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近花甲的王长安在淇县是人

所共知的
!

砖头迷
"#

他对文字砖的

痴迷令周围许多人无法理解
$ !

经

常从外面捡些砖头回来
#

弄得家里

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

不知他中

了哪门子邪
$ "

就连王长安的妻子

也这么说
$

自从
!""#

年
$

月在淇河岸边

发现了第一块文字砖后
#

王长安就

把收集文字砖作为自己研究淇河文

化的切入点
$

面对人们的不理解
#

王长安总是一笑了之
#

他认为自己

捡回来的每块文字砖都是淇河文化

和长城文化的代表
#!

我生长在淇河

边
#

是一名长城砖窑工的后代
#

应当

去保护和研究它们
$ "

王长安的外祖父是淇县西岗乡

小河口村人
#

家谱中记载
%

先祖张

澜
#

原籍天津
#

是卫河上的一名船

工
$

明永乐年间
#

张澜由天津南下
#

经卫河来到淇县西岗乡小河口村定

居
#

并改行在淇河边当了一名窑工
$

张澜在小河口村娶妻生子
#

繁衍发

展至今
#

成为人口众多的张氏一族
#

王长安的母亲即其中一员
$

别人把王长安称为砖头迷
#

而

王长安则以长城砖窑工的后代自

居
$

王长安住在淇县农村
#

家里种

着几亩地
$

%&

余年来
#

他抛开一切

事务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收集和研

究文字砖上
#

在走完淇河后又从卫

河的源头考察到卫河的尽头
$

由于

不分昼夜在外奔波
#

他已骑坏了
"

辆自行车
$

记者在他家的院子里看

到
'

辆已经散了架的自行车
$

王长

安外出考察文字砖时少则需要三五

天
#

多则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

每次

出门他从家里带上一袋馒头当干

粮
#

回来时干粮袋里的馒头则成了

!

砖头
"$

村里人见王长安从外面回来
#

便对他的妻子说
%!

你家当家的又把

砖头捡回来了
$ "

说话的人看似在

逗趣
#

实则流露出对王长安的不理

解
$

采访时有人对记者说
#

这样的

古代大砖在淇河边到处都有
#

王长

安却把它们当成宝贝似的一块一块

地往家里扛
$

在王长安的家里看不到一件像

样的家具
#

能够看到的便是上千块

古砖和两万余册图书
$

王长安说
#

根据书中记载
#

明朝时河南
&

河北和

山东等省都建有皇家窑场
#

因此他

每到一地除了要走访和考察古代的

砖窑
#

还要到书店和图书馆查找资

料
#

这些年来他购买的两万余册图

书
#

为他研究淇河文化提供了很大

帮助
$

王长安对研究砖头舍得花钱
#

而他在生活上却处处省吃俭用
#

至

今也舍不得用手机
#

家里也一直没

有装电话
#

平时要打个电话还得跑

到外面找公用电话
$

为了节省资金

收集和研究淇河古砖
#

他甚至戒掉

了烟和酒
$

一方面
#

淇河边众多的古窑群

均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

另一方面
#

史料中对明朝时期河南
&

河北及山

东等省境内的卫河两岸当年皇家窑

场的烧造情况有诸多介绍
#

却未见

对淇河两岸的古窑群有所记载
$

因

此
#

王长安在淇河边收集到的明代

文字砖对研究淇河古窑群和淇河文

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

史料中未见有记载
#

令王长安

深感遗憾
#

也更激起他对淇河古窑

群和长城砖的浓厚兴趣
$

!&

余年

来
#

他反复到淇河边的古窑群遗址

考察
#

一次次在淇河及卫河两岸的

乡镇和村庄走访
$

只要有了新的发

现
#

他便查阅相关史料进行考证
#

并及时与有关专家沟通
$

一旦获得

了长城砖的线索
#

无论是风雨交加

还是烈日当头
#

也不管路有多远
#

他带上干粮就出发
#

啃干馍
#

喝冷

水
#

夜宿车站
#

对他来说是很平常

的事儿
$

!&

余年的心血换来的上千块

带字和不带字的明代古砖
#

让王长

安感到莫大的欣慰
$

他在走访和考

察中发现
#

淇河一带不仅流传着
!

李

娘娘与长城砖
"

的故事
#

同时也流传

着
!

王越与长城砖
"

的故事
$

在位于

淇河岸边的浚县卫贤镇南纸坊村
#

发现有明代嘉靖年间的石碑
#

碑上

刻有
!

南修大堤堵海水
#

北修长城挡

鞑兵
"

等涉及长城的内容
$

南纸坊村

便是传说中明朝时期生产长城砖包

装纸的地方
$

王长安说
#

淇河边的明

代碑刻
&

大量的明代文字砖实物和

民间传说
#

填补了史料对淇河长城

砖记载的空白
$

他背着文字砖和考

察笔记到北京找长城研究专家
$

专

家告诉他
#

山东临清县是明代皇家

烧砖的重要地方
#

该县文物管理部

门目前仅有两块明代文字砖
#

他能

够在淇河与卫河两岸收集到数百块

明代文字砖实属难得
$

淇县有许多人说王长安是个地

地道道的砖头迷
$

王长安则对记者

说
#

淇河边的古窑群已完全被毁坏
#

他收集的文字砖被北京的长城研究

专家确认为明代长城砖后
#!

身为一

名长城砖窑工的后代
#

更增强了我

研究和保护长城砖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
$ "

!

真是大开眼界了
( "

在王长安

家里看到明朝时期不同规格
&

不同

年代的文字砖
#

令在场的人齐声赞

叹
$

面对赞叹
#

王长安说
%!

为收集

带字的长城砖
#

这些年我一直在
)

大

海里捞针
*$ "

按照文字砖的不同规格和年

代
#

王长安把收集到的
()&

余块带

字的明代古砖分成
*+(

组
+

!

,#

其

中来自淇河边的文字砖达
*(

组

+

!

,$

文字显示
#

这
*(

组
+

!

,

淇河

边的明代古砖为
!

成化十七年彰德

卫窑造
"& !

成化十九年安阳县窑

造
"&!

弘治四年淇县窑造
"&!

弘治十

四年淇县窑造
"&!

正德二年卫辉府

淇县窑造
"&!

正德十年彰德卫窑造
"

--

也有一些不带年号的文字砖
#

如
!

彰德卫窑造
"&!

濮州卫窑造
"&

!

陈州卫窑造
"&!

河南卫嵩县千户所

窑造
"

等等
$

另外
#

从古砖上的文字

记载可以发现
#

当年来自外省的军

卫也曾在淇河边建窑烧砖
#

如
!

宁山

+

"#$%&

,

卫窑造
"&!

宿州
+

'(

)*&

,

卫窑造
"

等等
$ !

卫
"

是明朝

的军队编制
#

一卫
,'&&

人
#

分为
,

个所
#

一所
%%-&

人
$

来自省内外的军卫和府
&

县都

在淇河边烧砖
#

可想当年繁忙的烧

造景象
$

从前淇河下游与卫河全线

通航
#

是著名的水上运输通道
#

而且

淇河两岸的土质非常适合制坯烧

砖
#

所以当年朝廷会选择在淇河沿

岸建皇家窑场
#

并发动各地军民在

此烧砖
$

王长安家里的两间卧室里放着

%*

口大缸
#

大缸里面装着经过挑选

后有代表性的文字砖
$

一开始
#

王长

安发现老鼠喜欢在文字砖上面磨

牙
#

曾经啃坏过砖上的文字
$

于是他

把家里的粮食放在院子里
#

腾出大

缸来装砖头
$

随着文字砖越积越多
#

王长安陆续又买回来一些大缸
#

有

了大缸
#

就不用再担心老鼠啃坏文

字砖了
$

目前
#

王长安撰写的
'

万余

字的
.

淇水与万里长城
/

已经成

稿
$ !

我收集和研究长城砖的唯

一目的就是要把它们好好地保护

起来
#

让它们成为长城文化和淇

河文化的一种历史见证
$"

王长安

说
#

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
.

世界遗产名录
/#

淇河是我们

的母亲河
#

一提起长城和淇河我

就感到亲切和自豪
$

通过
.

淇水与万里长城
/

书稿
#

能够看到王长安心中历久弥坚的

!

长城砖情结
"$

他在书稿中阐释了

对淇河
&

长城及长城砖的认识与思

考
%

淇河是一条母亲河
#

她在长城

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

长城

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气概的象征
#

长

城的修建经历了
*&&&

多年的漫长

岁月
$

长城是长城砖经过烧制后由

卫河装船或通过其他途径从远方

运来
#

在生产力低下
&

物质贫乏的

条件下砌建
&

构筑
&

完成的一项空

前浩大的工程
$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

个文化纪念碑
#

长城让全世界看到

了中国人的力量和智慧
$

然而
#

长

城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限的
#

甚至

是消极的
#

长城的修建限制了北方

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
#

曾经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统

一
$

仅就军事作用而言
#

长城最终

没能达到设计者的防御目的
#

历史

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
&

工程量最大

的是明朝
#

但在其后期长城形同虚

设
#

清军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
#

又像走亲戚一样来往非常方便
$

正

如后来清康熙帝所说
%!

秦筑长城

以来
#

汉
&

唐
&

宋亦常修理
#

其时岂

无边患
0

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

入
#

诸路瓦解
#

皆莫能当
$

可见守国

之道
#

唯在修德安民
$

民心悦则邦

本得
#

而边境自固
#

所谓
)

众志成

城
*

者也
$ "

康熙帝从
!

修德安民
"

的思想

出发
#

驳回了大臣蔡元提出的长城

!

倾塌甚多
#

请行修筑
"

的请求
#

坚

持与各民族建立礼尚往来的友好

关系
$

他的开明和开放开创了中国

历史上一个阶段性的盛世
$

也是因

为这个异族皇帝的明智之举
#

给中

国历史上持续了
*&&&

多年的长城

修筑工程画上了句号
$

然而
#

王长安的长城砖情结受

到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的置

疑
111

尽管已有北京的专家对王

长安收集的明代文字砖为长城砖

给予了认可
#

但是有人认为淇河

边的古窑群固然是当年的皇家窑

场
#

当年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
#

长时间
&

大规模营建京城
#

史料

中对明王朝发动全国军民建窑烧

砖营建京城的那段历史有详细记

载
$

史料中明确地说
#

明朝永乐

初开始
#

为了
!

营建北京
#

河南
&

山东以及北直隶河间诸府均于运

河沿岸建窑烧砖
$

工部派管造官

常驻临清
&

直隶
&

山东
&

河南
#

军卫州县有窑座处统辖
"$

这些史

料记载恰恰说明上述各省的军卫

和州县当年设立的皇家窑场是为

京城烧制城墙砖而建
#

王长安在

淇河与卫河两岸收集到的明代文

字砖应当为北京的城墙砖
#

说它

是长城砖缺乏历史依据
$

不过
#

持上述观点的人同时又

认为
#

王长安的明代文字砖无论是

长城砖还是城墙砖
#

都具有极高的

历史研究价值
#

他的文字砖为研究

淇河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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