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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前言

　　紫禁城（故宫）与长城，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比拟
的独特性，为世界瞩目，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空间上看
，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其规模、其气势，令法国卢浮宫、
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英国白金汉宫、日本东京皇宫等世界著名宫殿难以望其项背；长城，不仅是世
界上最宏伟的防御建筑工程，同时也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古代建筑，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
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从时间上看，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有24位皇帝的身影在这里出现过，紫
禁城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明清历史的风云变幻，从这个意义上说，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容器，
贮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信息；而长城，时间跨度则更是漫长，从战国齐、楚、魏、赵、中山、燕、秦
长城，秦汉长城，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长城，辽金边壕，一直到明代长城和清代柳条边，犹如一
根探棒，探测着历史的深度。　　紫禁城与长城的价值，依托于建筑，又不止于建筑。它们不仅是历
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们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
走向。因而，它们不仅史学价值巨大，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同样很大。它们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丰富的历
史资料，也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充沛的创作素材。也就是说，对紫禁城、长城的解读，应该是全方
位的、多元的，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完全可以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完成对这两处史诗性建筑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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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长城为主题的大历史文化散文。长城，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志，它的形象，已为
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所熟悉，然而，说起它的历史、文化，人们又所知甚少。长城是世界是最庞大的
建筑，它时间跨度更是漫长，从先秦，到明清，它犹如一根探棒，探测着历史的深度。围绕长城，出
现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争画卷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本书以优美的文笔、深刻的反思，对其进行耐
心的梳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阐释。本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探寻着长城的历史，破译它复
杂的文化密码。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评论说：“祝勇很早就把关注点聚焦到明清历史”，“他不仅
沉潜于史料，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扎实稳健的风格，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难能可贵。
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视角，这刚好有利于发挥他的特点”，“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
文本。他一直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路线，这使他的文本具有张力和不可重复性。”著名摄影师李少白为
本书摄制了大量精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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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撰文 祝勇
1968年生，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
究生，全国青联中央委员，《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散文运动
”代表人物，有8卷本《祝勇作品集》出版发行。学术方面，著有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
史》、《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等。中央电视台纪念郑和下西洋500周年大型历史文献
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北京电视台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
爱你，中国》总撰稿。
摄影 李少白
1942年生于重庆，曾就读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曾任《大众
摄影》、《中国摄影》、《摄影与摄像》等杂志的编委，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现代图像艺术学院及有关
院校摄影系客座教授。多年专攻长城和故宫摄影。出版有《走进长城》、《原味故宫》、《神秘的紫
禁城》等十余部摄影作品集。其长城和故宫题材的摄影作品在国内深受欢迎，并多次在德国、日本、
爱沙尼亚、瑞士、美国等国家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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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时间的遗骨长城的时间起点秦始皇科斯定理长城内部的形势芳香的身影中国体系的形成山海关的诞生
未完成的杰作九边之首在辽东天下英雄谁敌手九门口之战长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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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城记　长城的时间起点　　公子小白在莒国的宫殿里听到了父亲被杀的消息时，他的脸上并没
有流露出太多的慌乱。他的父亲是齐国国君，人们称他齐襄公。关于宫廷里的那场内乱，他一无所知
。现在，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回到齐国。在他的故乡，掩藏着他生存还是毁灭的秘密。那个秘密折
磨着他，他急迫地试图解开那个秘密。他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隐秘的地方，有一匹同样的马，
在向昨日的宫殿飞奔。马背上的骑手，与他同样年轻，甚至，与他有着相似的容貌。他就是公子纠，
自己的兄弟。谁先到达都城，谁就是齐国的国君。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速度的较量。这是历史上最重要
的一场体育比赛，等待他们的不是金牌，而是生或者死。这场比赛的成绩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命运密切
相关，而且，与整个长城的历史密切相关。小白跨上马的时候，阳光的利刃刺痛了他的眼。他流泪了
，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兴奋。这种兴奋使他战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重大的关头面前，都
不可能抑制住这种战栗。这个后来被称为齐桓公的年轻人，此时对未来充满了预感，尽管在那个时候
，命运尚未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公元前686年，从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充满险恶。各种形式的阴谋
埋伏在道路的两边，随时准备断送公子小白的事业。有时，小白自己也会被马蹄声的单调与激烈所吓
住。但是，他仍然能够把飞箭的声音，从马蹄声中分离出来。与马蹄声的急迫滞重相比，飞箭显得更
加平滑和流畅，它的速度里包含着一种置人死地的果决。那支飞箭同样具有决定历史的重大意义。一
个名叫管仲的中年男子隐藏在路边的树丛里，箭镞向奔马上的骑手迅速瞄准。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所
以，这更像一场赌博。箭头沿小白飞奔的方向滑动，然后是“呼”的一声，箭飞出去，以更快的速度
奔跑，它迅速追上的小白，管仲听到一声惨叫，那个年轻的身体从马背上消失了，那匹失去了负重的
马仿佛受了惊吓，拖着一声古怪的长嘶，消失在道路尽头。　　小白用自己的假死骗过了管仲，也骗
过了公子纠。作为公子纠的谋士、小白的政治对手，管仲再次见到公子小白的时候，自己已经成为他
的囚徒，而那个从他的飞箭下逃生的年轻人，却是齐国的新任国君，人们称他齐桓公。最令他意外的
，不是小白没有死，而是他听从了鲍叔牙的推荐，任命自己为国相。　　这是一项大胆的任命，它表
明了齐桓公非凡的政治眼光。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管仲扶助下，齐桓公不仅创造了齐国的辉
煌历史，他自己也被推到“春秋五霸”的位置上，成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明星。更重要的是，
在他的时代里，有人为后来的长城堆了最初的一坯土。我们无法看清那个人的脸，但他肯定存在，如
果没有他，整个长城的历史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
洪工程脱胎出来的。管仲曾经在《管子》中写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
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
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
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长城起源于堑壕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议，在长城史上，堑壕身份可疑，尚未经过专家的验明正身。
但是至少，堑壕战对于统治者的启发是巨大的，那些隆起的土墙，成为他们抵挡敌军箭矢的最好盾牌
。它们是原始意义上的城墙，是长城的发起者。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
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和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
以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阳光下完形。一百多年后，雅典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出海通道，才在
公元前457年在通往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三个港口大道旁，各修筑一道数十公里的城墙壁垒。　　大约在
公元前656年，曾经有过一场耐心寻味的对话。对话双方，一个是准备伐楚的齐桓公，另一个则是楚国
派往齐国的特使屈完。当时，齐桓公与屈完一起检阅了部队，他的目的当然是炫耀兵力。然后，齐桓
公望着尘土飞扬的演兵场，对屈完说：我有这样的军队，谁能战胜？屈完的回答是：　　“楚国方城
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几乎与齐国同时，楚国也修筑了自己的城池与城墙。
它们是作为放大的盾牌存在的。在想象中，这种坚固的盾牌可以被放大到无限。齐、楚以及各国间的
军备竞赛，为长城的生长注入催生剂。有意思的是，这种竞赛，不是侧重于进攻，而是侧重于防守。
这种保守的防御思想，像一条坚韧的牛皮绳，牢牢地拴住中国的历史，在后世一直没有中断。其中暗
含的心理因素，是我们破解长城密码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比齐桓公更了解长城。于是，在长城的
逼迫下，齐桓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进攻计划。但是楚国的噩运并没有因此而幸免。身为历史上最著名
昏君之一的楚怀王，把这个一度强盛的国度送进了坟墓，与它同归于尽的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
的名字叫屈原。即使遭到了流放，屈原的身体仍然固执地拦住楚怀王的车队。两干多年后，我们仍会
对他声嘶力竭的苦谏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位忠君者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傻瓜，但在当时，他别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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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世界上昕有的昏君有着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忠诚毫无反应，楚怀王也不例外。这将屈原以及他
的国家置于彻底的绝望中。楚怀王也因此荒废了自己长城的用途，而成为齐桓公事业的最大支持者。
坚固的城墙没能阻挡楚国的灭亡，我们的诗人投江而死。关于他的死，民间传说还有另一个版本。他
们认为，作为改革派的屈原是被他的政治对手捆绑后扔人江中谋杀的，但这一隐秘行动依然没有逃过
人们的目光，目击者因无法说出真相，就以向江水里扔粽子的方式，暗示着谋杀的过程。　　齐桓公
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这证实了他作为春秋霸主的地位。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
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
，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黑夜阻挡了大军的道路。本来军队是脚踏大地顺利地
行进着，但他们所信赖的大地突然在黑夜中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士兵们寸步难行。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风沙开始了向军队的偷袭。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阵恐惧突然袭上齐桓公的心头。只有当年那
条横亘在莒国与齐国之间的道路，曾给他带来过这样的不安。他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迷谷”了
。这是一个隐藏着无数变数的神秘地方。他不知这里将发生什么。他在惴惴不安中捱到了天亮，这时
，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队伍已经凌乱不堪，他的士兵们，个个衣衫褴褛，表
情呆滞。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只有几匹老马，在冷风中漫无目的地前行。一个念头从他的
大脑里闪过——只要跟随那几匹马，就能够走出迷谷。他不把它视为马的本能，而是视为来自上天的
神秘暗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齐桓公的直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老马识途”这个成语
，来纪念这一历史。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
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一条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那是公
元前三世纪的燕昭王时代（前311年-前279年），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
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
外面。这是战国时代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它西起张家口、宣化，经燕山北麓沿围场进入内蒙古赤峰
市东南敖汉旗，再转入辽宁省阜新东北，渡过辽河向南折去，经宽甸抵达辽东，直至今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清川江北岸，全长二千二百多公里。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
马蹄，它们的消失就像它们的耸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秦国像一只胃口巨大的怪兽，坚硬的长城只能
使它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它用铁制的牙齿咀嚼那些砖石，它的身体在各种残骸的喂养下茁壮成长。
对于历史这个势利眼而言，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秦
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却制造了更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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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照片太漂亮了，文字也好。
2、跟紫禁城记差不多,没什么意思
3、学习他怎么学长城。
4、祝勇的书我一向喜欢，但这次却很失望。我这样说并不是针对他的文字，而是书。一打开就有一
股怪味，很难闻。这篇文章在他的另一本书里有收录，只是中篇，这次加了图片，就这样贵。不过图
片还是很棒的。
5、一直觉得祝勇的文字不错，读来惊心动魄的；配的图片与文字严重不搭，纯粹为了配图而配图。
。。
6、李少白的片子依然超赞。。祝勇的文字依然沉重而感伤。
7、就是长城串起来的历史故事，加几张类似的长城照片，我的深度就到此了。
8、虽然从小被灌输长城是世界奇观，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从来只觉得长城只是长城，是冷冰冰的存
在，作者强就强在无论是写故宫还是写长城，哪怕看的时候没有感觉，整本书看完的时候总觉得这些
庞然大物都有了自己的呼吸。配着书里那些如今依然矗立在北方破损长满植物的古长城，沧海桑田的
感觉就这样一波一波扑面而来。
9、李少白

Page 8



《双城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