口 、来 远 堡 、倒 马 关 等）— 山 西（得 胜 堡 、杀 虎 口 、雁 门 关 等）—

陕 西（榆 林 款 贡 城 等）— 宁 夏（镇 北 堡 、清 水 营 堡 、花 马 池 城 等）— 甘

肃（汉 长 城 玉 门 关 及 烽 燧 、汉 长 城 阳 关 烽 燧 、敦 煌 悬 泉 置 遗 址 、居 延

遗 址【甘 肃 部 分】等）— 青 海（贵 德 古 城 等）— 新 疆（北 庭 故 城 遗 址 、

拉 依 苏 烽 燧 等）

线路特色：长城是安定与和平的保障，更是文明交融的丰碑。自

秦汉至明清，长城守护着商业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留下茶马互市促

进民族融合发展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见证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融发展，成为不同文明互通有无、交流互鉴

的场所。本线路选取了丝绸之路、万里茶道、辽西文化走廊等商贸道

路上的重要边关、古城，展现不同历史时期长城内外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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