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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常常会因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庆幸。
不因别的，只因我生活的这个国度和这个民族拥有黄河、长江、长城这些让世界其他民族景仰和羡慕
的、可称之为民族图腾、民族象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当你在民族发展文明史的时空旷野中，浏览、探索这些历史记忆的时候，当你漫步在饱蘸民族兴衰血
与火的历史长河的时候，你常常会感到有一种历史的震撼和现实的冲动，使你无法停下追寻的脚步。
　　自2001年末至2004年初，我基本行走完北京及河北的明长城，在完成写作并出版了附图散文《长
城古韵》和以长城为故事内容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后，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再次背上行
囊，先后八赴长城沿线再做实地考察。
以甘肃兰州为起点开始行进，进入河西走廊，沿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安西，深入到敦煌西
北1 20公里的戈壁大漠。
再折返取道兰州，经六盘山进入宁夏固原。
经银川进入内蒙鄂尔多斯草原，渡黄河到达山西偏关。
沿晋北一线经大同到河北承德，出山海关到辽宁北镇，一直走到明长城最东头的辽宁丹东虎山。
　　一连串的西北、晋北、河北与东北长城沿线的考察，让我再一次领略了万里长城的无限风光，也
使我的心灵再次得到强烈的震撼。
古阳关、玉门关、河仓城的古老与苍凉；祁连雪山、焉支山的高耸与伟岸；嘉峪关城的古朴与威严；
山丹草原、腾格里沙漠的浩瀚与广袤；在黄土与戈壁上绵延几千里、如同史诗般的长城与烽火台；贺
兰山下西夏王陵的萧瑟与肃穆；偏头关外老牛湾黄河与长城胶合的浑然天成；右玉杀虎口关边那曲《
走西口》的凄厉与哀婉；虎山长城下鸭绿江、瑷河两江合流上的烟雨蒙蒙；山海关城头川流不息的嘶
嘶马啸；还有西北人、东北人所固有的憨厚、豪爽与侠义；羊杂碎汤、荞麦饴铬、臊子面、地三鲜飘
动的醇香。
所有这一切，对我这个生活在广东沿海城市的南方土著来说，已经很难用什么更华彩、更贴切的言语
来表达我对这块远离我固有的生活圈几千里外的古老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欣赏
与崇敬之情。
 在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埋藏着我们民族厚重的历史，无论这些历史是人文的或是物化的，它处
处彰显出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精髓。
在过去的几千年，它承载了民族悲壮的成长历程，承受了人们对它无限制的开垦与索取。
今天，它已经不再丰腴和富足，它正在沉重地喘息，在深情地呼喊，企望重新获得新生。
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关大面积退耕还林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
与实施，使古老的大地开始焕发出青春。
当我在盛夏时节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在河西走廊，在甘南平原，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在陇东
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一带的黄土高原荒蛮的山野上，也已经悄悄地抹上了一层翠绿。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双重感染下，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热情与冲动。
完成了上述八次长城之旅后，在整理资料和图片的基础上，我开始下笔，至2005年10月基本完稿。
需要再次自我表白的是，正如在“引子”中所说，我不是长城的专业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因此，对
长城的历史、建筑、走向、现存状况作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综述；我也不是民族学者，并没有系统地学
习和研究过民族的产生、发展、流变与融合的理论和史迹。
我充其量不过是一头充满搜猎新奇的“野驴”，或日“暴走一族”中的一员。
仅仅依靠我浅显的学识，几年行走长城的所见、所闻、所思，利用所得的资料加上一股热情来驾驭这
种体裁及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力不从心。
谢天谢地，几个月坚持下来之后，这些文字和图片终于堆砌完了，如果书本里所谈及的内容和观点能
够被人们接受或认可，我将会十分欣喜。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长城在历朝历代都不停地修建，但真正由一个中央王朝统领，有目的有计划
进行大规模修建，并够得上称为万里长城的，只有秦、汉、明三个朝代。
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中央王朝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军事冲突相对复杂和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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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写作的安排中，书稿里这三章叙述和议论的篇幅相对其他的章节要稍多一些。
第八章算是全书的小结，篇幅拖得比较长，一些言辞比较过激，也似有点喋喋不休。
如果因为这些观点而引起争论，是我乐于见到的。
在新书出版之际，感谢我的好友胡志民、谢卫国、赖鹏、罗文，以及我的两个妹妹唐小玲和唐小青，
他们在我行走长城、写作与书稿出版过程中，给了我道义上、物质上和财力上无私的支持与援助；感
谢宁夏保险系统的徐德宁、徐开斌、高昊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朋友，他们在我旅途病重期间，给了我亲
友般的救助与关怀，使我脱离了险境，治愈了疾病；感谢我的同学、历史学副教授区咏圻先生，为我
校阅了全书中有关的历史事件、时间、观点和内容。
也感谢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给了我这个历史学、民族学的门外汉一个发表自己拙见的平台与机会。
无论书本里的内容和观点最终会遇到什么样的社会考验和专业责难，我都会为完成一件心事而感到鼓
舞和欣慰。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独自在南海之滨的珠海市颐养天年。
他们对我独行长城总是放心不下，却又无可奈何。
记得在河西走廊时，每当报告我行程的手机短信传回远在珠海的父母家中，年逾80的父亲总是戴着老
花镜加上放 大镜，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战战兢兢地用红铅笔圈点着那一节节向前延伸的地名，并不
厌其烦地让外孙女用手机对我发出“一路平安”的回信。
在寂寞的旅途中，收到家中的叮嘱，我常常会禁不住泪水盈盈，但却更坚定了我继续前行的意志与决
心。
在本书出版之际，借此感激他们的关怀和养育之恩! 始于2001年末的行走长城，绝不是一时的、无缘无
故的心理冲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个新内容，一种新活法。
同样，这里也不存在任何的功利和张扬。
四年来，我默默地行走，静静地观察和思考，在行走中个人的知识库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与补充，意志
和体力得到了磨炼与增强，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快乐。
尽管如此，我也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痛，并快乐着”。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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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图文的形式讲述历代长城的修建与中华民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族融合与民族发展，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表明，长城内外文化同源、塞内塞外各兄弟民族血脉相连，无论长城何时修筑，
也无论长城的修筑者动机如何，长城都没能阻隔大墙内外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及共同发展。
作者四年考察，足迹遍布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到山海关以东的虎山长城，沿着汉长城和明长城的主要
路线，基本走到了万里长城的每一个主要地段。
在与当地老百姓的接触和共同的生活中，考察、了解和体验了长城的历史及现实的风采，得到了大量
第一手的长城资料，拍摄了无数的长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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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小明，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
人过中年后，把行走、写作、发呆自喻为生活的主旋律。
2001年开始漂泊生活，独自行走于长城沿线，浪迹东北、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和
甘肃各地。
花费四年时间拍摄大量图片并写下感悟文字，形成以长城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曾经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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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的反差，是民族纠纷的重要因素　胡服骑射，不仅仅是装备维新　统一，民族发展永远的
主题　长城，中原王朝的围城　长城，围城外面是故乡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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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末期，经过9年的征战与兼并，公元前221年，即秦王赢政即位的第26年，强大的秦国终于陆
续灭掉了其余六国，结束了诸侯分封的战乱状态，实现了华夏土地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与国家统
一。
这是有着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地理概念的正式形成。
在此之前，尽管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曾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逾2000年。
但无论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华夏土地上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体。
延续了四个多世纪的夏政权，其管制及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今河南嵩山一带的地域，而其主体民族则
是夏族。
商朝的历史有600多年，商人活动的范围有所扩大，延伸至河南、河北及山东一线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再后来逐渐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朝的历史最长，绵延了900多年。
周人的活动范围向北达到了燕山山脉，向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达关中平原。
夏族得到了迅速的繁衍和扩大，成为黄河及长江流域中原地区主要的民族。
而在商人或周人尚未到达的区域，也零散地居住着被称之为“四夷”的其他民族和部落。
　　尽管如此，在中原，或是在中原的周边，在“万国”林立和多民族并存的状态下，依然是分裂、
割据、群雄并举的局面。
各分封诸侯国管辖的地域支离破碎，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封，相当于今天的土地发包，朝
中的统治者实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土地和臣民，更何谈国家与民族的统一。
大一统的思想出现在分封制时期后起的强国秦国之中，而统一的实践则由秦王赢政来实施了。
　　从国家与民族实现初始统一的意义和实践来说，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秦的统一，不仅是中国领土、政权第一次空前的政治统一，也是中国多民族社会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
从维护经历血雨腥风战争创建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深谋远虑和
良苦用心。
　　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即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七年起，秦始皇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及劳力开
始重修长城，以借助长城的防御体系来巩固其国土统一的成果。
秦始皇长城不同于秦长城，前者与后者之间在性质上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产生了质的裂变。
秦始皇长城是秦王朝统治者第一次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沿着中原王朝疆域的边界，把纷乱的战国时
期原各诸侯国修建的零散城墙重新加以修整、加固和新建，并带有鲜明目的性地连接在一起，在中原
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这两个人文地理与经济性质完全不同的地域之间人为地修筑了一道长长的阻
隔之墙。
　　秦始皇万里长城的修建，强烈地体现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标志。
它使长城的防御对象和军事功效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长城由中原各封建诸侯国作相互防范的战争工具，演变成执政的中央皇室政权与仍处于游寇状态下的
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集团之间武装冲突的屏障。
在2000多年前中国社会由分封制走向封建集权制国家形式过程中，这一堪称为“国策”的强硬措施的
实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制、保障农耕地区生产和经济发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实曾经起 到了积
极的作用。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2000多年后的另外两面性质相仿的墙。
一面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东、西两个德国对峙时，东德政府与前苏联占领军所修筑的“柏林墙”；而另
一面则是本世纪以色列人在与巴勒斯坦人犬牙交错的杂居地加沙地带修筑的“隔离墙”。
尽管这些墙的修筑年代不同，背景不同，技术指标不同，防范对象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
它的政治目的以及对于特定群体的人为隔离。
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中外历史也会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我惊叹不同时期不同统治阶层相同的价
值取向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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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几何时，中国的长城在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功效后，作为军事工程尽管已经被闲置和荒废，
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智慧的象征它却能够与世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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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下五千年，迄今为止现存的所有文物古迹中，也许再难以找出像万里长城这样更形象、更具体
、更详实记载和体现我们国家复杂的民族关系、民族兴衰和民族意志的物化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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