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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长城最后的守望
□文猛

浩瀚的戈壁滩上，悠扬悦耳的驼铃
声由远及近，在祁连雪峰和马鬃山支脉
黑山对望处的宽广谷地间，晨曦剪出一
个壮观的驼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走向戈壁中的万里长城，走向长城最西
端的嘉峪关。

五更的梆子声响起，报晓的雄鸡声
在关城内此起彼伏，静候在城下的商人
们兴奋地站起来，整整衣衫。情绪感染
了驼群，它们也纷纷挺直了身体，于是更
嘹亮的驼铃声响起来。经过长途跋涉的
商人们松了一口气，“鸡鸣度关”的关规
让他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守关的
兵士一一验过关照，现在他们终于可以
从会极门从容地走进这个美丽的东方古
国，去迎接梦寐以求的发财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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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
年），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还要早九
年。这里地势险要，南面是白雪皑皑的
祁连山，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
之间只有15公里，是河西走廊西端最狭
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

据史料记载，明代以前，这里一直是
“有关无城”。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河
西的军事防御，征虏大将军冯胜收复河西
后，便在此选址建关，以控制西去的交通
要道。不过，从建关到成为坚固的防御工
程，嘉峪关前后竟经历了160多年。

我们抚摸着厚厚的城墙，也抚摸着
那漫长的160年的厚重——

明洪武五年（1372年）嘉峪关首筑
土城。

明弘治八年（1495 年），肃州兵备
道李端澄主持修建关楼。

明正德元年（1506年）8月至次年2
月，李端澄修建内城，以及官厅、仓库等
附属建筑物。

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兵部尚
书翟銮视察河西，认为这里必须加强防
务，于是在关城上增修敌楼、角楼等，并
在关南关北修筑两翼长城和烽火台。

从此，一座规模浩大、建筑宏伟的
古雄关挺立在戈壁岩岗之上。

远望嘉峪关，它像一队威武雄壮的
战士，屹立在两山之间、伸出双臂，牢牢
地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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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再倒流，今天我们已见不
到这壮观的一幕。雄伟的万里长城

从山海关出发，蜿蜒向西，延伸到这
片雪山、沙漠、戈壁、溪流构筑的宽广
谷地，从守关的角度，这片开阔的谷
地并不适合。然而这里却到处是屏
障，北面是陡峭无法通行的山脊，南
面是北天河。在这片谷地上修建长
城，除了飞翔的鸟儿，任何人马都很
难越过，何况其中更有这座“天下第
一雄关”。从战略的高度分析，长城
的西延和雄关的矗立赋予了嘉峪关
特殊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挡住了历朝
历代无数外敌的入侵。

然而，走进嘉峪关，我们却找不到
多少战争的痕迹。在关城的档案中，我
们没有见到战事的记载，想来也没有发
生大的战争。清康熙时期的扩张政策，
在17世纪末以前就已将军队带到了远
至瓜州和敦煌等地，嘉峪关失去了它最
初的军事价值，其重要性仅在于被当作
了一处控制清朝内部行政区边缘的哨
所和担当一处从“关外”来的车马检查
的“海关”。

雄关和天险守望的是一个贸易的
童话。入关的人洒下一路驼铃鸡鸣度
关，寻梦中国，圆满发财的梦想。出关
的人或贬谪或充军或通商丝绸之路，站
在嘉峪关城楼，回眸东面炊烟缭绕乡关
眼前。伫望西面去路，荒漠戈壁，一望
无际，不见人烟。“出了嘉峪关，两眼泪
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掬下一汪人文的热泪。在战争的链条
上，嘉峪关成了战争原野上的童话稻草
人，这是祈望通过长城守护统治地位的
帝王的失算，却是渴望和平渴望安宁的
人们的幸福。

岁月悠悠，湮没了多少昔日边关的
雄姿，使它成为西北的一道风景。现在
的嘉峪关早已失去了战略作用，喜欢怀
旧的游客可以花上几十元钱买上一个
明朝的关照，体验一下当时嘉峪关边防
检查站的作用，让守城的“关兵”盖上一
个关印，从西门（即嘉峪关门）出城，城
外就是古代所说的西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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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边关的门坎上，我们有一种

出门远行的悲壮，也有一种飘零归来的
动情。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嘉峪关的
雄伟和壮观，11米高的城墙，733米周长
的内城，总面积3.35万平方米的关城。
城托山而显雄，山依城而为险。没有战
争，嘉峪关关城非军事化的倾向也愈加
浓重，历史赋予了嘉峪关更多远离战争
的文化温情，千百年来让我们在画布一
样的铁马金戈背景下欣赏和平安宁。

在和平的阳光照耀下，走进庄严肃
穆的嘉峪关，其实只是走进一种童话的
氛围。从西面入关，我们体味五座关门
的名称，就深深地叹服于它博大的文化。

西门嘉峪关是正式的关门，也可算
是主门。进关城，必过会极门，“会极”
意指汇集于此，当时的西域商人都必须
先在嘉峪关住下，等申请批准后才能由
此门入关。光化、柔远两门则体现了中
央政府对边疆兄弟民族的政策，“光化”

“柔远”都是指各民族之间要和平共处，
不用武力来征服，而是要通过文化去教
化、感化少数民族。“朝宗”门的命名，则
体现了皇权思想，朝宗即是朝见皇帝的
意思。

更为让人惊叹的是，关城内有一座
一般军事设施内难得一见的建筑——
戏台，这是清乾隆五十七年修建的，用
于关内守军与居民共娱。这座不大的
戏台前是一片广场，遥想当年台上台下
的热闹场面，我对建造这座戏台的官员
产生了深深敬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关城一直是孤独的，明朝的守兵们大多
是些流放犯，清朝时情况略有改观。一
座孤城，文化生活十分单调，长久下去
绝对不利于士气，兵民之间的隔阂也带
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扰民滋民的事难
免会发生，于是这座戏台就成了解决难

题的“点睛之笔”。
“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

当场。”戏台上的对联可谓入木三
分。戏台的对面是一座关公庙，敬奉
着关公。关公是义气、胆量与力量的
化身，在边疆守关，最需要有这样一
种精神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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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宗门外，还建有文昌阁。文昌
即“文曲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掌功
名、禄位的神。在军事建筑群中见到这
么一座纯文化设施也很意外。据介绍，
这里曾作为科举的考场。尽管我很怀
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但也深深地希望
能有报捷的黄马送来金榜题名的喜讯，
给我们的童话带来喜剧的高潮。金戈
铁马、歌舞升平、四书五经……嘉峪关
显然不仅仅是关城，而是一座雄伟安宁
的边城。

在光化楼城墙角下，有一块著名的
“问命石”，彼时出关入关的旅人路经嘉
峪关时都要来此，用石子敲击城墙，卦
问前程。凡听到类似燕叫的“唧唧”声，
他们都会异常地高兴，坚信有了小燕保
佑，一切都能逢凶化吉。我虽不迷信，
但为了回味那守望的童话，也取了石子
丢过去，“唧唧”声回响不绝，让我可以
从容地上路。

走出嘉峪关，继续西向敦煌，回头
再望，关城耸立在戈壁滩上，似真似幻，
如一条巨龙的龙头，盘旋在祁连山上的
长城正是那舞动的龙身。雄伟的嘉峪
关，在小燕的“唧唧”祝福中，我们将和
你一起守望着那永远的战争童话，守望
着我们共同的蓝天白云……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

江津区白沙镇，是一座长江边宁静
而美丽的小镇。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流
传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公叫小芹，生得眉清目
秀，心灵手巧，尤其是绣荷包的手艺，在当
地堪称一绝。绣荷包是古时女子必学的
一门手艺，一般家庭绣的荷包选材大多是
粗布麻线，有钱人家则会买上好的丝绸和
五色彩线。小芹手艺好，一些富家千金愿
出大价钱买质地上乘的丝绸请她帮忙，然
后当成自己的作品出门显摆。

到了适婚的年纪，小芹心里藏着一个

小秘密。她在绸缎庄选了一块淡粉色绸
缎，要为心里的秘密绣一个鸳鸯戏水的荷
包。绣花针穿上色彩斑斓的丝线，她手指
灵活地舞动着，一针一线，细致而专注。
绸缎上针脚细密均匀，仿佛在诉说着她的
柔情。为了让图案更生动，她还在荷包上
绣上一些小巧的珠子和亮片，在阳光下闪
烁着迷人的光芒。光芒里，一个帅气精壮
的小伙闪现在小芹的眼前。小芹脸上泛
起红晕，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白沙镇上鱼龙混杂，有一个恶霸姓
刘，人称三爷。这刘三爷平日鱼肉乡
里，无恶不作。他贪图小芹的美貌和手
艺，多次向小芹提亲，但均遭拒绝。

一天，刘三带着一群狗腿子来到小
芹家，威逼利诱。然而，小芹心中早已

有意中人，那便是勇敢善良的大志。小
芹再次拒绝了刘三。刘三恼羞成怒，命
令狗腿子将小芹强行带走。挣扎中，小
芹怀里死死抱着那个尚未绣完的荷包。

大志得知小芹被刘三抓走，心急如
焚，自知以一己之力根本没有办法对付
刘三，于是召集朋友前去营救小芹。

一天晚上，大志带着众人悄悄潜入
刘三府邸。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家丁发
现了，双方展开一场激烈搏斗。大志的
衣衫被刀剑划破，鲜血染红了肩头，但
他仍没有放弃。最终，大志找到了被关
押在柴房的小芹。看到大志浑身是血，
小芹心痛不已，两人相拥而泣。

就在他们即将逃出庄院时，刘三带
人拦住了去路。“你们今天谁也别想

走！”刘三恶狠狠地说。大志怒目圆睁：
“刘三，你作恶多端，不会有好下场！”搏
斗中，大志身中数刀，倒地身亡。小芹
心如刀绞，抱住大志放声痛哭，她捡起
地上的棍棒朝着刘三冲去。刘三挥手
一推，小芹重重摔倒在地，额头撞上一
块尖石，鲜血顺着脸颊流淌。她艰难地
从怀中摸出尚未完成的鸳鸯戏水荷包，
轻轻亲吻着，朝着大志爬过去。生命最
后一刻，小芹仿佛看到了她和大志在溪
边漫步，看到了两人花前月下……

就在刘三得意忘形之际，大志的朋
友追上来，手起刀落结果了刘三，然后
逃离了白沙，不知所终。

小芹的荷包掉落在地，荷包上只剩
下了水波纹。当地人就给荷包取了个
雅致的名字——“绣水荷包”，小芹和大
志死亡的地方也因此得名“绣水荷
包”。这个地方，就是如今白沙镇交通
路转盘的位置。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白沙绣水荷包的传说
□淡心坊主人

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
的嘉峪关关城的嘉峪关关城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