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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对·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

【对话】

“（走了）7400 多公里”

“508 天”

“一步步往前走”

“走出我们的民族骄傲”

“和我们一样走过这片土地的人

还有很多我们的祖先”

“您觉得您和长城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那是生命的一部分”

“它不是为打仗修的

它是为不打仗修的”

“它是一个秩序”

“它也很像是一个纽带”

“长城的每一块砖

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无数的普通的砖构建起来的长城”

“它就伟大了”

【标题】长城对

ECHOES FROM THE GREAT WALL

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

【人名条：董耀会 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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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青 河北日报 纵览新闻记者】

【旁白】

1984 年 5 月 4 日清晨

27 岁的秦皇岛市电业局工人董耀会与同伴

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

告别家乡

踏上了对明长城徒步考察的万里征程

508 天后

1985 年 9 月 24 日

到达嘉峪关

在长城上留下了

一行完整的足迹

40 年后的今天

我们跟随已经是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

副会长的董耀会

再走长城

在行走中

在长城上完成了一场

关于传承与保护的对话

地点：山海关老龙头

【对话】

40 年前您也是从这里出发

开始了长城徒步吗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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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长城的时候

现在的老龙头还没修（复）呢

就这个位置

长城这条巨龙拥抱大海的

唯一的一处地方

就是从这个地方离开长城

离开大海之后

我们徒步走的时候就再也没见过海

我是河北秦皇岛人

山上基本都有长城

我 18 岁参加工作

是在秦皇岛电业局架高压线

干了十年

有一天

就在施工过程中

在高高的铁塔上

就突然看见长城蜿蜒曲折的

长城它肯定是分段修建的

我就想如果在长城上留下

第一行完整足迹是我的

就觉得特兴奋

就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我们一步步走完了

我们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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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又能给后人留下一个重要的资料

地点：角山长城

长城它还是伴随着这个国家和民族

走了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祖先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

它是你的守卫

它是你的陪伴

你去面对长城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墙

长城它每天都在陪伴着我们

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

身份证上有国名

然后有你的名字

然后还有国徽

还有长城

我们作为长城的子孙

我们是荣耀的

【旁白】

1984 年 7 月

就在董耀会与同伴行走长城的时候

北京晚报 北京日报

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现北京市延庆区长城管理处）

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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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习仲勋

分别为活动题词

海内外掀起了一场

保护长城 修复长城的热潮

【对话】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整个老龙头（复建）一期工程的 70%多

是上海捐款

这些是

都是人名字

你看严顺开 秦怡

当时上海百货

它要装一个滚梯

每坐一次滚梯一毛钱

就是你买票上

就把这个钱捐了修长城

现在博物馆还有一毛钱坐电梯的小票

那当时人们

知不知道这一毛钱是捐献给长城的

知道啊

证明你是参加过“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捐款活动的

他们家终身到山海关来都是免费的

就是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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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所有的上海人实行

像秦皇岛当地的居民的半票制度

现在连续这么多年很多的上海人组织专列

来看山海关

【字幕】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十年间，全

国累计收到海内外修复长城赞助款 6000 余万元，14 处重点

地段得到修复。

【篇章一：一场接力】

【旁白】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在人们心中播下了长城保护的种子

40 年来

保护长城的每一步努力

都刻录在中国人坚定的接力前行中

地点：司马台长城

【对话】

40 年前您走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对长城的保护意识强吗

我们最初出来的时候

（在老百姓心里）没有长城保护这个事

这一路呢

你不断地遇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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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城构成破坏的这种事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东西

祖先创造的这么一个奇迹

其实应该好好地保护它

不但不能很好地保护它

还不断地破坏它

这是一个令人很痛心的事

为什么古北口城的砖都没了

拆的

在那个年代嘛

1984 年发起的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这个活动之后

大家对于长城的保护意识有一个转变

对

所以说全国有长城的地方

都在响应这样的一个号召

那么随着国家对长城保护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它与“爱我中华”联系起来之后

它的这种社会的认识

特别在各级政府当中

认识就逐渐地提高了

另外这个司马台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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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岭长城

古北口长城都建成旅游区了

当地呢

因为长城的保护和利用受益了

所以说拆（砖）的就更没有了

这个长城

感觉跟我们印象当中八达岭长城

金山岭长城不太一样

它两边没有垛口

它垛口原来也是有的

后来倒塌了嘛

这个就修的时候

没有把它修成完整的

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沧桑感

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种修缮呢

实际上是近些年

应该说越来越成为共识了

【人名条：王长青 北京市原密云县文化创意产业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长城是我一生的钟爱

要不俺家媳妇就说我了

一提长城你就撒了欢了

【人名条：林长友 河北省承德市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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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文物保护股副股长】

咱们修旧如旧

几乎原貌就在那

你修完以后你看着好美呀

真的

【人名条：张鹏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

打开手机软件通过卫星定位巡查

特别高效

这也是我们新的长城保护员年轻人的朝气

用科技手段去守护长城的一个体现

【人名条：郭中兴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文

物保护中心主任】

每天只要一打开直播间“欻”就进来

我就特别感谢他们对长城的那种热爱

太热爱了

【字幕】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全国共有 7000 多名长城保护员，

他们大多数是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普通农民。

【篇章二：一条纽带】

【旁白】

长城是一条纽带

把长城内外众多民族连接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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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史

地点：金山岭长城

【对话】

中国为什么费这么大劲修造长城

就是为了不打仗

它是在世世代代都不想打的

这个愿望支撑下

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

它在小尺度上为了隔绝

大尺度上为了构建秩序

所以我们在长城上看到有很多的关口

关口就是进出长城的通道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

处理两种不同矛盾

之间的一种智慧

长城两边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

还有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

它给融合在一起了

农耕地区不断地获取来自于游牧地区的

一种文化和一种力量

实际上它也使自己更强大了

那么游牧地区不断获得农耕地区的

一种技术和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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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使自己更强大

我们现在看到长城这个样态

它也很像是一个连接的纽带

也是一种文化的纽带

就是这个民族几千年

它的文明能走到今天

它的核心价值 它的支撑是什么

其实支撑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一个和平的“和”字

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么它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平衡

长城是在平衡点上在寻找这种和平的机制

纽带它实际上是一种联系

它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一种联系

【旁白】

明末清初 长城内外进一步融合

清康熙年间不再修筑长城

而是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承德

修建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让这里成为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的场所

康熙曾说 守国之道 惟在修德安民

民心悦 则邦本得 而边境自固

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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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承德外八庙之普宁寺

【对话】

董老师这个普宁寺的建筑很有特色

既是汉式建筑

又是藏式建筑

汉藏的一个结合

也是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你看它既有主殿大殿

这都是汉式的

但是你看周边有很多的藏式建筑

即便是藏式建筑

它上面有个汉式的顶

它是一个完全融合的一种理念的表达

【篇章三：一路创新】

【旁白】

古老的长城

如今又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它正用创新的文旅业态

造福沿线百姓

地点：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

【对话】

您说像石峡（村）这样的

依托长城资源做的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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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依托长城资源做的旅游开发有什么不同

传统意义上的长城旅游

它是一种观光旅游

就是建一个景区让人们看

这种方式

那么石峡它是依托长城下边的古村落

然后发展起来的一个供人们休闲度假的

这样一个旅游业态

比如石峡村这块做的旅游开发

有的房间它整个顶是玻璃的

可以看星空

那种感觉非常惬意

所以说它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在全国 1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城当中

还有很多像石峡这样（以前）

不为人知的长城的遗址存在

这些地区它们应该怎么样来开发自己的旅游资源

关键还是产品

你提供给游人的产品有没有

服务有没有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它的规划体系叫“1+2+15 ”

“1”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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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总规

“2”是两个专项规划

一个是交通建设的规划

还有一个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划

我理解的文旅融合发展就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

要让文化好玩

第二句话是什么

让旅游有文化

也有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像您当年走长城的时候一样

他们也很想去挑战

想去徒步穿越长城

不只是大人

我们组织过一次小孩的穿越

对这些孩子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长城它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

它有一些符合它的特性的开发方式

如果我们把长城给它打造成一条国家步道

仅仅说从石峡到帮水峪 花家窑子

到八达岭

如果把这样的一条步道串起来

差不多在长城线上 60 公里

作为观光景点他可能一辈子就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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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个活动的场所

徒步体验的这种场所

延伸出来的旅游项目旅游消费就很多了

那么它跟着的消费就进来了

只要是有了消费群体

固定的消费群体

你把这个业态做出来了以后

出去打工的这些人

他就有可能回来在自己的老宅子

我翻盖了以后我自己做了

他也是每年都有收入的

这个村子的整个经济就都活了

【人名条：邬东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旅研究中心主

任】

就是现在旅游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它已经越来越多带有事业（性）

是（能）满足美好生活的

文化传承的一个舞台

我们长城沿线 404 个县（市、区）

它们的驿站的内容就可以变成一个

一系列的互相巡展

大家在这儿交流所产生的那些火花

更像是这个空间在孵化长城文化的

新时代的一种解读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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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四：一种精神】

【旁白】

历经盛夏与初秋

我们来到了董耀会当年徒步长城的终点

嘉峪关

相比长城内外的民族交融

嘉峪关长城开启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

穿过历史的长河

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

历久弥新

岿然屹立

地点：嘉峪关

【对话】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丝路山水地图》

它就是从嘉峪关这个地方起点

从世界范围上来看

我们丝绸之路的贯通

对于世界还有对于中国的影响 发展

有什么样的促进

中西（方）不管是贸易还是文化的联系

实际上它都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的重要内容

联通是大家共同的需求

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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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一脉相传

传到今天

没有中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民族的文化它追求的是

在不同主体利益平衡的基础上

一体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我们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这样一脉相承的连接其实都是

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对外开放的姿态

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种追求

对

所以说我们立足于长城

去畅想人类发展的未来

40 年后我们跟着您一起来到了嘉峪关

您觉得这 40 年来长城依然是这个长城

变化的是什么

不变的是什么

1984 年我们徒步考察长城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社会相对来说物资相对匮乏

连我们这一路在很多地方

基本上大家都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

我们今天中国的物质发展 经济发展

已经上了很大很大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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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它对文化和精神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了

对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需求

就越来越大（强）了

再来看长城在两千多年的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当中

陪伴这个民族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文化

它实际上是支撑作用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回归对它的文化精神的

最根本的诉求也越来越强

其实长城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它既是古代的

其实它也是现代的

也是当代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

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样一个精神

大家能形成一种合力去共同克服困难

就这样一个力量

这就是长城的一种文化

长城每一块砖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都很普通对吧

但是无数的普通的砖构建起来



19

长城它就伟大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就在这儿

【旁白】

时光的长河中

从行走长城跨越山海的壮志豪情

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深情呼唤

再到探访长城纪实采访的文化寻根

40 年只是弹指之间

【字幕】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

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

同的责任。

——2024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

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

【旁白】

弘扬长城文化

讲好新时代的长城故事

中国故事

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

有我

有你

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