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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12 月 23 日 举 行
的“文明的脊梁——首届长城
文化发展论坛”上，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做了题
为“长城文物保护与长城国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的 主 题 演 讲 。
论坛结束后，本报记者对柴晓
明进行了专访，邀其畅谈长城
的意义以及如何保护好长城。

记者：您一直专注于文化遗
产方面的研究保护工作。长城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且作为一种文
化象征，您认为，长城的作用与价
值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柴晓明：首先我们应该有一
个认知，那就是作为我国古代的
军事防御工事，长城不单单是一
道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
量的城、障、亭相结合的防御体
系。长城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
市内，涉及404个县（市区）。

长城在历史上具有军事防
御和圈地界标的作用，请注意，
这里的“界标”不是“国界”的概
念。除了这个功能外，长城还
是戍边的士卒及家人生活的空
间、长城两侧百姓开展贸易的
场所，同时还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象征。

不仅如此，长城还是古代军
事思想、建筑技术的综合集成，文
明和文化联系交流的纽带，独具
审美价值的文化景观，重大历史
事件的见证者以及文艺创作的重
要源泉。

记者：您刚才也讲过，长城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为了
发掘利用好文物资源和文化资
源，两年前，国家出台了《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方案》。结合这个方案，您认为
在长城保护以及建设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
什么呢？

柴晓明：长城保护较一般文
物保护复杂，因为它是古建筑与
遗址并存，且以遗址为主的形
态。这种形态是数千年自然、人
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长城建
造、保存历史和现实状态的客观
反映。

应该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目标决定了它给长城文物保护带
来新的机遇与手段，与此同时，也
对长城文物资源保护提出了更高
要求。我认为，长城保护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区分好长城形态，对
照标准有针对性地给予保护。
比如，对于以古建筑形态存在的
长城，要按照古建筑保护原则，
确保它的形制、功能的完整，可
进行适当的修缮、修复。而对于
以古遗址形态存在的长城，则要
按照古遗址保护原则，保存它的
位置、分布和遗存本体，避免或
延缓消失。

其次，长城保护维修应避免过
度干预，以保证它的安全与稳定。

再次，在实施保护修复时，特
别是在前期勘察、现场清理、工程
实施中，考古人员要全程参与，要
注重对各时代遗存、遗迹、遗物的
研究、保存与展示。

最后，提倡预防性保护，也就
是长城保护要以日常管理为主要
手段，通过日常巡查，及时发现、
及时应对安全隐患，消除或缓解
各类风险对长城的影响，特别是
遗址类长城，重点避免大面积坍
塌或人为破坏。

我们应该认识到，长城是遗
存及其所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
文化景观。长城保护除了要保护
遗存、遗迹、遗址、遗物以外，必须
把与长城共同构成文化景观的环
境作为保护对象，应该严加保护，
控制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在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注意
保护好这一文化景观。

作为文化景观
长城保护是综合工程

本报记者 朱忠鹤实物资源丰厚 历史积淀久远 文化内涵多重

多维度新视角丰富长城故事谱系
本报记者 朱忠鹤

丰富的实物资源、历史文献和
多重意义为讲好长城故事提供了
素材，讲什么、怎么讲则考验着讲
述者对话题与内容的掌控与创新
能力。

纪录片导演、长城文化影像
传播工程策划人朱修阳结合自

己多年的创作经验为上述话题破
题。他表示，长城的地域风光、精
神内涵与文化价值，应重点从可
视性和故事性两个维度着手，不
能只停留于常规的纵向历史加横
向空间的表述模式，而应该从静
态表现提升到动态探寻，重点挖
掘“文物+人物+事物”的“三物一
体”，坚持“微观化+奇观化+新鲜
化”的影像手段，用新时代的视
角与内容，丰富古老的“长城故
事谱系”。

朱修阳同时建议，长城故事创
作和长城文化传播应该有一个系
统性的传播策划，以此构建一个全
面的“长城文化影像传播工程”。

张玉坤则建议对长城的宣传
不但要聚焦单段长城这个“点”，
而且要放眼整体这个“面”。这里
的“面”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要
从长城整体着眼，以明代长城为
例，就要从东到西，打破行政区
划，从整条长城上思量如何讲好
故事；另一方面，则要注重长城的

纵深，也就是说，除了单个长城的
烽火台外，与此烽火台相关联的
屯田、市口、驿站等都要纳入其
中，并且将古代与当代有机融合，

“只有这样，整个长城的传播内容
才会更加厚重。”

多位专家与学者表示，做好系
统化的策划与传播，既是时代需
求，又是现代研究者与传播者应该
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期待以此论
坛为契机，有关长城及长城文化的
传播自此别开生面、耳目一新。

构建一个全面的“长城文化影像传播工程”

长城的价值到底有哪些？
“我认为，长城不单单是一

种防御体系，它还在多个层面具
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
应该深入挖掘长城的价值。”柴
晓明说。

柴晓明认为，从古代军事与建
筑视角看，长城是古代军事思想、
建筑技术的综合集成。从地理方
面来讲，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
的选址思想，对中国地理知识积累
和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建筑

技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营造
思想，则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
技术、材料、工艺的水平。作为一
个防御体系，长城的“多层次、多类
型、点线结合”在实物应用中充分
验证并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防御
的理念与经验。

长 城 也 是 文 明与文化交流
联系的纽带。长城同自然、山河
一样，成为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
并存的标志。在修筑长城所进
行 的 人 口 迁 移 过 程 中 ，民 俗 和

文 化 得 以 传 播 。 同 时 ，位 于 交
通要道和要冲的墙体、关隘和军
堡为内外 族 群 交 通 、贸 易 提 供
了庇护。

柴晓明表示，长城其实还是
独具审美价值的文化景观。在
防御功能退化后，长城在地质变
化、环境变迁等自然力量以及改
造开发和利用等人类力量共同
塑造下，逐步形成以残缺遗址为
主 的 形 态 ，并 且 与 周 边 环 境 融
合，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文化景观。
不仅如此，长城还见证了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秦长城见证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的
建立；汉长城见证了中国古代对漠
南地区的经营与管理；明长城见证
了人类历史上巨型军事防御体系
的建立……长城也是抗战、长征等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见证。

“正因如此，长城才为文学与艺术
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柴
晓明说。

挖掘长城的多重价值

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厚的文化
积淀，这些既为讲好长城故事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又为围绕长城
开展文化创意活动提供了难得的
文化宝藏。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
志，长城建设肇始于战国时期的
齐、楚两国。此后的战国燕赵、
秦、汉、唐、宋、元、明等朝代都修
建过长城。作为一个立体化的防
御体系，长城不仅包括墙体、烽火
台，还包括烽燧、关隘等。值得一
提的是，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燕

长城、秦长城、明长城外，金代修
建的金界壕也是我国长城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如 果 从 整 个 防 御 体 系 上
来说，长城不只东西走向，也不
只 墙 体 、烽 燧 ，它 还 有 南 北 纵
深、十分丰富。”专注于明长城数
字化研究近 20 年的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
坤表示，以明长城为例，在有些
地 段 ，长 城 除 了 东 西 走 向 的 墙
体 外 ，在 墙 体 南 北 两 侧 还 分 布

着屯田、驿站、市口、烽燧等，最
远 处 距 离 墙 体 有 七 八 百 公 里 ，

“这样来看，我们对长城的研究
和 宣 传 ，不 应 该 仅 仅 盯 在 长 城
墙体上。”

我省地处陆海边境交会处，是
各个历史时期的防御重点，因此，
我省长城资源较为丰富，分布在全
省 13 个地级市市域范围内，资源
量国内居前。

我省现存战国（燕）、秦、汉、
辽、明等 5 个时代的长城遗存，历
史悠久，时间跨度大，且辽长城为

全国现存唯一一处。其中，燕长
城、秦长城、汉长城和明长城资源
保存较多，是历代长城中的典型
代表。

如果说“东西对话”创新了
长城的传播形式，那么，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则充实了长城的
传播内容。“需要注意的是，长城
不是国界，而是兄弟之间的‘院
墙’‘篱笆墙’，是一种‘界标’，这
是开展长城文化传播应该认识
到的一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原院长柴晓明说。

辽宁具有较为丰富的长城资源

对话

日前，“文明的脊梁——首届长城文化发展论坛”在我省丹东市举行，全国各地和长城沿线相关省、自治区代表及专家学者
百余人出席了论坛，论坛围绕长城保护利用、长城文化有效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版以此为切入点，分两期探讨如何保护辽宁
丰富的长城资源,如何挖掘辽宁长城文化内涵,如何讲好辽宁长城故事。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城文化内涵有待深入挖掘。本期探讨讲好长城故事要站在全局角度由点及面、由面统点；长城故事创作和长城文化传
播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传播策划；长城观光景区要建设一批古城、古镇型的文旅融合区等问题。专家学者的观点与建言，定会为长城文化传播带来裨益。

编者按

虎山长城位于辽宁省
丹东市东北的鸭绿江畔，
因修建于虎山而得名。虎
山 长 城 始 建 于 明 成 化 五
年，即公元 1469 年，古称东
边墙，是由当时的辽东副

总兵韩斌督建，是明万里
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
主要是为了防御建州女真
的侵扰。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虎山
长城，是在原有的遗址上进

行的复建，长城的走势、敌楼
的位置均与历史相吻合。虎
山长城现主要包括长城墙
体、墙台、敌台、马面、烽火台
等，这些设施构成了一个较
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链接

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

敌楼是在城墙全线防御的基
础上构筑的防御设施。

敌楼

箭窗也叫箭眼，是长城上的士
兵射箭使用的一种窗孔。

箭窗

垛口
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
击敌人时掩护自身时用的。

烽火台又称烽燧，
俗称烽堠、烟墩、
墩台。古时是用
于点燃烟火传递
重要消息的高台。 烽火台

为了满足士兵活动需求，长城敌台内
部在构建时，往往设置成回廊形式。回廊

瞭望孔
瞭望孔是士兵观察敌情
时使用。

辽宁长城资源丰富，这是葫芦岛境内被誉为“最美长城”的锥子山长城。

虎山长城

制图 董昌秋

在中国地图上，明代长城犹如
一条巨龙，蜿蜒穿行在中国北方的
崇山峻岭间。

这条巨龙的东端起点就在我
省的丹东境内，即丹东虎山长城；
而西端 起 点 则 位 于 甘 肃 省 嘉 峪
关，即嘉峪关长城。2021 年 12 月
23 日，由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的“文明的脊
梁——首届长城文化发展论坛”在
长城东端起点丹东市举行。

作为论坛重头戏，在“东西对
话 ”环节，明代长城东西两端的城
市代表一同出现在屏幕上，他们以
各自雄壮的长城为背景，隔空对话，
讲述着虎山长城与嘉峪关长城久远
沧桑的历史以及各自城市的风土人
情、地理风貌。

虎山长城位于鸭绿江畔，始建
于明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 1469
年，当时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建州女
真的侵扰。嘉峪关长城作为明长城
的最西端，有天下第一雄关、中外巨
防之美誉，它是世界上辖域最大、最
经典的边关长城防线。

一边是巍峨的虎山长城；一边
是雄伟的嘉峪关长城。长城两端，
一东一西，相距近2800公里，如今，
借助现代传媒技术交会在同一个时
空节点。如何讲好长城故事？“东西
对话”做出了一个良好示范。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
志，它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和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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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挖掘长城文化、传播长城
文化？社会各界一直在进行着积极
探索与尝试。过去，一些碎片化、间
断性、孤立式的传播让受众缺乏对
长城文化宏观性与整体性的了解，
而一些模板式的宣传与传播则让受
众感到疏远。

在论坛及实地采访中，与会
专家与学者告诉记者，从微观、局
部及个体层面入手，对长城文化
的宣传十分必要，但与此同时，也
应该从宏观与整体上对长城整个防
御体系进行立体化传播，唯有如此，
才会让受众真正领略到万里长城
的雄壮宏伟与磅礴气势。

“东西对话”
做出了良好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