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长城文物找个好人家”
——记长城文物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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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历经两千多年持续营造，宛

如一条巨龙，横亘在中国辽阔的大地

上。“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

城有多长？”

2009年 4月，国家文物局和国家

测 绘 局 联 合 公 布 明 长 城 的 长 度 为

8851.8 公里。根据国家文物局 2012
年发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历代长

城总长度为 21196.18公里。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大

百科全书（第三版）·长城卷》副主编

赵琛说，随着长城学研究的深入，人

们对长城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长城

的 概 念 和 长 城 的 长 度 也 在 发 生 变

化。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修筑

“万里长城”的过程，分别是秦长城、

汉长城、明长城，要统计长城的长度，

历代长城缺一不可。

2019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在

建设范围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

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

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

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

长城资源分布几乎覆盖了半个

中国，《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极大地丰富了长城的

内涵。专家认为，目前一些省份仍存

在“地方没有申报、国家没有认定”的

长城资源，其长度也没有被计算在

内，希望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能把这些长城资源给予认定。

赵琛说，统计全国长城的总长

度，需要统一培训测量人员、统一对

长城的认识、统一测量标准、统一计

算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长城长度

测量的误差。

近年来，赵琛多次组织科考队寻

找长城东、西起点，经查阅长城资料

和实地调研，他认为位于辽宁省丹东

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的兴隆堡

烽火台，是目前已知鸭绿江边中国境

内最东端的烽燧，该烽火台位于虎山

长城东侧直线距离 68 公里处。他还

带领科考团队十余次深入新疆大漠

戈壁进行长城考察：“我们今年新发

现了新疆乌恰县山河关关隘遗址，这

比我们之前发现的长城‘西起点’，又

向西延伸了 60余公里。”

赵琛说，由于以前长城概念、测

量技术等方面的局限，加上各省区市

记录的标准不同，所以目前统计出的

长城总长度也不完全准确，知名古建

筑学家罗哲文认为，我国历代长城长

度总和至少有 5 万公里。因此，万里

长城有多长，还有待进一步测量。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冬日里，登上地处河南省平顶山市叶

县的闯王寨山举目四望，起起伏伏的山峦

间，一条“土龙”时隐时现，沿着山脊向远处

绵延，伴着呼啸的山风，仍显出莽莽雄姿。

这条当地人口中的“土龙”，便是经考

古实证的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楚长城，

距今已有 2600 多年历史，比众所周知的

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还要早 400余年，被相

关学者誉为“中国长城之父”。

《汉书·地理志》记载：“叶，楚叶公

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春秋时期，楚国

“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而率先修筑长

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土之处，筑土

为城，无土之处，垒石为固，构建起一项宏

大而完备的军事防御工程。

2008 年至 2018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多地调查并有针对性

地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十年，重新勾勒出

南阳盆地北部边缘、东部边缘上楚长城的

分布线路和防御体系。

“依据考古发掘情况看，楚长城本体

遗存内出土遗物时代最早可以到春秋时

代中期。”长期从事楚长城资源调查、发掘

和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研究员李一丕表示，目前已经国家文物局

认定的楚长城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平顶山

市、南阳市、驻马店市，总长达 383 公里，

是由人工修筑的绵延较长距离的墙体、关

隘、城址、烽火台、兵营遗址、古代道路以

及自然山险、自然河流等多种元素构成的

有机统一防御线。

楚长城也是目前国家认定的早期长

城中位置最靠南的，是唯一一个位于秦岭

—淮河 800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的早期

长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气候，形成

了楚长城特有的建筑构造。

“考古发现，楚长城人工墙体底部，有

大规模堆积炭化木棍，或在石块层里掺杂

炭化木棍的现象。这种炭化木棍系人工

烧制而成，具有防潮和除湿的干燥作用。”

李一丕说，这在中国已公布的长城中，是

绝无仅有的案例。

据了解，楚长城叶县段是目前河南境

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楚长城遗址，绵延 60
余公里，有烽火台 1 处、兵营遗址 1 处、墙

体遗址 19段、关城多座。

近年来，楚长城叶县段相继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大遗址保

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楚长城的重

要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我们将在做好楚长城保护工作的基础

上，有力有序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叶县

段）建设，以楚长城为主线，搭建‘核心展示

带、形象标志点、文旅融合区’的空间骨架，

对区域内各类长城文物和文化旅游资源进

行串联，让长城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曹国朋说。

两千余年时间过去，楚长城依旧横亘

在伏牛山余脉之上，看日升日落、人来人

往。楚长城脚下，不少当地人还主动担任

起长城保护员。

“这楚长城，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段

中国文化。”当地村民李丙银说。

新华社记者 袁月明

南望大海，北靠长城，在河北省秦皇

岛市山海关区角山山麓，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

城博物馆，已展露全貌。随着场馆建设加

速推进，有一群人在期盼着博物馆尽快开

放，他们迫切地想见见“老朋友”。

这群人就是文物捐赠者。他们生于

长城下，长在长城边，从小看到的是巍峨

的城墙，听到的是长城的历史，对长城有

着特别的感情。在得知博物馆征集文物

时，他们纷纷将收藏的文物捐赠出来，希

望让更多人了解长城。

给文物找个好归宿

宋兆华是秦皇岛市第一位为山海关

中国长城博物馆捐赠藏品的人。2021 年

12 月，59 岁的山海关市民宋兆华在网上

看到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征集文物的

消息后，第一时间找来了工作人员。宋兆

华说，自小家里就有两块石头，根据形状

特征，他知道那不是普通石头。

“建长城博物馆是一件大事，两块石

头如果有文物价值，捐给博物馆也算是贡

献我的一份力量。”经文物部门识别鉴定，

两块石头一块是石雷，一块是抬夯，是明

长城防御武器和生产工具。宋兆华当场

决定将两件石器捐赠给博物馆。他说：

“捐给博物馆，也是给它们找个好人家。”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征集文物以

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

以实际行动支持博物馆建设，其中还有为

博物馆多方搜集藏品的热心市民。

65岁的市民王静元热爱收藏，然而她

收藏的玉石、石头都不是长城博物馆需要

的展品，但这并没有打消她捐赠的念头。

王静元多方打听，走村进户，寻找藏

家，搜寻与长城有关的老物件。几个月的

时间里，她搜集到长城砖、石雷、石灯等 10
余件物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山海关中国长

城博物馆。在她看来，博物馆是历史文化

的宝库，大家积极捐赠，有助于丰富博物

馆藏品，通过长城文物讲述长城故事、活

化长城历史。

为长城搜集老照片

今年 33岁的朱海洋是一位资深收藏

者。2022年，朱海洋得知山海关中国长城

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毫不犹豫地将

29件石构件和长城砖瓦无偿捐赠给博物

馆。“高中时，我每天上下学都经过山海关

古城，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了解其

中的历史和文化。”

2008 年，朱海洋出国留学，并且在海

外收集与家乡山海关以及长城有关的老

照片。为购买老照片，他课余时间送外

卖、去超市当搬运工，用赚来的钱从国外

购买了 2000 多张秦皇岛的老照片，其中

记录山海关以及长城的老照片近千张。

翻看一本本老照片，朱海洋能详细讲

解每张照片的年代信息和背后的历史。

这些照片详实地记录了山海关古城的变

化，记录了长城的原貌与多次修缮的过

程，为文物部门和研究古建筑的机构提供

了重要参考资料。

“我希望通过捐赠这些藏品和老照

片，让人们更加真切地了解长城和山海关

古城的历史文化，看到它们曾经的样子和

100多年来的变化，为古老的长城和山海

关古城留下最直观的记忆。”朱海洋说。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进入陈列布展

阶段，朱海洋积极与策展团队沟通，他准备

在博物馆开馆后举办秦皇岛段长城老照片

特展，同时把展览的老照片捐赠给博物馆。

一家三代捐藏品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山海关区旅游和

文化广电局举办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第二批文物藏品捐赠仪式，市民于继群一

家三代人收到捐赠证书，父亲于骞举捐赠

青花瓷碗、竹木直角尺、铁渔刀，于继群和

爱人捐赠纪念章、钱币等，儿子于亦凡捐

赠书籍和文献资料，三代人共为博物馆捐

赠了 62件藏品。

“小时候，父亲带着我爬长城游角山，

每当看到巍峨的敌楼、宽大的墙体、残存

的石碑、精美的瓷片、散落的石雷，父亲总

是跟我说，不起眼的砖头瓦片也可能是重

要文物，要保护好。现在，我也是这样嘱

咐我的孩子。”于继群说。

对于继群一家人来说，长城是生活的

一部分，全家人都喜欢收藏与山海关有关

的文献书籍、徽章、石器、瓷器、民俗老物

件等。

“我捐赠的藏品中有两枚‘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纪念章。爱长城、保护长城的

意识刻在我们心中，保护长城文物、传承

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是我们的责任。”

于继群说。

于继群和家人的行为还带动了身边

的同事、朋友，很多人通过他们了解到文

物征集活动，还有同事把自己的藏品也捐

赠出来。

截至 10 月，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共征集到 31位社会各界人士无偿捐赠的

9大类 254件藏品。

“这些藏品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和科学研究价值，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馆

藏文物的数量和类别。”山海关中国长城

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专班负责人郭颖说，

“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捐赠助力文化传承，

彰显了广大市民支持文博事业发展，心怀

社会、无私大爱的家国情怀。”

新华社记者 陈忠华 闫起磊 郭雅茹

万里长城有多长？长度为何难测量？

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