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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对话长城

和很多生长在长城脚下的人一
样，程永茂也是从小好奇地仰望着远
处高耸的山脊上连绵不绝的长城，听
着爷爷讲的长城故事长大的。儿时
的村庄能够看得到的“牛角边”长城，
恰好也是此次箭扣五期修缮的一段。

他是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杨家
东庄村人，  岁学徒做瓦匠，    
年因复建北京市文保单位、怀柔红螺
寺大雄宝殿开始接触古建修复领域，
后凭着过人的天资与勤奋和对专业
的执着追求，成为故宫瓦作专家朴学
林的嫡传弟子，接过师傅相赠的瓦
刀，跨入兴隆门，成为第十六代传人，
师傅送他艺名“延启”，寓意着延续、
重启文物生命。

修缮长城始终是程永茂的梦
想。但直到    年他  岁时，才得
偿所愿，巧的是正是他小时候耳熟
能详的“金汤长城”故事中的怀柔黄
花城段。登临长城之巅，望着连绵
不绝的城墙，程永茂心中涌起无尽
的敬畏，由衷地感叹古人的智慧与
毅力。绵延在青山之上，象征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万里长城，是
全世界的文化瑰宝，拥有无与伦比
的魅力。

从此，程永茂与长城再也难以割
舍。  年来，他从黄花城长城修到慕
田峪、青龙峡、箭扣……踏访青山无
数遍，修缮长城 万米。他对长城修
缮倾注了大量心血，怀柔段长城他走
了许多遍，对每一段长城采用的工艺
特点、结构材料，了如指掌。墙砖之
间的灰缝，古代工匠用的是三角形的
荞麦棱、泥鳅背棱还是平缝？垒砌砖
层之间用的是十字缝，还是“三顺一
丁”？每一个敌楼是什么形制？怀柔
段长城方砖上有古人刻画的 块棋
盘，有经年累月筑着的 个大马蜂
窝，它们在哪里？程永茂一清二楚，
他成了长城“行走的图纸”。

有段长城垛口墙，程永茂一瞥之
下，大为震惊，墙每一道砖缝都能均
匀地保持在 厘米左右，一眼望去，
精细绝伦，整齐美观，令人叹为观
止。程永茂不禁自问，换作自己，能
否做到？这是相隔   多年，古今两
名优秀工匠的对话，旁人听不见，也
听不懂。从那时起，程永茂就抱定一
个信念，即一定要把长城修好，修到
和原来的工艺一模一样，给后人留下
真东西。

程永茂一年   天，只有过年时
才休息 天，其他时间的早 时  分
到晚 时  分，不是在长城上，就是
在办公室用电脑编制长城数字资料，

  岁的他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软件
绘制精细的长城图纸。这几年，他已
经将  年来对长城的观察、理解和
感情融汇在了数百页的数字文件里。

二 延续沧桑

从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出发，
前往“牛角边”，山路长 . 公里，海拔
爬升   多米，寻常脚力的人要 . 
小时。每天早上，负责修缮的施工队
员“看见天光”就起， 点钟准时上山，
抓紧在太阳暴晒之前，多干点活。

爬山并不会因为天天爬而变得
轻松，已经驻扎在西栅子村 年的北
京市考古研究院箭扣考古队副领队
张志伟说，每天早上都要挣扎好一阵
子。走陡峭的山路，有一根手杖能省
不少力， 月开工时，  岁的考古队
工人老杨削了一根清理下来的山桃
树枝做拐杖，现在把手处已磨出了光
亮的包浆。

工人们每天下山休息，考古队的
保安老刘和老梁要负责考古现场安
全， 天才能下山一次，平时住在山上
的帐篷里，上山时带够 天吃的馒头
和面条。进入雨季，经常遇到雷暴天
气，前几天夜里  时许，突然电闪雷
鸣，大雨倾盆。老刘两人赶紧关上了
手机，拉紧帐篷的帘门。等雷声渐渐
远去、消失，老刘打开手机时，已是凌
晨 时  分。

毫无遮挡的烈日下，修缮队的工
人在修砌垛口墙中的填馅，他们将一
块块碎砖和小石块，采用坐浆的方式
放进衬里缝中，用白灰、填平压实。
经历了   多年风风雨雨残破的长
城边墙高低不平，修缮时也并不补
全，而是每隔一段砌起几块，仍然保
持残破的沧桑感。工人施工严格遵
循着程永茂的“五随”法。这是他在

“最小干预”修缮原则下，结合文物修
复“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和原工
艺”的“四原”原则，总结出的一套“随
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的修缮方
法，保护了长城遗址的古朴风貌，使
正确的长城文化信息得以延续传承。

箭扣长城“鹰飞倒仰”段，每一阶
台阶只有几指宽，还全都是即将脱落
的搓脚石，数百年来已经坍塌了四十
多米的墙面，几百斤重的石条滚落至
几十米深的沟底。人搬不动，骡子也
拽不动。为了尽可能地使用原材料，
恢复长城原貌，程永茂让工人们用卷
扬机拉住石条，拉个六七次才能让这
些石条归位。修缮后的“鹰飞倒仰”，
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修缮的痕迹，保
留了古长城的原貌，但踩上台阶又感
觉扎扎实实、稳稳当当。

上午  时  分，开饭了。工人

们各自端了一大碗面条，在敌楼里找
个地方坐下，吃一口面，咬一口蒜，亘古
不变的阳光从箭窗射进来。吃完饭，
横七竖八地躺在防潮垫或行军床上，
刷一会儿手机，权作放松，和古代长城
戍边将士下一盘棋解闷一般无二。

三 考古先行

箭扣五期修缮现场，考古与修缮
两支队伍同时作业，考古队员正在发
掘、筛查敌楼坍塌的土方和砖石，很
多文物就是从灰土中被发现。保存
完好的旧砖整齐地码在一旁，这是后
续修缮的主要原材料。

箭扣五期考古从今年 月开始，
 月将已完成的正北楼等考古点交接
给施工队，启动保护修缮工作。“边考
古、边修缮”是继箭扣二期尝试“考古
先行”后的又一探索，有效地提高长
城考古现场的保护效率。

在专业考古介入之前，程永茂带
领工人们清理坍塌物时，也发现了很
多长城守军使用的兵器与生活用
品。引入专业考古，大大深化了长城
文化的内涵，许多丰富的细节被发
现，历史上长城的修建、守卫与士兵
们的生活场景被一一打开，好似推开
了尘封多年的历史大门，展现出一个
生动、鲜活，随时可以“穿越”的长城。

箭扣五期的考古中，除了发现常
规的石雷，还发现了明代先进的火器

“佛郎机”，这是一种欧洲发明的火
器，大约在明嘉靖时期引入，后在戚
继光等将领的推广下，被大量运用于
海防与长城的守卫。

在   号敌台与   号敌台间
的边墙上，发掘出一处便门遗址，考
古工作人员推测它是一处明代士兵
登长城的便门，当地还能看到人工垒
砌的石头台阶，这个台阶充分利用了
自然的山石。这为考古人员研究士
兵巡逻长城的路线和明代边防提供
了实物支撑。

在   号敌台顶部，曾经的铺房
已经坍塌，然而考古工作人员考古发
掘后，从残存的建筑构件中解读出不
少的历史信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箭扣五期考古现场负责
人尚珩说，铺房中间的残墙采用的是
空斗墙砌法，这种砌法更具隔热、保
温效果，南方人比较喜欢，因此这可
能是由有南方背景的士兵来修建的。

   号敌台顶部靠边角部位还
发现两堆石头，考古人员推测是过去
的炮台和旗杆墩。尚珩说，“明代舆
图在对长城的描绘中，往往会在敌台
顶部画上旗杆、旗帜。此次在箭扣长
城上再次看到类似旗杆墩的构造，进
一步印证了舆图上的历史信息。”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精
巧的建筑构件、明代铜钱等，这些文
物的重见天日，也为还原明代戍边将
士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前或许这些不起眼的石块在
修缮整理初期就被清理掉了，但是现
在经过考古发掘后确认了它们的历
史价值，后续在修缮中我们将对它们
进行保护或者历史场景的复原。”尚
珩说，“长城考古为长城保护方案的
制定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依据，把长
城遗址揭露出来，并且通过展示阐
释，能让长城的保护工作更加精细
化。”

四 长城困境

近二十年来，国家对长城的保护
力度不断增强，从    年国务院颁
布《长城保护条例》到    年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广泛
分布于我国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建造存续时间超过    年，我
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文化遗
产长城得到体系化的保护和利用。

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生活的兴起，
也助推了社会力量保护长城的热情
转化为实际行动。“长城小站”，是一
个热爱长城的人们搭建的“关于长城
的历史、人文、诗歌、旅游、摄影、探
险、军事的公益互联网站”。他们的
成员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使用
者，从    年成立起，就致力于借助
网络和影像的力量，建设全国长城信
息数据库，整理、传播、分享长城文化
和知识，促进长城的保护。

他们最初是一个热爱长城、喜欢
户外的驴友团体，    年北京市颁布
《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禁止组
织攀爬野长城，“长城小站”立即响
应，停止组织类似活动，并将目光投
向长城保护。长期行走在长城边，他
们早已关注到长城堪忧的状况，敌楼
坍塌、石阶破碎，数百年来堆积了三
四十厘米厚的泥土，茂密的树木几乎
掩盖了长城本体，庞大的根系分解着
砖石，长城砖在物资缺乏的年代也被
拆去建民房，自然侵蚀风化、人类生
产生活和历史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
威胁着长城的健康。

面临的情势更加危急的是长城
沿线碑刻。长城墙体和敌台上曾经
有过很多碑刻，有阅视鼎建碑、纪年
记事刻石等十余个类别，记载了长城
修筑的故事，凝聚着数百年的沧桑。
识读与研究长城碑刻对后人了解明
代长城的修建历程、建造规制、工程
规模与投入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最
为真实的长城史料之一。

修
长
城

清晨5时许，家住怀
柔城区的程永茂已经起
身，准备前往  公里外
的箭扣长城。今年 月
 日，北京怀柔箭扣长城
五期保护修缮项目（简
称“箭扣五期”）开工以
来，  岁的他担任修缮
技术指导。修了  年长
城的他，已然成了长城
最忠诚的守护者之一。

近年来，北京段长
城多次修缮，其间不断
探索新的长城保护模
式，引入考古先行、数字
化记录、社会力量介入、
吸引公众参与等理念并
付诸行动，使长城这一
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民
族的文化符号成为有机
的生命体，让长城精神
永续绵延。

但很多碑刻破碎损坏，有的埋
没在乱石当中，有的躺在深沟里，还
有的成了老乡家进门的踏脚石。这
些碑刻消失的速度令人心惊胆寒，
有的冬天还在，来年春天就无影无
踪了。

“长城小站”成员连达和郭峰一
直去长城沿线抢救式拓碑。有一
回，一个放羊的老乡对连达说，原来
这里有块碑，被他一脚给踹沟里去
了。连达就扛着包，披荆斩棘地钻
到沟下面去，找到它，把残缺不全的
碑给拼上、拓了。

很多碑刻、匾额、文字砖，他拓
过，但是永远都失去了。“我拓过它，
却无法挽救它。”连达在演讲时说，

“我热爱长城一回，但能为它做的特
别有限，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再过一
些年，长城又会是什么样子。”

五 加油长城

更让“长城小站”的成员们意想
不到的是人们头脑中对长城认知的
缺乏。“长城小站”的发起人张俊说，
当他们去问长城脚下的村民们长城
在哪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

“我们这儿没长城”“长城不是在你
们北京吗？”……村民们只知道山上
那些城墙叫“边墙”；面对着家乡残
破到垛口已经消失、看不出凹凸形
状的长城，孩子们却画出了像八达
岭、慕田峪等修复后的景区长城才
有的“锯齿”。

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大家对
长城的认知并不相同。

他们想到，北京郊外的长城交
通不便，远在市区的人无法随时监
测长城的损坏变化，“家在长城边”
的村民，才应该是长城最理想的保
护者。于是，“长城小站”在北京、山
西等长城脚下的学校举办了“家在
长城边”作文竞赛，让孩子们先了解
长城，让他们教身边的人，成为保护
者。又到村子里为村民拍照片，制
作成宣传册发放，在北京高校巡回
办展。再后来，长城边的乡村小学
逐渐并入乡镇中心学校，他们又将
目光投入城市里的学校，组建讲师
团，将长城的故事送进校园。

    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
《长城执法巡查管理办法》和《长城
保护员管理办法》，在全国长城沿线
设置长城保护员。这让张俊和他的
伙伴们欣喜不已。

长城保护员机制最早在    
年河北秦皇岛市首创，    年，长城
保护员制度被写进《长城保护条
例》。目前全国已有长城保护员超
过    余名，各省份长城基本实现

了保护员全覆盖，他们成为长城保
护最前线的主力军。

这一国家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的形式，开辟了长城保护的新格局，
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守护长城
这一民族文化遗产。

长城保护员们像当年守卫长城
的士兵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忠
职守。河北省涞源县杨家庄镇唐子
沟自然村李勇从父亲手里接过长城
保护员的班， 年中，村子整体搬迁，
他为了保护长城留了下来，现在全
村仅剩下他一户。他对守护的  
座敌楼的情况和变化了如指掌，无
论问起哪一座，他的脑海中立马就
呈现出它内外的景象。夏天雷暴雨
和冬天大雪天过后，虽然道路难行，
却更是他巡护的重要时期。

但由于各地文保经费有限，长
城保护员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本
以为可以“歇歇”了的“长城小站”的

“站友”们，又开始为维持长城保护
员队伍而努力。他们协助李勇把家
改建成民宿，建起了有博物馆功能
的保护站，尝试通过利用和发展的
方式帮助长城保护员。

    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在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长城保护
加油包”，到    年，共筹资金  多
万元，用以扶持北京、河北、内蒙古
和山西等地部分长城保护员队伍的
稳定，目前第二期“加油包”也在流
程准备中。这个项目将保护长城的
触角扩散到了更为广泛的人群中
去，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捐赠，
为保护长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 数字记录

“长城小站”成立的    年，四
通利方刚刚改名叫新浪网，这个名
字很多年轻人需要通过互联网考古
才能知道。  年后，坐在腾讯地图
街景部门办公桌前的马尧突然对长
城产生了兴趣，想着有没有可能把
万里长城用数字化方式记录下来。

开始做这个项目时，他发现面
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本不知
道长城在哪儿。打开在线地图，搜
索到的多是某润滑油或饭店，最多
可以搜到八达岭等景区。万里长城
许多分布在中西部省份的荒野地
带，它们往往没有名字，更不用说在
地图上能搜索到它。

他们买了很多书和历史地图，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地图上标注长
城的位置。但这也很有限，因为电
子地图需要的是精准的位置。

想法在这里又进了一步，他希
望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长城的影

像拍摄下来，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
的中国人看到，“这对于长城保护是
不是很有价值？”他又非常期待走到
长城边，看到更有意思的长城的景
象，这就需要招募摄影师去拍摄长
城的街景。这和在公路上拍街景可
不一样，摄影师需要扛着设备走到
山跟前，先爬山，再拍摄，每   米
拍一个点，一天拍  个点，拍完下
山整理数据，第二天继续。这个工
作考验的还不是体力，而是精神，拍
摄的时候，旷野里孤独得只有长城
和风可以和摄影师对话。

项目做了一年半，总共拍摄了
近   公里的长城。“即使只有近
   公里，它也是数字化采集的最
长的一个文化遗存了。”马尧说。
马尧没有因为项目的结束离开长
城，他从一个长城“小白”成了长城
铁杆发烧友。    年，他转岗到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做长城项目更
方便了。

    年 月，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携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

“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
护公益项目，面向公众开放了长城
保护参与的线上渠道，是当年文化
遗产类捐赠参与人数最多的公募项
目。多年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作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桥梁纽带，
积极扶持了多个长城公益项目，颇
具社会影响力。“保护长城，加我一
个”中，各方捐资数千万元，用于北
京市怀柔区箭扣箭扣二期和箭扣五
期保护修缮和长城文化的再挖掘和
创新传播。

箭扣二期修缮引入数字化记
录，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虚拟考古实
验中心利用无人机和建模保留   
敌楼各阶段的修缮变化，辅助保护
修缮工作，实现科技助力长城保护
的落地。此次修缮以其开创性、探
索性成为国家文物局指导、推介的
明代砖石类长城保护修缮的示范
点，为今后国内同类长城修缮提供
经验与借鉴。

七 贴近公众

马尧认为，用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探索长城文化的传播，非常重
要。    年“亚洲第一飞人”柯受
良驾驶摩托车飞越长城、美国著名
魔术师大卫 · 科波菲尔表演穿越长
城的神奇一幕、还有    年张艺谋
执导的奇幻动作电影《长城》，都在
短时间内爆发式地把长城推到了公
众面前。

把长城融入网络游戏，也是一
种探索。    年底，腾讯   光子

工作室“和平精英”游戏团队在准备
做“和平精英”春节主题场景时，想
到了将腾讯资助修缮的两段长城搬
入游戏，团队成员对此都很兴奋。
    年是龙年，长城能产生龙的联
想，最后设计出的游戏中也就有了
一个玩法，玩家可以骑着长城化成
的龙，在天空中翱翔。

为了让游戏有更多的细节，团
队还派出十几人去现场感受了一下
箭扣长城，这一次他们看到了敌楼
砖石上刻着的棋盘，于是玩家们就
有了在长城上和明代士兵对弈一局
的机会。项目负责人白野还希望让
人们从俯瞰的视角看长城，于是设
计了在长城上飞滑翔伞的片段。他
说，当时游戏互动还结合了比较火
热的数字资产概念，人们可以去认
领长城墙上的一块砖。“相当于在数
码世界里留了个名，更文明的长城

‘到此一游’。”
白野说，这个游戏版本在玩家

中赢得了很好的反响，总曝光超 . 
亿，超    万玩家参与长城活动
（长城考古探索），玩家量与以往比
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项
目专员何心远介绍，近年来在长城
文化的宣传上一直在做跨界探索，
包括“长城小兵”  形象和积累步
数为长城“添砖加瓦”等微信小程
序，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年，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协同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长城小站等众多长城保
护研究专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共同
打造的“云游长城”微信小程序，基
于游戏技术打造的“数字长城”正
式亮相，用户通过手机就能立即

“穿越”到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
在线“爬长城”和“修长城”。这是
全球首次通过云游戏技术，实现最
大规模文化遗产毫米级高精度、沉
浸交互式的数字还原，成为前沿科
技和数字技术在文保领域实现创
新应用的又一标志性范例。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世界遗产公
约》  周年重点活动——    年

“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
国际分享会上，“云游长城”项目荣
获“卓越之星奖”。何心远透露，今
年，以箭扣二期修缮为对象拍摄的
纪录片《筑长城》也将首登院线，并
以电影大篷车的形式巡回展映。

马尧说：“让长城不再是想象中
的远方，用一种普通人随时可以接
触、可以接受的方式，把一粒粒种子
种到更广泛的人心里，一百个人中
间有一个人参与到长城保护中来，
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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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尧在考察长城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供图

■ 用于修缮长城的建筑材料要用骡子驮运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