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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好历史文化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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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城“ 父 子 兵 ”（报告文学）
□韩莉 田恬

城市无论新老，都有自己的
文化积淀。当然，古老都会、历
史名城，城市文化积淀则更丰
厚；而类似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
石家庄的近当代文化积淀同样
引人注目。作为城市的管理者，
应当注重和善于挖掘这种积淀，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中，护
住历史文脉，充分展示历史文化
牌的魅力，让昨日的积淀更好地
服务于今天。

如果去浙江绍兴，东道主常
邀客人到咸亨酒店用餐，在孔乙
己塑像前留影，以鲁迅作品中描
写过的茴香豆、梅干菜、绍兴老
酒款待客人，使客人置于名城、
名店、名人、名著的氛围中。他
们对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
保护和利用得好，咸亨酒店成为
当地最具经济效益的餐饮商业
单位之一，也成为联络海内外文
化友人的地方。当然，咸亨酒店
只是其中一部分，鲁迅故居、周
恩来祖居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的
故居，禹王陵、兰亭等历史文化
遗产的挖掘和利用都很出色。
还有港汊里一条条脚踏手摇的
乌篷船，让人恍然又回到鲁迅的
年代。

由绍兴挖掘利用历史文化
遗产再说说河北省会石家庄。
被海内外的广东客家人奉为祖
先的赵佗就是石家庄人，赵佗先
人 墓 就 在 石 家 庄 市 区 的 赵 陵
铺。赵陵铺历史上归正定县，由
于区划的变迁，今天已变成城中
村。两千多年前，赵佗奉秦始皇
之命平定百越，统一岭南，后又
受汉高祖册封，成为中华民族统
一 历 史 上 举 足 轻 重 的 政 治 人
物。广州被称为“五羊城”，就是
为了纪念赵佗把中原的牛羊引
入岭南。石家庄人到广州出差
或旅游，徜徉在五羊公园，与当
地人谈及自己与赵佗同庄同村，
马上会引来很多敬重的目光。
很多广东人知赵佗而不详知赵
佗与石家庄的历史渊源。如果
能以赵佗牌为桥梁，为纽带，加
强石家庄与广州在经济文化领
域的合作，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
势招商引资，则将发挥出巨大的
正能量。赵氏宗亲供职于政经
和科学文化的诸多领域，不乏成
功人士，能以赵氏宗亲会为平
台，引智引资，促进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建设，很有积极意义。

当然，需要进一步打好历史
文化牌的远不止赵佗。

以河北全省而论，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8 处，省级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963 处，有承
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蔚
县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
的山海关、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
寺庙、大运河等都是世界级文化
遗产，这些，无疑都是巨大的文化
宝藏。

河北的历史文化资源极其
丰厚，民间曲艺以及各种颇具地
方色彩的手工艺项目，不可胜
数。固安屈家营音乐会享誉国
际音乐界，吴桥杂技艺术更是声
震全球。此外，胜芳花灯、唐山
皮影、晋州官伞、蔚县剪纸等众
多民间文化艺术，都蕴含和滋养
着燕赵人文精神，生生不息。

燕赵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非遗”和
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自然
的馈赠有机结合，太行山风光，
坝上草原红花、绿草、蓝天，黄金
海岸黄沙、碧浪与骄阳，华北平
原的独有风光，皆凸显了河北历
史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将文
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进一步整合、
挖掘，对强化人们的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
不可低估。

古老的河北大地，不仅有连
绵的群山和广袤的平原，更有数
不尽的历史珍宝，称得上人杰地
灵、物华天宝。曾经雄踞深山的
古中山国和坐落在大平原上的
赵王城、燕下都，近代才陆续现
身的汉墓、瓷窑、古桥、古寺，叙
述的是往昔的繁华和传奇，先人
的创造和文明，这些靓丽的历史
文化牌将化为河北大地上新的
更加璀璨的文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保定市涞
源县烟煤洞乡唐子沟村村支书李
凤鸣，在长城保护员的表格上郑重
写下自己姓名时，他万万没有想
到，这一守就是30年。

30年来，在上万个日日夜夜的
相守中，李凤鸣迷上了长城。2015
年，年过六旬的李凤鸣有点爬不动
了，儿子李勇默默接过守护长城的
接力棒。

两年前，受益于涞源县扶贫异
地搬迁政策，唐子沟村的乡亲们纷
纷搬进了县城的楼房里。唯有李
勇逆向而行，默默留守在长城边
上：天晴天阴，风雪无阻，一人一
狗，走在漫漫山梁上，倚在巍巍长
城怀里，转山，守城，爱得癫狂，爱
得淋漓尽致⋯⋯

（一）愿为长城癫

太行山深处的唐子沟村，一座
名为“长城乌字号保护站”的带院
两 层 小 楼 若 隐 若 现 在 重 重 绿 荫
下。其身后不远便是一座威风凛
凛的长城烽火台，爬惯这段山路的
李凤鸣父子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
那里。

院墙外的空地上堆满了一堆
堆破石头烂瓦块，有几堆摞了一人
多高，整的、半儿拉的城墙砖。走
近细看，上边用粉笔写着郑家安、
小黄岭、唐子沟⋯⋯这都是几十年
前被村民挪用盖房的长城砖，如今
荒废在村落中的老屋里，如果不趁
机清理出来，一旦复垦就会被填
埋，再找不到了。

这两年来，“乌字号”的主人李
勇除了一个月固定几天的“巡山”，
其他时间起早贪黑都是在山上山
下各个村子里搜集这些砖。“204块
了。”每当想到这也就是丢失总数
的 不 到 十 分 之 一 ，李 勇 都 特 别
上火。

五月，李勇新接了一项任务，
就是栽界碑。一根界碑大概 60 公
斤，分到李勇这块的任务大概有40
多根，纯粹靠人扛上山，扛一根只
补贴一百多块钱，附近的村民没人
愿干这活，李勇一个人又忙不过
来，只能把远在山西打工的两个叔
叔叫回来帮忙。这活更上火，有一
天为了多埋两根，李勇走得急眉瞎
眼，一个没看着，一脚踩在一根被
砍掉一半的尖荆棘棍上，鞋底扎透
了，还扎进脚掌半寸多，满鞋都是
血 ，疼 得 嗷 嗷 叫 ，一 跳 一 翘 地 挪
回家。

脚扎后第三天上午，雨后初
晴，太阳格外大，李勇拎着装垃圾
的编织袋、兜里揣着尺子，左脚侧
面着地，颠着往山上走，大狗“熊
宝”绕在前后，一会儿舔他一下，似
在心疼主人。

一个穿花上衣的胖大娘赶着
一大群羊迎面走来。

“婶子。”
“嗯，脚咋了？”
“扎了。”
“看着可不轻，疼吧？”
“快扎透呼隆了，疼得不行。”
“疼还非上山，有宝贝勾你魂

啊？这疯癫孩子。”
李勇对“疯癫”这词完全不以

为意，笑眯眯地说:“习惯了，他们
都叫我疯子。”

从前，李勇当过老师，到外地
打过工，钱挣得不少，生活不愁吃
穿，他家也算全村数得着的富裕人
家 。 直 到 2015 年 ，李 勇 回 到 老
家。“我想家，更想咱这城楼子，连
做梦都想。”李勇从小跟着爸爸李
凤鸣在城楼子上跑，爸爸带个镰
刀，一边走一边砍柴火，李勇就跟
妹妹捉迷藏。“明知道藏城楼子里
外，就是找不着，你说怪不？我爸

当村干部，总有长城爱好者来了没
地儿住，他就给领家来，我妈给蒸
包子熬菜，我爸都是跟他们边唠嗑
边喝酒，晚上就住我家土炕上。”

这几年，上了年纪的李凤鸣明
显觉得爬不动了，巡山太吃力，可
没人愿意干，天天发愁。李勇暗下
决心：得回老家，接班！想法说出
来后，老爹横了他一眼，说：“你？
能不能接护城的班，得看看再说。”

次日清晨，父子俩带着干粮和
水出发了。一边走，李凤鸣一边指
指点点：为何别的地儿长城都是蓝
墙，咱这是红的；这个楼子上头原
来是有顶的；小时候这儿有块碑，
后来被毁了，心疼⋯⋯一路相伴，
父子二人相处甚欢。老爸边走边
喘，但聊起长城却如数家珍，李勇
从来没对老爸这么服气过。

到家时，天都黑了。刚进家
门，李勇就撂倒了，却被李凤鸣薅
起来，非让他说说从家往西南走了
多少座城楼子，东北又有多少座，
第 54 号台坏哪了。李勇一下蒙
了，脑子一片空白。老爸一句话不
说回屋睡了，第二天爬起来还是不
说话，李勇怕给老爸憋病了，变着
花样让儿子过去哄爷爷。末了，老
爸终于嚷出来一句：“不管干什么，
你心里眼里得有它。不长脑子不
走心，接什么班？”

从那以后，李勇真长心了，每
次巡山都带着镰刀、尺子和各种工
具，走哪“探索”到哪，总能发现新
东西。这是石炮，这是瞭望筒，这
是石臼⋯⋯不但走心，李勇对长城
日渐疯魔，坐哪看见个雕花都能发
呆大半天，看个砖缝也能瞧上一两
个钟头。“那都是历史，我就想象当
时建长城和打仗的各种场景，特别
着迷。”

那块珍贵的“乌字号”匾额就
是 李 勇 在 探 险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
2015年冬天，他沿长城走进一条从
未经过的小道时，山沟里一块外形
规整的石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当
时直觉就认为这一定是长城上的
东西”。李勇又挖又撬，终于把这
个三四十公斤重的大家伙掀起来，
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将大石头
紧紧包住，用俩袖子使劲勒在身
上，背起来就走，大概挪了五六里
地，贴身的薄毛衣都能拧出水来，
终于把石头背到了山下的河边。

河水都结冰了，李勇跪在地
上，用衣服蹭出点水来擦那大石
头，折腾半天终于出来字了。“当时
我还不认识那个‘乌’字，‘号’字也
看不清，但是知道自己捡到宝了。”
早在 2008 年，长城圈里的大专家
老普就写过一篇关于涞源长城的
文章，说当地的“福字号”“白字号”
等长城或多或少都发现过匾额，唯
独“乌字号”没有，他希望有缘人能
够发现。

李勇给老普发过去照片，老普
很兴奋，直接从外地赶过来看这个
匾，文物部门的专家也来了。经过
鉴定，认定这就是“乌字号”匾额，
虽然残破不完整，但毕竟是个重大
发现。

据记载，乌字号敌楼烽火台共
有 71 座，按照每座标配一到两块
匾额推算，乌字号长城应该有将近
140 块匾额。但迄今为止，除了李
勇发现的这一块，其余匾额都下落
不明。

这一发现让李勇来了精神，常
常带着熊宝，唱着歌，一走就是一
天。2017年，乡亲们受益扶贫异地
搬迁政策搬进城里，李勇自动放弃
留了下来。“说好的守长城，搬得远
远的，还怎么守？”

李勇为了拉长城砖，借了人家
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山的路弯弯转
转，窄得很。那天傍晚，“贪心”的

他想多拉几块城砖，不成想路面坡
度太大，一慌张，车把没握住，想跳
车又怕摔下山崖，李勇只能闭着眼
猛刹车，结果车头翘起车后屁股墩
地上。多亏叔叔赶来帮着卸车，用
撬杠撬平后他才从车上爬下来，傻
坐地上半天动不了。

拨开头顶乱发，一个没完全好
利落的伤口露出来。“有一次搬城
砖，天太热，我戴着个帽子，没看见
门框，给撞得眼冒金星。”从撞头、
扎脚到翻车，李勇笑称这是“从头
坏到脚”。

守长城，别人都心疼他孤单，
李勇自己不觉得。

苦？自己喜欢的事，没什么可
苦的。然而，李勇也曾经犹豫过，
有时也会觉得憋屈，可是一爬到山
顶，望着高低起伏的长城楼子，山
风一吹头脑就又清醒了。

（二）父“犟”子传守“城”人

李勇媳妇做事麻利，不大爱
说话。

知道自己男人什么饭都不会
做，留在长城根儿，饿肚子是常事，
本想留下来陪他，无奈儿子这个暑
假就要升初三了，正是学习的关键
时期，只能跟着回了县城。

“他在家弄这个，我觉得挺不
划算，挣不着钱不说，弄得一家子
跟着他受累。”媳妇一脸嗔怨地扫
了男人一眼，说，“这看长城的犟
劲，随俺爸。”

是呢，李凤鸣的犟，是全村出
了名的。他当了唐子沟村三十年
村支书，有着自己的威望和稳重，
但因为长城跟人干架时却像个毛
头小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没
多少收入来源。靠山吃山，靠“城”
吃城，掀起城砖抓蝎子、挖药材，或
者在城楼子里放羊圈羊都是能讨
巧的办法。李凤鸣是见一次嚷嚷
一次，管得次数多了，人家难免有
意见，“你们家的啊，你管，就你显

（摆）。”“这是宝贝、古迹，拆一块少
一块，都拆你家去长城就变平地
了！”

李凤鸣自己也觉得奇怪，只要
是给长城抹黑的事，他就得管，压
不住火，没少跟人干仗。他有一件
特别“后怕”的事。

有一年在 43 号城楼，李凤鸣
看见有仨人正在里面忙活着又挖
又拆。当时李凤鸣就觉得“血上
头”了，扑上去就跟他们打。“我个
小，他们仨大个，因为理亏也没占
着啥便宜。有俩人瞅空跑了，剩下
一个让我按住了，我拦腰连抱带推
把他往一个洞里搡，他手抓脚刨地
挣扎，最后也给跑了。”

李凤鸣气得坐地上喘粗气，实
在没地撒火捡起块半拉砖就扔这
洞里了，没想到半天没听到动静，
探头往里看看吓坏了⋯⋯小井似
的深洞，掉进去指定没命。他浑身
冷汗，后怕不已。

从那以后李凤鸣变了路数，批
评教育为主，再不能干这“要命”的
瞎事。

1993年，有人半夜偷着从山上
运下来城砖垒到院墙上，李凤鸣知
道后天天去说人家：“你拆不拆，不

拆我就去告你。”那家人被他弄得
不胜其烦，拿黄泥把那砖糊起来，
糊弄李凤鸣说已经拆了，送回去
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凤鸣一直
惦记着这几块砖，如今村子拆迁
了，他终于让儿子去把这些砖拉回
来，了却一块心病。

乡亲们说：“他这人看着粗拉，
心其实比针鼻儿还细。”有个小伙
子搬着半块城砖正往山下走，遇到
巡山回来的父子二人。

“你哪的呀？搬这砖干啥？”
“就咱保定的，人都说长城砖

镇宅辟邪，搬回去放家里。”
“你知道长城是干啥的不？修

好了挡外敌的啊，这上头有多少战
死的战士冤魂你知道不，你拿回去
不怕啊？还镇宅呢！不如河里捡
个大圆石头，光溜溜又好看又干
净。”

小伙子一下把砖头扔老远，
说：“不要了，不要了。”

老李嘿嘿笑，“辟不辟邪都是
心理作用，不做亏心事，才不怕鬼
叫门，这砖拿不如不拿。”

如今，虽然爬山路有点吃力
了，老李依然不忘对儿子的工作定
期抽查。“哪有块砖，哪有个缺口，
哪松动了，我心里明镜似的，我得
看他把咱这城楼子守好了没有。”
走在山脊上，老李指点着远方的城
楼子，眼神有着看护自家老宅的亲
热和柔软。“沟上头城楼子左边那
个角，原先给塌了，我天天看见，天
天堵心，那会儿还年轻，有把子力
气，我就把这一块那一块捡来的长
城砖慢慢挪上去，有整的有半儿拉
的，拼拼凑凑折腾了半个月，总算
把那个角给补上了，跟老祖宗原装
的没法比，起码是囫囵的了。那会
我老父亲还在，骂我说人家都给自
己家干活，我净干那没用的瞎活，
有啥用？我说将来就有用，有大
用。现在你看看人家都说咱做得
对不是？”

老李在正式把工作交接给儿
子李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要
真想好了，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别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现在看来李勇做到了。

（三）谁是守望长城的英雄

如今，李勇守长城跟几十年来
老李的守，一样，也不一样。

一样的是，常规巡视一次也不
能少；不一样的是，李勇感觉光靠
守着和事后的亡羊补牢不行，要把
工作做前头，多宣传、多普及爱护
长城的知识。

李勇深以为豪的是自己院子
西 侧 由 两 间 房 改 建 的 长 城 陈 列
馆。一间是涞源长城展，主要用图
片方式介绍涞源境内主要长城分
布及制式等。另一间主要展出涞
源抗战的历史。其中很多老照片
都是各地的长城爱好者帮他找的，
十分珍贵。

李勇在家门口树荫下摆了两
块石头当凳子，还弄了个专门收废
瓶子的大筐。“我这儿属于咽喉要
道，西南方向是崔家庄，东北方向
是乌龙沟，你别管从哪来，往哪穿
越，只要去爬长城，我这是必经之
路，有人从这过，我就尽量拉人家
唠个嗑，把人家拽到我的陈列馆里
参观一下，把我知道的有关长城的

典故和知识给人讲讲。先对长城
有了敬畏心和感情，谁还去胡写乱
画，瞎糟蹋。我一般都嘱咐人家，
上山喝完水的瓶子尽量给背下来，
一个好几分钱呢，别把自己的大
名往石头上刻，将来子孙们看见
了那不 是 流 芳 百 世 ，那 是 遗 臭
万 年 ⋯⋯”

这爱说爱闹的开朗性格也让
李勇有了很多“狐朋驴友”，有个游
客跟他聊了大半天，过后给他发微
信非得打红包，写着“你太不容易
了，感谢你的坚守”。李勇回道：

“我爱长城，你也爱长城，就是对我
最大的鼓励，又不是网红，还打赏
啊，不收！”玩笑归玩笑，类似的鼓
励让李勇心里暖暖的。

“长城乌字号保护站”让李勇
颇感骄傲，这是 2016 年底，长城保
护协会和一些长城爱好者为了让
他维系生活帮忙给建的。因为地
处大山深处，很少有专门的游客到
这来，一般都是长城爱好者临时歇
个脚。“我知道他们这是想方设法
帮我。现在还是亏损的状态，一旦
盈利除了日常生活，我把钱都用在
长城保护上。”

也有好多人看上了他院里院
外的宝贝，想出重金收购。

当年有个开发商找李氏父子，
要每年给他们三五十万把长城根
儿脚下的乌字号小院买下来建个
度假村。这父子俩说啥都不同意，

“又要砍树又要盖房，弄得乱七八
糟，完全没有要保护长城的意思，
说什么也不行。”

说到长城保护的现状，李勇有
些焦虑。“乌龙沟长城经过这么多
年的风吹雨打，真的也已经是个颤
颤巍巍的老人家，我们能做的也就
是小心照顾它，让它年龄更长一
点。”李勇掏出一个小本本，上边清
楚标记着 52 号、58 号城楼已经成
了危楼，马上要塌；53号，要快点找
东西把它顶起来。另外游客比较
多，要贴个告示提醒大家，注意有
些城楼的窗户和上边的牌匾已经
松动了⋯⋯

令李勇骄傲的是，“长城乌字
号保护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城
会客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城
保护者和爱好者经常在此聚会，
2018 年中国长城协会的会议也选
在唐子沟村举行。李勇加入了很
多长城保护微信群，有关长城的知
识太专业了，光靠自己琢磨不行，
要多请教专家，多给自己充电。

李勇的微信名就叫唐子沟长
城，他还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
经常拍摄抖音。“希望用各种新鲜
的形式宣传长城，盼着越来越多的
人对长城保护感兴趣。”

李勇准备把村里拆迁后剩下
的一些老东西都收集起来，特别是
跟长城有关的，“迁进城的乡亲们，
后代成了城里人，对于长城脚下故
乡的印象会渐渐消失，我要建一个
能让子孙后代寻根的地方。”

作为李勇父子的老朋友，涞源
县文保所所长安志敏几乎每个月
都会到唐子沟来看他们。他对父
子二人的保护工作充满赞许，却也
满怀心疼，“一个月一百块钱的工
资，真的也就是个认可和安慰。”

安志敏介绍，如今涞源共有21
个像李家父子这样的长城保护员，
个个尽职尽责。他说：“这叫啥，也
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怀吧。”

我国北方长城沿线，长城保护
员这个特殊群体不到 4000 人，却
守卫着我国两万多公里长的历代
长城。

2019 年大年初一，天还黑着，
李勇带着儿子和狗上了城楼子，把
一副红红的对联贴在城楼子上。
一面五星红旗从城楼的门洞里挂
出来，儿子也分外高兴地吹响自己
的小号。有风来，远方天际太阳渐
渐升起，给一切蒙上一层壮丽的色
彩，李勇扯着嗓子唱起来：“太阳照，
长城长，长城他雄风万古扬⋯⋯”

每每讲起这一幕，李勇脸上涌
现出骄傲和自豪，他觉得自己像个
真正的英雄。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田瑞夫摄

中国长城，穿山越岭，蜿蜒如龙。

保定涞源县境内乌龙沟长城唐子沟段，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六公里，高空俯瞰，就像长城巨龙身上一块微不足道的鳞

片，而这块鳞片因为有一对父子的守护而格外温润光亮。

三十多年如一日，乌龙沟长城唐子沟段保护员李凤鸣、李勇父子，便是那一方龙鳞的虔诚守护人。

父子二人在城楼上

雄伟的乌龙沟长城雄伟的乌龙沟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