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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7月，我用吉普车自驾行的方式来纪念20年前我的长城探险。
从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出发，我们一路驱车直到长城西端的阳关，再次走了明长城全线和部分汉长城。
这次吉普车自驾行为时五周，目的是探访我在长城沿线结识的老朋友，实地了解人们为保护长城做出
的最新贡献。
从山海关出发后第二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河北省抚宁县一个叫做城子峪的村庄。
城子峪在长城脚下，离长城不过几百米，一条不大的河从村旁蜿蜒流过，护村墙的遗存仍在。
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简直太棒了，在这里，既能观赏长城的雄浑近景，又能看到它纵深的细节。
时值盛夏，天气酷热；在清凉的河水里一洗征尘，那种诱惑实在无法抵御；眺望四周，只见座座敌楼
在时起时伏的山头上矗立。
当晚，我们在张鹤珊家借宿。
院子中，清凉的夜风习习吹来，蝉儿高唱，构成了背景音乐——在这里度过的那个晚上，的确是享受
。
盘中餐产自长城脚下的土地，且在露天炉灶上烹煮，山海关产的瓶装啤酒放在水桶里用凉水“冰镇”
。
提起镇守长城的传奇统帅戚继光，张鹤珊滔滔不绝，像是谈论不久前仍健在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位历
史人物。
中国人说到籍贯，往往指祖籍。
张鹤珊说他老家在浙江义乌，尽管他从未去过义乌。
他告诉我，16世纪晚期，张家祖先随戚继光北移至此修建长城，在长城脚下的山谷里建起了村庄。
他们亲手修建了长城，同时负责守卫长城。
以后一代接着一代，长城修建者的后人也都是长城守卫者，直到1644年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被放弃。
军队解散后，张家继续住在长城脚下的村庄里，靠务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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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北省有个名叫“城子峪”的村庄，“城子峪”位于长城脚下，群山环抱，长城修筑者后裔张鹤
珊一家就住在这里。
四百多年前张家祖先亲手修建了这一带的长城。
在《长城民间传说》一书中，张鹤珊对这段往事作了绘声绘色的讲述。
当时修长城怎样运输建筑材料？
为什么会“自修”了一座敌楼？
什么原因使得城子峪一带的清明节与其他地方不同？
风水对修长城有什么重要性？
是谁派一群媳妇儿驻守一座敌楼？
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鹤珊三十年如一日，志愿守护长城；他讲的长城传说故事生动有趣，闪耀着
长城遗产的文化精神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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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鹤珊是河北省城子峪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是长城修筑者后裔，也是秦皇岛市文物局志愿长城保护
员——从1979年开始，他负责巡视从董家口至平顶峪的长城，这段10公里长的长城上有敌楼多达31座
。
农民志愿者守护长城，是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支持的项目之一。
2003年，张鹤珊加入中国长城学会；2007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授予他“优秀文物保护员”称号。
 
    张鹤珊生于1955年，与妻子王月霞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也是文物保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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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女真人的兴起，地处河北、辽宁交界的城子峪关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边关
口岸和前沿阵地。
时任蓟镇总兵的戚继光，当然知道城子峪关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他上报朝廷，将石门路大毛山
提调治所从大毛山移驻城子峪。
《卢龙塞略》是这样记载的：“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义院口之细谷口堡并于花场峪堡，大毛山
提调移驻城子峪关，娃娃谷堡并小河口关，柳河冲并董家口管珲。
”从此，城子峪关成了山海关以北的一个重要边关和军事后勤供应基地。
从当年军火库的遗址便可看出其规模。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时，从城子峪军火库拉走明代各种铜、铁炮等兵器共计八汽车！
学大寨时，村民又在军火库中发现罐装火药数以百计，铸铁箭头约五十万个。
20世纪80年代，村民阚玉江等人义在库楼废墟中捡到铜铳三只，对研究明代兵器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除此之外，明代在城子峪设有把总衙门，并建有十八庙和规模很大的校场、伙房以及枪械修理等。
值得一提的是“茶苑”这种在长城沿线地区极为少见的设施。
据民间传说，当时，从浙江义乌来的汀浙兵成立了同乡会，住城子峪堡城东设有茶馆。
这些茶馆逐渐发展扩大，成了吃、住、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型娱乐场所——茶苑。
在这里，当年边军的一些事迹被编成故事传播开来，最著名的有媳妇楼的传说、白台子的来历等等。
守军在修建长城敌楼的同时，把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寄托，都刻在了他们驻守的长城敌楼门框上，
形成了独特的楼门刻花。
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村庄，依山傍水地建成了一个大北斗星状。
今天人们站在山头的长城敌楼上朝下望，便会发现整个城子峪村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北斗星，散布在长
城脚下，石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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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城民间传说》是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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