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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民间抗战历史研究者、

媒体人、作家董连辉精心创作的长篇抗

日纪实性小说《孤胆神鹰》由花山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孤胆神鹰》以详实历

史资料作为骨骼，建构了一部中国空军

悲怆抗战史。生动的语言、画面感十足

的叙述，成就了这部底蕴丰厚的文学作

品。这是一部充溢美学力量、献给中国

空军抗战烈士的良心之作。

《孤胆神鹰》是以入选民政部第二

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的王牌飞行员周

志开烈士为原型创作的悲壮抗战纪实

类小说。1919 年农历腊月初十，周志

开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世家，祖籍为

河 北 原 滦 县 柏 各 庄（今 属 滦 南 县）。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周志开从

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毕业，被分配到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开启保家卫国、

浴血长空的战斗生涯。他创造一次

战斗单机追歼 3 架日机的空战奇迹，

成为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1943

年 12 月 14 日 ，周 志 开 驾 驶 P－ 40 战

斗机执行阵地侦察敌军及敌船运输

状况。途中，周志开突然遭遇 4 架敌

中岛Ⅱ式“钟馗”战斗机偷袭，不幸壮

烈捐躯，时年 25 岁。

《孤胆神鹰》在还原真实历史人

物基础上，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传

奇“战神”。空中“拼刺刀”，周志开冷

静、机敏、果敢，霹雳扑杀战技令日军

飞行员魂飞胆寒。一腔孤勇震敌胆，

中弹百发战犹酣。单机全歼悍倭贼，

梁山英雄美名传。空色人生秉性忠，

侠骨柔肠云霄恋。一代天骄断长阳，

雪落无声恨绵绵……应接不暇的看

点中涌动无尽的痛点。周志开的责

任担当与兄弟深情，催人泪下，感人

肺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

鬼雄。”整部作品以一种悲壮雄浑的基

调，再现神鹰勇士捍卫英雄天空的惊

天壮举，充溢着一种崇高的美学力量。

崇高美学力量首先体现在主题蕴

含撼人心魄的悲剧。冲天救国的消耗

战中，由于战机性能落后，周志开和他

的战友们不得不用鲜血替代，与强敌

拼命，捍卫民族的尊严。山河破碎，少

年周志开明星梦无法实现。浴血长

空，青年周志开战技超群，最终却被技

不如己的卑鄙日军飞行员偷袭惨烈捐

躯。作为空军部队最帅的飞行员、众

多美女暗恋倾慕的对象，周志开最有

条件享受美好爱情，但面对残酷战争，

他却不敢爱、不能爱。周志开大中桥

同宿舍八兄弟，冯天亮、全抗日、张祖

骞、刘孟晋、李壮飞、江南、黄河前仆后

继慷慨捐躯。李壮飞的妻子徐梦姗自

杀殉情。大队长高志航、李桂丹、郑少

愚先后捐躯……通篇都洋溢着一股悲

壮情调。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纷纷陨

落，折射的是当时国家科技实力的落

后。这是家国的悲剧，读之撼人心魄，

更让内心凝聚起一股不屈的力量。

其次，崇高美学力量体现于强烈

的人性对比。空战中，周志开将中国

传统文化中人性之善发挥到极致，他

决不以个人优势狂轰滥炸。奉令袭

击，他总是冒险低降，对准目标方投

弹。周志开格斗中遇到失去抵抗的日

军飞行员，总是想活捉。每次击落日

机，他将日军飞行员身上留下的孩子

照片收藏起来，希冀以此揭露日本法

西斯军国主义，唤醒日本民众抵制本

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日军战机无论

轰炸还是格斗，则是惨无人道，他们疯

狂轰炸平民社区、孤儿院、文物场所，

将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飞行员当做活

靶子进行扫射。这种滥杀无辜的野蛮

暴行严重违反国际战争公约，与周志

开的“仁”与“恕”形成鲜明对比。

崇高的美学力量还体现于作品情

节曲折多变，结构大开大合，方法多种

多样。这部作品有如民间说书的美

感，十分讲究故事性，注重情节奇巧多

变。如周志开孤胆战梁山，全歼日军

一个分队 3 架轰炸机；周志开与战友

高又新带领各自中队竞争杀敌、智勇

战常德；周志开一诺千金，与结拜哥哥

全抗日等大中桥同宿舍战友生死与共

的兄弟情；周志开仁义至上的人格独

立与社会复杂人性碰撞的矛盾纠葛；

周志开悲天悯人将自己一捐到底的

心 路 历 程 ；周 志 开 与 女 大 学 生 杜 白

云 情 投 意合却又没有结局的爱情经

历；周志开的大爱情怀与愧疚亲人；

周志开培养年轻飞行员刘帅成长的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呼后应，

既惊险传奇，又感人肺腑。

崇高美学力量还体现在对周志开

军人形象与气质的刻画上，无论精笔

摄魂，还是信手白描，音容笑貌跃然纸

上，洋溢青春力量。作品以动感十足

的语言刻画周志开帅气相貌与健美体

形，犹如镜头扫描。刻画他独特的性

格气质与丰富的心理活动，着力剖开

横断面，留有空白，言有尽而意无穷。

周志开待人谦和有礼、侠肝义胆，他性

格腼腆，当众说话偶尔脸红，但也自

信，动作潇洒，表情真挚丰富。他与陌

生人见面，习惯自我介绍：“我——周

志开。”在作者笔下，周志开感情深沉、

思维缜密，琴棋书画、猜谜联句、对对

子，样样精通。战斗中，则呈现过人胆

识与军人血性。细致描写，给人过目

不忘之感 。 语 言 生 动 ，不 仅 行 文 富

有 音 韵 美 ，塑 造 出 来 的 独 特 人 物

形象具有视觉化效果，亲切自然，

穿 越 时 代 ，适 合 当 代 年 轻 人 阅 读

口味，并从中汲取美学力量。

创作中，作者立足历史、新闻、

文学交汇处，沟通过去、现在和将

来。在开掘主题上，不断追寻新高

度。当然，文学真实的内涵在于生

活与艺术真实融合，表现于再造的

合 理 性 与 作 者 的 主 观 情 感 志 趣 。

《孤胆神鹰》在尊重主体史实基础

上，个别细节不拘泥历史，而是遵

循艺术真实，特别是在英雄人物心

理活动刻画上，有超越时代局限的

理想化成分，蕴含作者英雄情结及

新时代审美特点。

抗 日 战 争 是 整 个 中 华 民 族 的

抗战，每位英雄人物都值得后人敬

仰和珍视。《孤胆神鹰》可贵在于这

部作品并非传奇飞将周志开的个

人传记，他背后站立着众多的空军

抗战烈士。作品以威名赫赫的王

牌大队——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为

主，塑造全抗日等 7 位英雄飞行员

形象，他们与周志开都是航校同期

毕业的战友，最后全部壮烈捐躯。

作品无论是个体典型刻画，还是英

雄群体扫描，旨在追求一种精神新

高度，唤醒悲壮的民族记忆，铭记

气壮山河的历史。

多年来，作家董连辉业余时间

投 入 大 量 精 力 与 经 费 ，研 究 抗 战

史，守望抗战记忆。他深耕新闻、

历史、文学交汇地带，遵循真实，挖

掘尘封抗战烈士，撰写纪实文学、

史料调研文章百万余字刊发于国

内权威报纸期刊、主流网站，致敬

抗 战 英 烈 。 他 不 断 挑 战 自 己 ，以

“ 田 野 调 查 +史 料 辨 析 ”纪 实 小 说

创作模式，创作有长篇抗战纪实小

说《长城证明》《铁腿神枪》。其中

长篇纪实小说《长城证明》获首届

浩然文学奖纪实文学三等奖、首届

唐山文学奖小说奖。《孤胆神鹰》是

董 连 辉 跨 越 5 年 ，历 经 英 烈 寻 踪 、

精心创作、反复修改后出版的又一

部微观悲壮抗战、聚焦悲情烈士的

力作，与《长城证明》《铁腿神枪》可

谓悲壮抗战人物三部曲。

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联系是不能

隔断的。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没有

条件在硝烟中与前辈们一起冲锋陷

阵，用镜头拍下他们慷慨赴死的悲

壮瞬间。我们能够拂去时光尘埃，

用笔头书写他们气吞山河的诗篇，

以艺术真实还原他们浴血长空驱倭

寇、荡气回肠震河山的伟大壮举。”

长空血，民族魂。悲怆的中国

空军抗战烈士化作苍穹星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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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戏水绎古今腾龙戏水绎古今（（上上））

—迁西喜峰口、潘家口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探幽
□姬保新

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 王爱军王爱军 摄摄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中

华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与

地位。随着各地积极推进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进度不断加快，我不由得

又一次心潮澎湃地将目光投向了我家

乡的长城——迁西喜峰口、潘家口一

段，这里山势雄浑、水体秀美，不仅自然

风光旖旎，尤为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发

生的故事还承载着中华民族坚韧自强

的民族精神。

引子

1933 年初，以喜峰口长城为主战

场的中国长城抗战首战告捷，一首“大

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唱响了华夏大

地，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军事家知道了长

城喜峰口；几百年前的大明，为守住这

里及沿线，设置蓟镇总兵府近二百年；

一千多年前，曹操从此出关，使其取得

了在华北东北的胜利……

如今，群山秀水中的迁西县喜峰

口、潘家口，正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厚

重的人文历史，吸引八方游客来此探

幽，一个日渐成熟的大景区规划，也使

这里成为地方积极推进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新亮点。

这里不仅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还

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是第一个国家板

栗公园，是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自然

资源保护区，五个国家级的名分，足见

其不同寻常。

至于那里曾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家

国情怀和往事，更需要人们慢慢地向她

走近，翻开一页页一篇篇的往事，认识

一位位伟大的人物，品读一部部历史名

人的记叙和诗篇。

古道的前世今生

潘家口、喜峰口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核心区长城主要有四部分，分别是

长城抗战遗址老婆山段、喜峰口营城

（已淹于水下）和谎城段、喜峰口关段、

潘家口关段。

人类大都沿河而兴，道路也一般沿

河而寻。燕山山脉峰峦耸峙，峡谷纵横，

河流密布，森林葱郁，自东北偏西南摆在

了华北平原与东北西侧及坝上草原的中

间，是不同地理特点、不同生产条件、不

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分隔带、渐变

带。自然屏障挡不住人类相互交流与融

合的脚步，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河

流，次之是沿河系择近、择易而勾连起来

的山谷通道。穿越燕山，连接坝上草原

和华北平原，经过亿万年的变迁，形成了

潮白河——滦河、滦河——瀑河——老

哈河、青龙河——大凌河三条大水系，也

自然形成了三条大通道，左为古北口，中

为潘家口与喜峰口，右为冷口。而在三

条通道中，尤以潘家口喜峰口这条最为

便捷，辐射面积也最大。

这条通道，似乎从远古就已有了上

下文化的呼应。迁西县城东侧滦河北

岸的东寨遗址出土的遗物，与辽宁的东

山嘴、牛河梁，内蒙古赵宝沟遗址发现

的石、陶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东

寨遗址是燕山南麓冀东地区滦河流域

目前所发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之一，早于距今 5000 至 6000 年内蒙

古赤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与距今

8000 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为

同一种考古文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燕山以北为以大凌河为发展中心的新

石器时代较早期的兴隆洼文化类型，燕

山以南为以滦河流域为发展中心的新

石 器 较 早 期 的 兴 隆 洼 文 化 的 东 寨 类

型。据此可以做一种假设和推论，早在

史前，这种穿越燕山的文化，就可能有

了交流，而交流的通道，理应就是这条

滦河水系和古卢龙塞道。

潘家口与喜峰口无疑是这卢龙赛

道上的重要节点。《吕氏春秋·有史览》

中有“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太汾，冥

阨，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

居庸”的记载，其中的令疵亦称令支、

泠支、离枝，亦即扼守草原与中原地区

的卢龙塞。通过这个关隘的古道为卢

龙道或卢龙塞道。

卢龙塞在正史中最早见于《三国

志》中关于东汉建安十二年（207）曹操

北征乌桓的两处记载。《三国志·魏书·

武帝记》云：“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

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

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

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

鲜卑庭，东指柳城。”《三国志·魏书·田

畴传》云：“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

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

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

大 军 当 由 无 终 ，不 得 进 而 退 ，懈 弛 无

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

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

之首可不战而禽也。”卢龙塞和卢龙塞

道因与曹操远征乌桓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连在了一起，从此声名鹊起。而从这

两段史料透出的历史信息可知，早在西

汉时期就开辟了卢龙塞道。

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水

经·濡水注》有云：“濡水又东南径卢龙

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

陉，东至清陉。卢龙之险，峻坂萦折，故

有 九 峥 之 名 矣 。 燕 景 昭 元 玺 二 年

（353），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焚山刊

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事功，其

铭尚存。”这里所说的濡水即今之滦河，

在记述了滦河与卢龙塞的地理坐标后，

还描绘了十六国时期前燕将士重修卢

龙赛道的场景。以后的朝代，也多有对

潘家口喜峰口与卢龙赛道的记载。

卢龙塞之名，当有狭义与广义之

分。狭义的卢龙塞指卢龙塞道与滦河

谷、卢龙山交合之处的关塞，即今潘家

口；而广义的卢龙塞，系今兴隆、宽城、

遵化、迁西交界的卢龙山一带边塞的统

称。历史上，狭义的卢龙塞自汉至唐称

卢龙塞，宋辽至明初“靖难之役”时称松

亭关，而更名为潘家口的时间当在明朱

棣继位之后。喜峰口之名最早出现在

元代，广义的卢龙塞可以包含喜峰口。

目前，虽然对潘家口即卢龙塞的质疑已

经日渐稀少，然仍有人认为喜峰口也是

卢龙塞和松亭关的“易名”。这里姑且

不去争论，因两个关口的距离只有五六

公里，由于年代久远，名称互易较为混

乱应在情理之中。总之，潘家口与喜峰

口是相距不远且出关后都进入卢龙塞

的关口。

滦河在到潘家口之前，是一路由西

北向东南而来，到了潘家口急转向西南

流去，潘家口村在滦河拐弯处的西南

角，长城自潘家口西山延伸到滦河岸

边，与对岸悬崖峭壁上由东北向西南而

来的长城相望。未修建水库前，当中是

滦河滔滔，两岸是相对于绝壁上的垛

口，这便是潘家口关。

站在潘家口关城墙上，滦河和对岸

长城一览无余，任何出入不经允许如比

登天。历史上，无论是进还是出，选择

由此出入关都不是容易之举。如今长

城和垛口都淹在水中，虽然对面长城与

山依旧，只是滦河已从湍流变成了平静

的湖水，造就了水中长城奇观。随水位

的升降，长城及垛口时隐时现，吸引着

无数的游人前来一睹芳容和潜水者沉

溺探奇。

喜峰口关城，是著名的蓟北雄关。

在潘家口关东北方向，长城由西南向东

北一直到与喜峰口关城对接处终止。

喜峰口关城当年非常雄伟壮观，有三道

门。主关曾名为镇远楼，后改为来远

楼。主关门外有重楼，主门内外有两重

瓮城。关城之内的东偏南几公里有新

老营城。老营城称谎城，立于绝壁之

上，如今尚有城墙，城内建筑均已成为

瓦砾。谎城再东南不远，就是历史上的

新营城，即喜峰口营城或称喜峰口城。

喜峰口营城已淹于水下，并且淹于水下

之前就因水库移民搬迁只剩下了废弃

的城垣。

古时，内外沟通和一些战事出关大

都走潘家口关，但后来因潘家口关滦河

水深流急很难通过，就大都选择了喜峰

口关。

喜峰口关城不在滦河上，而是在滦

河的一条支流上。这条支流在喜峰口

关城处，当然也是最窄最险的峡谷，只

是河水比滦河要小得多。出喜峰口一

般较从潘家口出关进入卢龙塞道要绕

远几十公里。主要路线是从遵化到三

屯营，到洒河桥跨滦河。因为这里的滦

河水面比上游的潘家口相对较宽，河水

较浅，容易通过。跨过滦河就奔滦阳，

再到喜峰口。这就是后来喜峰口的战

略地位和知名度越来越高的原因，也是

狭义地把喜峰口视为卢龙塞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此从广义上讲，把喜峰口视

为卢龙塞道也无大毛病。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支援天津和

唐山用水，国家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名

为潘家口水库，而实际大坝是在潘家口

下游几公里的洒河桥镇原杨碴子村边

的滦河上。原因是原始选址潘家口，经

详细地质勘察后，发现岩石结构不宜修

建 大 坝 ，所 以 改 选 了 现 址 ，但 没 有 更

名。现在的潘家口水库总库容 29.3 亿

立方米，涉及水陆总面积四百多平方公

里，山中有水，水绕群山，堪称北方塞上

漓江。

潘家口风光潘家口风光 王爱军王爱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