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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遴选标准：长城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

准C(I)(II)(III)(I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世界遗产委

员会对长城的评价：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

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

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公元1368～1644

年)，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

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相媲美。 没有星光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般的黑暗。背着包

从长安街窜到司马台长城脚下，城市的拥挤和喧哗因距离而

被屏蔽。投宿长城脚下的小村，因我的到来而引发的几声狗

吠，在夜里越发衬出这里的宁静。 临睡前，向屋主的儿子打

听现在这长城的情况，答曰“有点险”。 残美的爱战虚名 一

夜无梦，忘记了在闹市里连日的疲倦，只有对山上那蜿蜒的

长城的想象。凌晨三点，清澈寒冷的空气彻底打消了我的睡

意。借助一点灯光向山而行，朦胧的夜只有自己脚底“嚓嚓

”的声响，心里却感到实实在在的快乐。自从第一次看到司

马台残破而华丽的身影，我便一直在幻想着司马台上的日出

，当那簇新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古老残破的城墙上，又将会是

怎样的一番美丽的景象？ 山间的露水已经蒸腾成薄薄的雾气

，透过那层朦胧，依稀能够分辨出这山的轮廓，虽然只是一

个高大如屏的巨影，却仍然能感觉出它逼人的气势。长城自



山海关而西，如蟠龙一般绕过这北方峻岭，在北京北部的群

山中蜿蜒。似乎北方人对长城总有特殊的感情，每每纵情山

水，我总爱抬起头眯着眼睛四处张望那群峰之巅，试图分辨

那悬崖之上的形状，到底是一座被人遗忘的破旧敌楼，还是

一块天然而成巨岩。而长城，总也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视线

的边缘，好像是一个老朋友，给我一份惊喜。 铁索桥东面的

敌楼隐约可见。遗憾的是，在地势较低的河床中原有的一座

十分难得的关口及过水券门，却因为上个世纪兴修水库而被

拆毁，于是分据水关左右的敌楼从此隔桥而望，不再相连。

如今，从铁索桥向东便是今天意义上的司马台，而索桥的另

一端则属于另一段长城金山岭了。其实，这段建于明朝洪武

初年，曾经在蓟镇总兵戚继光监督下加固的长城，原本“长

二十六华里，共有敌楼九十一座”，但今天，长城却早已不

是大将军管辖的军防，而成为了旅游公司和当地人的衣食之

源。也许，这些在长城上下营生的人家，他们的祖先也曾千

辛万苦烧制城砖，也曾担着城砖爬上那重峦叠嶂，流血流汗

。先人植树，后人乘凉，大约也算是这长城上自然而然的因

果。 从山下而上的路直通司马台东二楼。从此便可见长城依

山而上。城砖依山而铺，密而直上，窄处甚至不能容下整个

脚掌。这长城虽不似八达岭般蜿蜒跌宕，却因山势而险峻异

常。敌楼白色的身影浸染在无边无际的深蓝晨雾之中，用它

黑洞洞的眼和嘴向我发出无声的召唤。快步而过，刚刚妄想

居高临下，却发现前方又有一座敌楼逼面而来。它卧在山巅

，默然藐视着独自夜行的我。转身，来时的路却已被夜色吞

没得消失不见。 在这静寂群峰间，长城仿佛驮着一只只敌楼

怪兽的神秘白龙，在山脊上酣然而卧，却又似随时会腾空而



起，把我一起带上云巅。脚步声在空旷的山间似乎得到了回

应，“啪啪啪”是古老的游灵随我一同攀登？停住仔细聆听

，却只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四下寻觅，只有眼前的长城，

残缺凌乱。司马台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打后的精美，在黎明前

的夜色中竟如此动人心魄！残缺中依稀可辨的穹窿顶，双边

墙，还有那些设计巧妙布满射孔的障墙⋯⋯犹如万里长城修

筑在天地之间的博物馆。庆幸，这一砖一石终为人所识，没

有重复那悲惨的命运，流落为围墙、猪圈，灰飞烟灭；庆幸

，它被封了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美名，没有被鲁莽和无知

地整修一新，被埋葬在现代化的水泥钢筋的坟墓之下。 惊险

的天路仙境 在一座残破的楼子里停下。四下除了虫鸣再无声

响，明月仍然静静地照着长城。此时此刻，群山、长城与我

彼此相望，心意相通。在门口冰凉的石阶上躺下来，闭上眼

，似乎感到时间和历史从身旁悄然滑过⋯⋯一堵城墙，横亘

数万里，静默几千年。到底，这留下来的是文明的丰碑，还

是杀戮的见证？男人的血汗，女人的眼泪，如今却都已灰飞

烟灭，只留下这语的砖石。“秦时明月汉是关”，这长城虽

非秦汉遗物，但那明月却自古而今。长城、明月，想起来，

似乎总是一种永恒! 而长城却非永恒，它一样在默默承受着宿

命注定的轮回，悲欢离合，野草丛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

的楼中似乎有人轻咳的声音。这上面竟有人住宿？也许是白

天在此营生的当地村民，也许是在长城上宿营的游客。没有

寒暄，继续向前。 东方露白，残墙如刃近乎九十度的狭窄城

墙和悬崖间一条优美的曲线，赫然划过如鱼背一般险峻高耸

的悬崖之间，而两侧空荡荡的悬崖下，清晨日出前的薄雾蒸

腾而起。远处，寂寞独立的敌楼好似悬浮在云端，如幻影一



般缥缈如梦，似乎在轻轻召唤着人们踏上这条如仙境一般的

“天路”。 司马台果然惊险得名不虚传！也曾登过怀柔的箭

扣，见识过鹰飞倒仰的险峻，也曾下过黄花城十八蹬，在破

损的城砖上寻觅着下山的途径。但二者还是无法与司马台的

壮观相提并论。被誉为“天梯”、“天桥”的通天之路大约

仅有肩宽，初时一蹬一米多高垂直而上，继而急转而下，如

走高空绳索一般荡然无所依靠。不禁纳罕，难道数百年前在

此驻守的戚家军都是传说中的天兵天将，真能风雨无阻地在

这高耸的台阶和单边障墙之上，轻而易举地攀上峭壁，戍守

险关？凡夫俗子如我，纵然手脚并用，却仍不敢左顾右盼丝

毫松懈。回头看，却是空荡荡，没有人，也看不到曾经的路

。不禁失笑，当真是“上得去下不来”了，大约那司马台的

设计者正在暗中嘲笑我的笨拙。 不知道是谁的猜测，当年修

筑司马台长城，因为山势过于险峻，筑城青砖只能由善于攀

爬岩壁的山羊驮到山上，敌楼也因此修得十分细长。只是奇

怪，如此费力修建这段长城，却似乎看不出多大意义：薄薄

的墙体根本无法长久站立防守的官兵，纵然诱使敌兵费尽辛

苦翻过这窄墙，大约一看之下也会大惊失色，失足掉到障墙

背后另一面山崖下粉身碎骨天险与绝路，在此竟不给人退路

，难免感慨修筑者的艰难和设计者的良苦用心。而站在障墙

中间低头俯瞰，山竟已这般高耸。生死悬于一线，却不再颤

抖不安。大约只有当恐惧被压到极限，痛苦才也会在刹那间

化为无法言喻的超脱⋯⋯ 当天空浮出一轮红日，在“望京楼

”的前，我终于望见天边那抹艳红。一缕孤寂的晨光，透过

东面残缺不全的拱窗斜射进这座双层的敌楼，轻轻抚摸着它

清凉冰冷的砖石。 这数百年，光与影在山巅的敌楼里一次次



交织出神秘的图案。在静谧无人的空间，没有观众，没有赞

叹，却彼此相偎不曾寂寞。也许，那是祭奠这奇迹的舞蹈，

也许，那是天地间召唤亡灵的火焰。 攻略： 交通： 节假日北

京宣武门、东四十条有游12次车直到司马台，或在东直门汽

车站乘坐到密云的专线车，到密云后再转车：密云到司马台

小面包车10元左右，包车从密云来回司马台120元(可以侃价

，一般可以乘坐六七人)；也可从西直门坐开往承德方向的车

，到司马台路口后下车，再转小面包或摩托车到司马台村(国

道路口进去后有10公里左右)。 餐饮： 长城上有当地人出售

食品，如果不做过久停留，可少量携带。山下农家多数提供

农家饭菜，“垮炖鱼”为当地特色菜，朴素原始的制作方式

保留了鱼鲜美的本色，可以一尝。密云县城可找到各种档次

的饭店。 住宿： 司马台长城已是成熟的景区，山下有中低档

的酒店供住宿，也有很多农家院提供农家乐式的住宿。非假

日住宿费用在30元/人左右，餐饮价格根据需要而定。 特别提

示： 衣着：舒适的硬底旅游鞋或登山鞋和舒适的厚袜子可以

保证长途跋涉舒适安全。耐磨而宽松的衣裤，是行走攀登的

最佳选择。山里温差较大，早晚比市里低5摄氏度左右，带上

一件保暖外衣。长城上除了敌楼没有树荫，且多荆棘灌木，

最好戴手套，不要穿短裤。注意防晒。山上风大土多，不宜

戴隐型眼镜。尽量精简负重。 安全：体力和各方面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从金山岭走到司马台，或从司马台走到金山岭

，路上有路标只要顺着箭头走便可，可能会遇到两个景区的

收费处。从司马台向东到12号楼约2-3个小时。13号楼16号楼(

望京楼)段，由于山势险峻长城坡度极高，且多发事故，管理

处已竖牌请“游人止步”。建议不要贸然穿越特别是没有户



外经验或单人前往的情况下，以免发生危险。 长城的美丽源

于我们的保护，请将垃圾带下山，不要污染景区。另外，司

马台附近植被稀疏天干风大，请勿吸烟或点火烧烤，以免引

发火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