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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一次长城修缮

1984年 7月 5日，《北京晚报》头版
刊登了启事，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

为，参与赞助。在这项活动迎来 40周年
之际，为纪念那些为修缮长城工作做出

贡献的人，“薪火相传 共砺国魂———庆

祝‘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四

十周年专题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对外

展出，呈现了那一段往事。

时任《北京晚报》新闻部记者的苏文

洋早在 1983年，就已经关注到了长城损
毁情况，他在一位受访对象———成大林

拍摄的两千多张关于长城的照片中，看

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断壁残垣，在之后与

北京市文物局同志一起到八达岭长城踏

勘的行程中，大家去到八达岭长城的第

二制高点———北七城台时，看到脚下是

光秃秃的土堆，垛口全部化为乌有。长城

宛如一条遍体鳞伤、伏地沉睡的巨龙。

苏文洋和彼时北京日报社编委会成

员们商议，有没有一种可能“通过社会集

资的方式来修长城？”经过多方讨论，1984
年 7月 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
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

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社会赞助活动》，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

而为，参与赞助。

首都博物馆“薪火相传 共砺国

魂———庆祝‘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

赞助活动四十周年专题展”将观众带回

40年前。

余霞成绮袁故事动人

北京长城是中国长城文化史卷的重

要篇章，也是中国现有长城中保存最完

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

的段落。北京长城伴随着古都北京悠久

的建城史与建都史。1987年，北京八达岭
长城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代表，成为全

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正是因为对长城有着浓厚的情感，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

公告一发布，就收到各种响应，其中尤其

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们的回应与支持最为

动人。

首先是那些散落在各个村的长城砖

得以被归还。仅延庆西拨子乡岔道村就归

还了 1500多块长城砖。这些背砖上山的身
影、归还城砖后的笑容也被镜头定格。

其次，捐款的人络绎不绝，书信像雪

片一样飞来：河南焦作孙树村的社员陈

小合，送来 60元钱，希望给长城工地上的
工人“热天买点饮料，冬天买几副手套”。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河北兴华贸易公司经

理张三海，捐出

10000元，为的是自
己的那份长城情结；

来自羊坊店小学二

三四年级学生，集体

捐赠了零花钱……

“爱我中华 修

我长城”社会赞助活

动自发起以来，也得

到了全国人民和海

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全国上千万人参与，

巴基斯坦、希腊、美

国等 26个国家和地
区的团体也积极捐

款，募集资金达数千

万元。短短几个月，完成了数年的工程量。

通过社会赞助，北京及全国各地多个长

城地段得到了修复，使得长城焕发新生。

展览的历史照片中，一份份泛黄的

文物工作简报、社会赞助登记表、捐款名

单等档案，一个个报纸版面上的“豆腐块

儿”，还原出更多历史细节。杨振宁等 18
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

城”捐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拯救威

尼斯及修复长城”活动，为北京捐款 100
万法郎；希腊“船王”拉特希斯以全家的名

义捐款 100万美元……往事如昨，余霞
成绮，一段段动人故事，体现着古老又朴

素的“众志成城”的精神。

修复长城

就这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在岁

月的河流中延续下去。1994年，活动开展
10年之际，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 6000余
万元，有关部门利用款项修复了 14处长
城重点地段。其中有八达岭长城 4000多
米、慕田峪长城 1800多米、司马台长城
840米，总长超过 6000米、城台 20多座。
如今，这些长城段落作为北京的旅游胜

地，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

而来。

八达岭长城在北京市区西北方向 65
千米处，在古代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隘，

如今则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1961年
八达岭长城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1984年“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
动兴起，各界人士响应捐助，八达岭长城

修复北六楼至北八楼段长城 334米，敌台
2座。修复南四楼至南七楼段长城 426
米，墙台、敌台 3座。1986年，修复北十楼
至十二楼段长城 578米，墙台、敌台 2座。
1988年至 1989年修缮了北一、二、四楼
和南四楼楼顶，复原维修北门锁钥平台

至南一楼之间内墙墙体 130米。
2004年“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纪念

碑在南二楼南平台上落成。进入 21世纪
以来，八达岭长城保护和维修工作一直

在进行：向北迁回延伸到青龙桥和石佛

寺关口，向南加固维修到南十七楼。

慕田峪是明长城昌镇黄花路属下的

一座关口，长城奇峻，山势嵯峨。特别是

慕田峪正关台的三座敌楼并列守关，让

人望而生畏。著名长城景观箭扣、“牛角

边”“鹰飞倒仰”和“北京结”位于慕田峪长

城西端，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1984年
8月慕田峪长城修复工程正式开工，修复
了以慕田峪关为中心，自幕字 1号敌楼至
14号敌楼以西的北铺房，总长 2000米的
城墙、敌楼、铺房楼。

司马台长城位于古北口镇司马台村

北。城墙依险峻山势而筑，并以奇、特、险

著称于世。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

中，司马台长城得到修缮加固，工程于

1986年下半年进行勘察设计，1987年 5
月 1日开工，1988年 5月 30日竣工，于
1990年作为长城风景区对外开放，成为
中外游人观赏古长城的好去处。

司马台长城在实施保护修缮的过程

中，充分吸取了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

保护修缮中广受质疑的过度干预、大面

积复原等影响真实性、完整性的问题和

教训，探索了最小干预的措施。

金山岭长城横亘在河北省滦平县与

北京市密云县交界地带的燕山支脉上。

1985年，社会各界为抢救保护金山岭长
城集资捐款。1986年，国务院公布金山岭
长城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 7月 1日金山岭长城景区正式对游
人开放。展览现场展示的书信材料中可

以看到滦平县农民在修复金山岭长城中

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保护长城的工作一直在进行。2016
年 9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携手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

长城保护公益项目。该项目面向公众开

放了长城保护参与的线上渠道，是当年

文化遗产类项目捐赠参与人数最多的公

募项目。2017年 9月腾讯公益正式开放
公共募捐平台，让更多的互联网用户参

与到保护长城的行动中来。

2019年，《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
展规划（2018年———2035年）》公布，以文
化带方式推进长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与利用，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

护”“研究性修缮”并重转变，为各国开展

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经验。

近年来，随着长城保护理念的更新、

保护手段不断提升，古老长城焕发新生。

展览还通过 3D打印模型、多媒体互动展
项等，展示了长城保护的“北京经验”。展

览结尾设置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在“爱

我长城 兴我中华”活动倡议书下签名，继

续书写新的长城故事。

渊据澎湃新闻冤

司马台长城修复现场 慕田峪长城修复现场

横卧崇山峻岭的长城，是独特的景观，也是中国人心灵世界和精神世

界的写照。然而，1984年，一项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发现：北京境内的

长城，有 66%只剩土堆或残壁；墙体完整，敌台、垛口略残的部分，仅占

16.6%。北京境内的长城失修严重。

冶

野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冶社会赞助活动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