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特别报道

新闻时评

究竟谁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4月1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说，山东考古人员对该省境内的
齐长城进行了精确测量，测量出

“中国现存有准确遗迹可考、年
代最早的长城文化遗产”齐长城
最新长度为620多公里。

而此前的3月9日，新华社
播发郑州专电说，河南已用考
古学的方法，找到了中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
河南境内的楚长城长137.22公里。

品味着这两条有些矛盾的新闻，一个有意
思的问号很快浮现在记者的脑海中：齐长城与
楚长城，究竟谁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两条长城均称“年代最早”

长城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曾对长城做过不同程度
的调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水平，有相
当部分长城的情况并没有搞清楚。

来自新华社济南今年4月17日的电讯说，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6年开始实施的《长城保护
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从2008年
12 月至 2009 年 7 月，山东省从文物考古研究
所、文物保护中心、博物馆抽调8名业务骨干组
成调查队伍的主力，全省各分管地市及长城经
过县区各抽调一名业务骨干配合，完成了齐长
城野外调查工作。

报道称，齐长城呈现为若干段横亘在山东
境内，西起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北，在青
岛市黄岛区东于家河庄入海，“为中国现存有准
确遗迹可考、年代最早的长城文化遗产”。主持
这次调查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齐
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队队长李振光认为，齐长城
虽然名气不及明长城，但齐长城开创了中国线
型防御工程的先河，且建筑年代最为久远，其学
术考古价值在所有长城中更显特殊。

李振光说，考古人员还在长城残破墙体断
面中发现不到20片陶片标本，分析确定齐长城
建筑年代为春秋中晚期，成为史料记载之外考
证齐长城确切建筑时代的重要证据。目前，调
查队准备将重要数据以及其他发现整理成书
面报告，上报国家文物部门。

就在山东省宣称测量出“中国现存有准确
遗迹可考、年代最早的长城文化遗产”齐长城
的最新长度之前的一个多月，河南省文物考古
部门则宣布用考古学的方法，找到了被称为

“长城之父”的楚长城。
3月 9日，新华社播发郑州专电报道：河南

省文物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孙英民8日说，河
南已用考古学的方法，找到了被称为中国“长
城之父”的楚长城，第一次确定了楚长城的地
理位置和走向，使后世逐渐迷失的楚长城分布
线路及区域再次清晰地展现出来。

电讯说，2008年 10月至今，为配合国家文
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及全国第三次文物普
查，根据河南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楚长城资源的调查任务，
组织了两个调查队，分段进行调查。

两个调查队徒步行走 763 公里，经过考古
专家一年多的调查，目前已基本掌握了河南境
内的楚长城分布线路。楚长城主要分布在豫
南的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 4个地级市的
25个县(区)，长137.22公里。

2009 年 6 月至 9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舞钢市平岭长城遗址焦桐高速叶县至舞
钢市段穿越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长城墙
体内发掘出的遗物年代大部分为春秋时期，少
量为战国早期，未见晚于战国时期的遗物，平
岭长城年代与文献记载的楚长城时代一致。

今年 1 月至 2 月，调查队对楚长城关口之
一的泌阳象河关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利用自
然断面对部分墙体进行铲刮。象河关关墙内
出土的陶片和石器等遗物，遗物时代早者可达
新石器时代，晚者不晚于东周，发掘出土的遗
物与古代文献记载得到了相互印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他
们对舞钢平岭长城遗址进行的发掘及象河关
的试掘，首次以考古发掘的形式将楚长城墙体
和关堡的结构及建造程序展现给世人，并用科
学发掘出土的遗物断定了楚长城的年代，这在
楚长城研究上还是第一次，对推动楚长城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长城之父”之争由来已久

提起长城，人们多会想到秦始皇下令修建
的万里长城。不过，著名的万里长城并非是我
国最早的长城。长城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
期，当时，各诸侯国多修建有长城，有楚长城、
齐长城、魏长城、赵长城等。

对于最早的长城出现在什么时代哪个诸侯
国，却是众说纷纭，史学界和长城学界主要形成
了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楚国长城修筑
最早，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齐国长城修筑最早。

据史籍记载，楚国于公元前七世纪时，在
现今河南、湖北一带修筑城墙，这就是中国最

早修筑的长城。后来，齐、魏、秦、燕、赵等国也
在自己的疆土上修筑高大的地墙。因为这种
城墙很长，而且与一般城市中的城墙有所不
同，周围也不封闭，所以又被称为长城或长垣。

长城学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1998 年 6
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期间，曾登上
北京怀柔境内的慕田峪长城游览。陪同的中
国外交部官员指着一位中年人说：“总统先生，
这位是我国著名长城学专家、中国长城学会秘
书长董耀会先生，他曾徒步考察过万里长城，
是专门来给您介绍长城的。”

看着像巨龙般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上的
长城，克林顿兴致勃勃地问董耀会：“这是最早
的长城吗？”董耀会摇摇头说：“不是，据《史书》
记载，最早的长城是中国楚代修建的长城。”

长期以来，楚长城只存在于文献中，到底
有没有楚长城、楚长城在哪里、它是怎样建筑
起来的？考古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董耀
会也一直想揭开长城源头之谜。

2000年 8月，通过对位于楚文化发源地的
河南南召县境内发现的100多座绵延不断的建
在险关要冲上的古山寨和石城墙的考察研究，
董耀会初步认定，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楚长城遗址。

2001年 8月，董耀会同中国长城学会副秘
书长吉人一起再次来到河南，经过详细考察，
确认楚长城就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兴奋之余，
董耀会和吉人分别挥笔写下了“长城之父”、

“祖赐长城，无价之宝”的题词。
通过实地考察，董耀会认为，在我国历朝历

代中，最早只有楚国才有修筑长城的必要和能
力。公元前688年楚灭申后，一直到公元前292
年秦灭楚，这400年间河南部分县为楚国属地，

处在楚国的北部边境。楚之前的朝代虽然
也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朝代均没有修建大
规模永久性军事防御工程的必要和能力。
在南召县境内发现的古石寨城数量多、规
模大，寨与寨之间有联系，且城寨均位于险
关要冲，只有春秋时期强大的楚国才能修
建如此规模的长城。

楚长城藏于深山人未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地处中国中部的
河南好像和长城不沾边。虽然史籍上记
载楚国曾在中原一带修建长城，多年来河
南并未发现楚长城的遗迹。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南召县楚长城研
究会副会长、南召县史志办公室主编艾廷
和已研究楚长城有多年，他告诉记者，不
少典籍对楚长城多有记载，但楚长城距今
已有 2600多年，加之古籍用语简约，有些
仅提到这条长城的名字而已，使得后世难
以寻觅。

楚长城的谜团，是在不经意间被打开的。
上世纪末，有人频频在南召县板山坪

镇境内的大型石寨城周家寨开山放炮，开
采大理石，山下的村民不忍心看到这些老

祖宗传下来的石寨从此消失，纷纷向县里要求
进行考察和保护。

2000 年 2 月，由艾廷和等 14 位史志、文化
界人士组成的考察队，请村民做向导，前往周
家寨考察。只见这里的城墙寨堡延展山头约
20余公里，大体呈线状分布，互有联系，规模宏
大，石城向外部的大青口和大军门两方的重要
关隘都有长长石墙连结的建筑特点，让考察人
员惊叹不已。他们根据史籍、方志的记载，初
步认定这是楚长城线上的一座大型关城，而诸
如此类的石城山寨，在南召县境内有100多座。

考察结论引起了该县领导的重视。当年8
月 7日，南召县派艾廷和等人将当地楚长城的
分布情况，向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汇
报。董耀会认为南召县的考察很有价值，对于
楚长城是否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多数
学者依据古代文献认为楚长城确实存在，却拿
不出楚长城遗址的实据。如果周家寨确系楚
长城关城，无疑将解开楚长城的历史谜团。

随后，董耀会和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吉
人来到南召，实地考察了南召境内的古石寨遗
迹。15 年前，通过查阅古文献和地方县志，董
耀会曾经勾勒出楚长城的马蹄形分布轮廓，但
没有实证。通过实地考察和艾廷和提供的南
召石寨城分布图比对，与董耀会15年前的勾勒
图完全一致，因此，两位秘书长认定：这应该是
春秋时期的楚长城。

当年10月，中国长城学会分别向国家文物
局及河南省有关部门发出公函，公布了长城学会
这一认定，建议对楚长城遗址进行研究和保护。

就这样，沉睡了2000多年的楚长城遗址被
“崩”到了世人面前。

2002 年 5 月 7 日，原国家
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国家文物
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长
城学会常务副会长罗哲文，著
名历史与古文化专家郑孝燮等
人来到南召，考察了周家寨等
多处古石寨遗迹。这些建在险
关要塞上的古石寨，顺山脊蜿

蜒曲折数十里，虽历经沧桑，峰巅上的寨城依
稀可见，充分体现了史籍记载的“用险制塞”的
原则。眼前的情景让 78岁的罗哲文先生激动
不已，他不停地用相机拍照，兴奋地说：“这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伟大建筑，是无价之宝，太
了不起了！”

在考察结束后的论证会上，罗哲文先生
说，他 1952年就开始研究楚长城，今天完成了
50年的夙愿。以前他认为齐长城是最早的，从
楚国屈完退齐国联兵的史料可以推测出，齐国
是看了楚国的长城有作用后，才修建长城的。

此后，一系列对楚长城的调查研究逐步展
开。通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很多专家认为
楚长城是我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比齐国长城
早约300年，比魏国长城早约310年，比赵国长
城早约340年，比燕国长城早约370年，比秦始
皇统一华夏后修筑的万里长城早约460年。

长城源头有待国家认定

1987年，中国的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国家文物局官网上，记者看到世界遗产
委员会这样评价长城：“长城修筑历史可上溯
到公元前 9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
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城堡
列城防御。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相互
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防守需要，在自己边
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修筑的是公元前 7世纪
的楚长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
小诸侯国都相继修筑长城以自卫。”

时至今日，认为楚长城是最早的长城的观
点已占多数，不过，有关楚长城及长城源头的
争论并未平息。

一些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历代多修有长城，
河南现存的长城遗迹有可能成型比较晚。还有
人认为，楚长城是子虚乌有。2006年6月25日，
齐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些学
者依据《管子·轻重篇》的记载“长城之阳鲁也，
长城之阴齐也”，认为齐长城是最早的长城。

艾廷和认为，《史记》记载，齐国最后一次
修筑长城是齐宣王时期（公元前 319~公元前
301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
西至齐州，千里余。”对于《史记》的记载，人们
是认可的。《管子》的记载却值得质疑，因为此
书并非管仲所著，系后人托其名所作，不足以
证明管仲时期（公元前 645 年）齐国已修筑长
城。楚长城从《左传》的记载可以认定，从楚成
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楚国已开始使用长城
抵御齐国的记载，加上目前河南发现的大量楚
长城遗址，可证明楚长城当是最早的长城，是
长城修建史的源头。

针对有关争论，很多专家表示，自己的观点
只是一家之言。河南、山东两省文物部门的官员
也向记者表示，考古界、学术界的说法只是为国
家的认定提供了参考，究竟谁是长城的源头，最
终要由国家文物局调查认定。

本报记者 余英茂

一个社会创造力萎缩的根源
现在，一个人想要读到好书并不是件难

事，因为无论购买还是借阅，都很容易。但
是，23 日上海发布的《2010 年青年阅读调研
报告》显示，77.2%的大学生接触中国人文经
典的主要途径是中学课堂教育。阅读人文类
图书的数量上，77%大学生在3个月内阅读人
文类图书量都在两本以下。在阅读文学名著
方面，有57.4%的大学生靠观看电影、电视剧
或阅读缩略文本、文学简介等。（4月24日《东
方早报》）

有一种认知是，阅读本身即是快乐。譬
如，雪夜读书，曾是无数读书人温馨而浪漫的
精神图景，阅读带来的精神享受，为其他方式
所不能比拟。书是什么？书是好东西。在艾
柯与卡里埃尔的对话里，卡里埃尔说，透过书
的历史，人类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
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
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人们可以观察一切，
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
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末。

从阅读面、阅读量说，一个人在中学课本
里得到的人文滋养，可谓少得可怜。上了大
学，阻碍人们阅读人文经典的因素，一是有人
把平时没有时间作为借口，另一个则是对阅读
没有兴趣，喜爱其他信息媒介。即便是走出大
学校门，又何尝不是如此？阅读对许多人来
讲，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驱动着功利主义的
马车，奔向赚钱、升官的目标，才是第一要务。
享乐至上、至死，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匮乏
的同时，也使得本土愈来愈远离书香社会。

孔子曰：不读诗，无以言。只能是这样，
一个“不读诗”的人，肚子里能装些什么东
西？平日里，他不打诳语、不言妄语，又能说
出什么？“不读诗”，知识结构的组成就会可
疑，就会不可信。“不读诗”，思维就会变得狭
窄，对人性的认识就会显得肤浅，就会缺乏对
外部自然现象的人文关切，就会对自身所处
的社会环境缺乏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在一个人文精神不断流失的社会，在一
个人文动力丧失的社会，青年对阅读人文经
典难以产浓厚的兴趣，它们之间的结局，正是
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一种个人生命的
悲哀，还是一种社会的悲剧。它既是社会感
性力量、理性力量枯竭的具体表现，又是一切
创造力萎缩的根源。 今 语

郎咸平是感性时代的意见英雄
某网络媒体近日制作了一个专题，用若干事实说明，

郎咸平的诸多观点站不住脚，甚至他的学历都值得推敲。
自郎咸平在国内走红之后，就有人把“郎咸平”当做

社会、文化现象议论。“郎咸平现象”也确实反映了处于转
型中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公共知识界面对这些问
题的无力与混乱。

根据笔者有限的观感，郎咸平所描述的事实，大多数
是真实的。他之所以获得诸多读者、观众的认可，就是因
为他比较直率地指出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
中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内部人自卖自买，房
地产行业的暴利，劳工的低福利等。主流学界当然也在谈
论这些问题，但其论调不温不火，这让那些痛切感受到不
合理体制之害的民众非常失望。郎咸平让他们眼前一亮。

郎咸平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也让普通人极易理解。
比如，郎咸平称：这个世界上铁矿石或铁矿砂多得跟海边
的沙子一样，本来不应当价格很高。现在价格之所以很
高，是因为华尔街的那些金融投机家们在操纵。他们通
过操纵价格牟取不义之财，甚至故意害中国。郎咸平对
绝大多数不合理现象的解释，似乎都是“后面有一群贪婪
的有钱人或掌权人”，他们是“坏人”，在实施某个“阴谋”，
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坏。这样的解释通俗易懂。

接下来，郎咸平所开出的药方，当然就是“清理坏
人”。那么，由谁清理这些坏人呢？当然是权力。这样的
药方，同样很容易被迷信清官的民众接受。

当然，不管郎咸平所说的现象是否属实，不管他所开
出的药方如何不对症，他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
在开放的言论空间中，肯定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只要这
个空间是开放的，那就会有其他意见出现，这些意见可能
更为准确地描述社会现象，更为理性地解释现象，并提出
更为健全中肯的解决方案。只要我们相信，人类从总体
上说是理性的，那就可以相信，理性的意见终究会在诸种
意见间的竞争中占得上风，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麻烦在于，我们的意见空间尚不是充分开放。有很多
对现实更为真实的描述，以及更为健全的方案，无法进入公
开的言论竞争世界。事实上，由于某种约束，很多具有智慧
的人根本就不公开表达意见，很多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民
众，也不公开表达选择倾向。这样，在意见竞争的空间中，
竞争规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是谁最理性，即可获得大多
数的支持，而是谁的嗓门大，谁的意见最感性，谁就可以获
得更多支持。郎咸平就是这样的意见空间中的英雄。

这才是我们应当面对的真问题。如果郎咸平与郎咸
平之外的其他人，都可以更为充分地表达意见，那么，我
们就会有一个开放而平衡的意见空间，在此空间内，人们
可以对问题有更理性的认知，并找到解决问题更健全的
方案。 秋 风

潜规则变“明规则”又隐藏了什么猫鼠可以结为联盟，你
不信时，现实就会给出个样
子。你看，备受各地消协和
消费者诟病的“谢绝自带酒水”等餐饮业潜
规则，可能在武汉“合法化”。21日，武汉市
餐饮业协会、消协、个私协推出《武汉市餐
饮行业经营规范》，明确规定“餐饮企业有
权接受或谢绝餐饮消费者自带酒水和食品
进入餐厅享用”。（4月22日《长江日报》）

消协是做什么的？它一直宣称是消
费者的“娘家”，就是说它是为进行有效社
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理由而
存在的。若有消费者购买物品、接受服务
遇到不公时，消协就要站出来，为消费者
说公道话，并讨回公道。消协与餐饮业协
会本来可能构成一对紧张关系，因为消费
者在餐饮企业消费时，会受到不公正的待
遇，作为消费者的“娘家”人，站在什么样
的立场上，应是不言自明。现在，武汉市
消协将自己与餐饮业协会捆绑在一起，力

挺餐饮商人，不惜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这是屁股坐错地方了，把自己摆在了
一个很可笑的位置。在此一事上，你消协
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属性，连姓氏都变
了，那么干脆改消协为餐协，岂不更好，更
为妥？

可以说，消协的任何一项权力都是消
费者给的，它不存在自己的利益，不能乱
用、滥用手中的权力，不能演变成损害消费
者权益协会。它与餐饮业协会推出一套规
范，更不能违犯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食品安全法”这样的国家法律。强加给
消费者的“霸王条款”，坏就坏在霸字上，坏
在不讲道理上。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它
简直就是霸道到家了。譬如，规范制定方
解释，谢绝自带酒水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
避免“问题酒水”进入餐厅。这种难以自圆

其说的解释不如不解释，不解
释的话，还给你含糊不清的感
觉，一解释，一切就都露馅了。

且不讲它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它于情
于理都难以说通。酒客带着自家酒进饭
店，是要自己喝的，他能不经挑选，拿一瓶

“问题酒”自个儿把自个儿灌倒灌翻吗？自
带酒水目的之一，不就是最大可能地保障
自己的饮酒安全吗？

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餐饮企
业，包括它的利益代言人餐饮业协会，损
害一下消费者的利益，虽显得做人很差
劲，但人们尚能理解，因为逐利是它们的
本性，为其定性，至多就是见钱眼开、见利
忘义罢了。但是，武汉市消协这种助纣为
虐、自毁脸面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则令消
费者寒心，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它为其他
地方的消协带了个坏头，并疑似有什么利
益与其攸关，其行为里面隐藏了许多难以
见风见光的猫腻。 伊 文

文化病症下的早熟童年与返稚青年
一群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作文竞赛

中竞相展示自己的“早熟”。面对命题作文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这群十二三岁的孩
子们大写婚恋、甚至是婚外恋，让身为考官
的成年人大跌眼镜。(4月25日《楚天金报》)

从第一印象中，这些孩子在文中的那
种模仿性与文字灵性，不禁令人眼前一
亮。但是，如果我们静心去想一想，却可
能会发现另一种乐不起来的忧虑，因为这
种儿童对成年人游戏的竞相展示，或许是
早熟的不良后果，而且这种早熟，很大程
度上是这个社会的成人在不知不觉中灌
输给儿童的，是对成人世界的反射。

因此，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尼尔·波
兹曼断言的“童年消逝”：童装日渐成人
化，儿童文学、歌曲不断萎缩，婚外恋、性
与爱欲成青少年话题。

只是波兹曼万万没有想到，在现在
的中国，不但儿童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
童年，而且有更多的成年人特别是一些

“70后”、“80后”青年人却惯性地沉溺在
童年的世界，不幸地成为一群不愿意长
大的“后儿童”，或“大龄宝宝”。青年日

常的生活充斥着返稚行为，比如我们看
到了喜羊羊、灰太狼、机器猫、开心农场、
漫画书、单机游戏等，成了青年的最爱。

于是，童年的孩子有了成人的思维与
语言方式，放弃了他们应有的单纯与天
真，而成年人却回笼到童年时代，不愿长
大一般，想回避应有的责任与直面现实的
勇气。波兹曼有个判断：如果一个民族分
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
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
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儿童的清纯
开始了泥沙俱下的成人化，那么这个社会
及其文化，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事实上，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熟
童年与返稚青年这两个现象，它们其实是
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那就是未
老先衰的文化病症。在横向的时间发展上
看，早熟与返稚，都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前
者是被社会拔苗助长，后者是在社会压力
下的消极逃避。所以，在这个文化的病症
之下，早熟的童年与返稚的青年如此悖论
式真实地呈现出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
个时代匪夷所思的沉重现实。张天潘

郑渊洁新作
继去年宣布退

出北京作协后，童
话大王郑渊洁昨天
在博客上发文，宣
布即日起退出中国
作家协会。与上次
不同的是，这次他
退出的理由，不再
是因为“受到排挤”

等个人方面的原
因，而是认为中国
作协某些成员的行
为实在令他失望而
不堪与其为伍。相
同的是，这次退出
网上同样跟帖不
断，使寂寞已久的
中国文坛难得又一
次有了点动静。

焦海洋/图

齐长城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