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家 口 水 库 和 潘 家 口 喜 峰 口 长 城 景

区，涉及迁西洒河桥、滦阳、汉儿庄三大镇

区。当地人们以长城为界，把长城以内的

迁西叫口内或关内，长城以外的宽城叫口

外或关外。近些年，地方为扩大旅游的知

名度，为同一水库风景区取了两个名字，

迁西县给水库起的新名叫塞上海；上游的

承德市宽城县给潘家口水库起的新名叫蟠

龙湖。

发现神奇 超值享受

去潘家口喜峰口长城，都离不开进入

潘家口水库库区。只要到了水库边，无论

从哪个方向都可进入潘家口喜峰口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景区。目前进入核心景区，迁

西境内有六条较好路径，一般行程有十几

公里、二十几公里不等，沿途可同时游览若

干有不同特色的景点，给游人带来完全不

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

（—）喜峰雄关大刀园

从青山关方向、宽城进铁门关方向南

行或沿邦宽、京建北行进入，过铁门关、李

家峪、石梯子，可到喜峰雄关大刀园景区。

这是以喜峰口长城抗战为主题的核心

景区，也是喜峰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中

之重的地段。景区中有以花岗岩和钢铁为

材料制作的雕塑群，有喜峰口长城抗战博

物馆和纪念碑，有烈士墓，有目前世界上最

长最重的大刀。这里可以让你较深入、详

细地了解喜峰口那一场抗击日军的战役，

如何把石筑长城变成抗敌的血肉长城，又

如何用这血肉长城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国

侵略者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精神长城。

你会感受到中国人民、中国军人的血性、韧

性、团结和智慧。

从这里出发，也恰是古道出喜峰口关

的路线，可清晰了解关内关外的方位及感

受千百年的沧桑！

（二）潘家口水库

从迁西县城方向或铁门关方向或沿京

建公路西、北方向而来，途经洒河桥镇，关

庄、大韦庄、皇陵、马蹄峪村，便进入坐落于

桃园村的潘家口水库大坝。潘家口水库已

被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这里最适合领

略潘家口水库的全面风光。从这里上船游

览，给人一种顺藤摸瓜、从头至尾的整体

感。这里可详细了解修建水库的基本情

况，可以领略大坝的雄伟。如果运气好赶

上水库放水，会感受无形的柔软的水，从闸

门喷射而出百余米，形成无坚不摧之力。

有时伴着斜阳，可以看到层层彩虹，绚丽夺

目，令人惊叹不已！

（三）西城峪村

凡从龙井关方向、迁西县城方向或洒河

桥镇方向来到汉儿庄镇的游客，都可从该镇

西城峪村进入潘家口喜峰口长城景区。

从 京 建 线 的 汉 儿 庄 镇 岔 沟 村 向 东 北

走，约三四公里，过一个小山口，就到了西

城峪村的水库边。走了很久的旱路，尤其

在北方，走过这小小的山口，就有偌大湛蓝

山水相连的水面，抬眼可看到西北山顶上

的长城敌楼，这就是离潘家口长城不远的

西城峪长城。这山顶的长城仍是自然状

态，身体好精气神足的游人，可以从这里一

直走到潘家口西山上的长城。山脚下便是

西城峪村，高大的红瓦白墙的民宅，在绿树

掩映之下格外显眼。

从西城峪进入，是从长城内向长城外

走向，也是古代最早开辟的出潘家口关的

常规路线。

从西城峪码头乘船东北行不远就到了

潘家口长城。停船于潘家口关前，西北侧

是潘家口关城和沿山脊而上的长城及关城

垛口，山上长城与垛口之间已被水断开，垛

口一般仅露头角，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水下

长城”。右侧是东南走向从喜峰口关城而

来的山峰和长城，与潘家口关相对的绝壁

上有垛口。在蓄水以前，沿此山脚东北行，

就算出了关。如今高山平湖，山和长城东

西南北交错，时而腾出，时而入水，就好像

人工制作的巨大盆景一般，人们乘船穿梭

于山、水、长城之间，百看不厌。

（四）喜峰口一二村

这 条 路 是 远 小 于 上 述 三 条 主 路 径 的

小 径 ，但 独 具 魅 力 。 从 迁 西 县 城 或 铁 门

关方向来，途经滦阳镇、亮甲峪村便到了

喜 峰 口 一 二 村 。 据 考 证 ，这 里 应 是 正 宗

古 代 出 喜 峰 关 的 路 径 。 从 这 里 走 ，还 可

增 加 了 解 滦 阳 古 镇 的 情 况 ，领 略 喜 峰 口

一二村别有洞天的深幽、西山的美丽、山

顶 的 石 龟 和 当 年 长 城 抗 战 将 士 顽 强 御

敌 、战 后 当 地 人 民 冒 险 收 敛 掩 埋 英 雄 遗

体 的 故 事 ，领 略 小 喜 峰 口 关（闸 口 或 闸

扣、闸寇）的狭和险。

（五）太阳峪村

从承德或京津唐方向来，过柒棵岭或

西城峪，就到了太阳峪村。据传，太阳峪村

原称碳窖峪，是历史上生产木炭的地方，新

中国成立后改称太阳峪，是满族村。这里

是迁西县较早发展农家乐旅游的地方，典

型的世外桃源，尤其农家饭独具特色。该

村两面是高山，入村的方向其实是谷底，在

相对最低点硬开出来一条路。从这一条路

穿过村子，不远就到水库边，从水上到潘家

口很近，开船出去三五分钟即到。

（六）脑峪

这个小村就在山巅之上，群山之中拥

着一个不太大的主峰，村子就在这主峰脚

下。那主峰是头，群山就是身子和四肢，

说它是脑峪真是再形象不过了。由于其

坐北朝南，又居最高，所以非常朝阳。东

西两侧有矮于主峰的山湾，所以不仅朝阳

还很背风。

这座山后面，是万丈绝壁。绝壁之下

对面西北方向是潘家口关，东北方向便是

走马哨，是滦河在潘家口急转西南不远后

又急转东南的转角最窄处，这里就是当年

潘家口水库大坝第一次选址的地方。山很

难攀爬，若能登顶，可见与云相间，群山错

落，长城飞舞，波光潋滟，怎不让人身心飘

然，如欲飞天呢？

展望前景 未来可期

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的出台，站在新高度审视迁西喜峰

口、潘家口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

推进，不由得对其重要意义又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这里仿佛一部立体教科书，不仅可以

挖掘释放长城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增强

文化自信。同时在历史、文物、生态方面的

保护与利用，以及特色农业与文旅高度融

合等发展方式上均值得研究和推广。

曾有人认为，水库和长城遗址的严格

“重保护、限开发”政策，会限制旅游发展。

但从长远和整个大旅游棋局看，这种限制，

恰恰是给潘家口喜峰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景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持久发展的

机缘和动力，未来这里更是会成为人们不可

多得的物质和精神家园。饱含历史信息的

长城，无比秀美的山川水面，除了考古研究、

文化挖掘、修缮、保护之外，更有利于吸引游

客来此进行文学创作、创意生活、享受自然。

很久以来，人们似乎固执地认为可关

门卖票的才是景区。而像潘家口喜峰口长

城和水库风光这样的国家公园，就要牢固

树立大景区意识，实现“貌显神聚”之势，形

成以长城核心景区为“神”，以门景区、门头

标识和服务设施为“貌”的大景区格局。门

头及服务，是一种标识，一种门面，一种引

领，一种激发。目前很多游客尚不十分明

白哪里是潘家口喜峰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景区，可以说“神”未聚，“貌”未显，大有发

展前景。

喜峰口潘家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景区，

涉及三镇，方圆辐射几百平方公里，其间各

类景区丰富多样，水路、陆路四通八达，是一

个有核心吸引力又有各种旅游产品，可塑性

好、区域性强的大区域性好景区。只要做好

相关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有持续吸引力的爆

点区域品牌并非天方夜谭。

如今的迁西喜峰口潘家口段长城遗址

国家文化公园，仿似一位天然去雕饰的少

女，美丽、脱俗、不凡。放开眼界，我们对她

有了新的期盼，希望她能更好地绽放、表

现，能给人留下更多更美好的故事和传说，

也能激发更多的游客前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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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亦称家庙，是旧时祭祀

祖宗或先贤的场所。在唐朝以

前，只有具备官爵身份的人家才

可以建立宗庙。唐朝以后，开始

出 现 了 私 庙 ，普 通 家 族 可 以 建

立。宋朝时将这种私庙改称家

庙，后沿用。建立家庙必须具备

相应的两个条件，一是属于名门

望 族 ，二 是 姓 氏 在 本 村 相 对 集

中。开平老城的“夏家祠堂”和

“赵家祠堂”均符合这两个条件。

夏家祠堂
在 开 平 一 街 大 夏 庄 子 村 东

头，曾经矗立一座夏家祠堂。

夏氏故里福建省清福县，自

古就是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早

在 宋 朝 就 有 5 人 进 士 及 第 。 据

《夏氏族谱》记载：“第六世孙夏

伸 ，字 允 嘉 ，明 洪 武 十 八 年

（1385），进士及第，初仕绛县。执

法 不 避 权 贵 ，当 论 常 驸 马 不 轨

事。高庙嘉其风力，特晋都察院

左都御史（正二品）。在院仅三

十九天，以九疏忤旨谪开平中屯

卫居焉。”始祖伸公带领家小来

到开平，在远离东城门 300 余米

的东关大街东头定居。修道路、

建房屋、打水井、安石碾，立起村

庄，取名夏庄子。从此，夏氏家

族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世代相

传。至今，开平城内外的夏氏已

繁衍到 22 世、1800 余人，成为一

街的第一大姓氏。

夏 氏 坟 地 坐 落 在 大 夏 庄 子

村东头路北当初自家开垦的土

地上。遵循唐朝以来在坟地建

祠堂的传统，在本家坟地的东南

角，建筑了夏氏祠堂，族人习惯

称为家庙，占地面积 4 分。大门

上方横匾额雕刻“夏氏祠堂”，大

门框两侧赫然木刻着：宗功族德

流芳远，子孝孙贤世泽长。

走进祠堂，距离大门 5 米处

矗立一通影壁。从影壁两侧绕

过进入院内，直达位于最北头的

大殿。大殿门楣上方刻有“夏氏祠堂”，门框两侧刻着对

联：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登上三级台阶

进入殿门，大殿三间一明，靠北墙中间部位摆放着阶梯

式木架，祖先的牌位依长幼次序排列在神龛上。祠堂祭

奠已经成为夏氏血脉汇集、增进感情、精神认同的家族

功课。祠堂里浓郁的香火味常年经久不散，一年的四时

八节祭祀不断。特别是清明节，居住开平城和赵家庄同

宗同族的夏氏，各门、各分支选派代表，几十号人来到这

里奉祭共同的祖先。

夏家祠堂于 1966 年拆毁。

赵家祠堂
明清时期，开平城有一名门望族，既是官宦世家，又

有万贯家财，是开平地域的开拓者和发迹者。这就是居

住在开平二街四眼井街的赵氏家族。“一座赵家祠堂，半

部开平历史”，这是赵家鼎盛时期的特殊象征。

据《赵氏宗谱》记载，赵氏家族原籍陇西张掖及天水

（今甘肃省张掖市、天水市），在天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大家族。唐代徙居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附近），宋代为

太祖名臣，元朝亦有人为官。明永乐初年，随移民迁徙

滦州西石城县废地，开平中屯卫驻地。赵氏世族赵惟恭

是永乐年间廪生，敕授文林朗。到 1935 年续修《赵氏宗

谱》时，开平赵氏已传续至 21 世，入谱者千余人，人丁超

万口。经过时代变迁 600 年的繁衍生息，今天开平赵氏

家族的后裔，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明代中叶，开平已成为京东颇具规模的经济重镇、

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地。赵家也经过几代人的前赴后继，

到第七代赵养蔚成为开平首富，在滦州及京畿知名度也

很高。基业传承之厚，更令其名声远扬。

赵氏七代传人赵养蔚（1578—1637），字文叔，号青

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名冠滦州。少负才华，

熟读兵书，喜研兵法，颇有治国安邦之志。从崇祯二年

（1629）11 月至崇祯五年（1632），后金首领皇太极曾三次

骚扰进犯开平，但均未得逞。这要归功于赵养蔚捐资数

万金，筑城供军饷，出谋划策协助明军收复失城的壮

举。因此受到朝廷的高度赞赏和百姓的推崇。皇上授

予养蔚“司农郎”官衔，养蔚推辞不受；后授“中书舍人”，

因养蔚文武双全，遂又加封“员外郎”，养蔚谦恭仍不受，

曰“开平乃皇家基业，民为皇上之子，吾所尽犬马之劳实

属尽忠，焉能受上之赏赐？”结果三次加封，养蔚均未到

职食禄。开平城的父老乡亲，为报答养蔚之功德，于崇

祯五年（1632）九月初一，在城中建“赵青城公报德碑”一

通，详细记载了赵养蔚捐资抗金的事迹，达 1580 余言。

碑文遗稿载 1935 年纂《赵氏宗谱》。

赵养蔚因连续多年的抗金战事，积劳成疾，于崇祯

十年（1367）二月十六日病逝，终年 59岁。思宗皇帝知道

养蔚去世后，深表悲痛，封三代为官，承袭养蔚之官职，

准立祠。

赵家祠堂坐落在开平四眼井街中段，坐北朝南，占

地面积 4 亩。祠堂四周筑有围墙，大门开在南面。门框

两侧木刻对联：祖居石城蒸赏万载，脉延天水俎豆千秋；

横批是“赵家祠堂”。进了二门的院子，迎面是一层大

殿。殿内居中位置塑着赵养蔚坐像。面部须髯下垂，神

采奕奕，栩栩如生。1935 年，赵氏宗族曾组织族人捐款，

对祠堂进行一次重修。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位于赵家

祠堂西邻的开平小学扩充校园，将祠堂拆毁。

凡人也有故事，而且可能是不一般的、

不同凡响的故事。文史爱好者马长龙向我

讲了他的故事，确切地讲是他家族的故事，

听了令人感叹亦感动！可谓战争与和平，正

义与邪恶，家与国，灵与肉，血与火，都融在

了故事中……

1942 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天刚刚放亮，

太阳被寒气托着，颤颤地从东山升起，放着

些淡淡的、白白红红的光，终于又被一块块

乌云遮盖，天地间昏昏暗暗起来。村北几十

里之外长城关口刮来的白毛风号叫着扑过

来，一边吞噬着地上树叶草枝以及路面黄

土，一边向南刮去，把寒冷留在了重山围裹

着的马家峪。

突然，几声枪响，惊醒了尚未起炕的村

民。“跑反”不迭的村民被抓，圈在村头开阔

处，老老少少一片。显然，日本人是为报复而

来的——遵化马家峪村人当八路、藏八路、供

军粮、送情报，处处与倭寇为敌，早已让日本

人痛恨不已。在一番哄骗利诱无效后，杀戮

开始了。人群中拽出一个问一个：谁是八

路？谁私通八路？不说或说不知道的，一个

字——死！寒风继续在吼叫，在哀号，在哭

泣。人，一个个倒下，鲜血在流淌……

冬日天短，尤其是大山中的马家峪村，

可那一天是何等的漫长啊，严刑拷打，折磨

不尽，刀枪杀戮，血流成河。直到血色遮盖

了夕阳，鬼子们疯狂野蛮的行径才住手。

血色残阳，那一天，成了马家峪人黑色

的记忆！

这是抗日战争中遵化众多惨案中的马

家峪惨案，43 名村民被残忍杀害。次日，山

中多了 43座坟茔，白幡飘动，群山哭泣！

马长龙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当时就在被

围人群中。那时，他们的大儿子早已经参加

了八路军，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员。是乡亲

们宁死不屈，守住了秘密，保护了他们的性

命。也正是乡亲们的大义，守住了抗日队伍

和抗日积极分子的更多秘密，避免了更多的

流血牺牲，使众多抗日人员家属幸免于难。

然 而 ，抗 争 是 残 酷 的 ，侵 略 者 灭 绝 人

性。两年之后，敌人还是知晓了马家底细，

一个汉奸领着日本人追上远离村庄跑进大

山的马长龙曾祖父，将其杀害。

和平年代，是对战争的疗复及记忆。按

家人和村人的记忆，马长龙的二爷，即二伯

祖父，是在给财主扛活时参军的，与 1940 年

参军的大爷一样，同属抗日战争时期参军。

但烈士证上写的却是 1947 年参军。据《遵化

县志》载：“1947 年 3 月开始土地复查运动，6

月，全县普遍展开，各村成立农会，斗争地主

富农，劳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浮财。”另外，二

爷如果是 1947年参军，而 1949年执行任务路

过回家时已经是骑马的军官了，升职能有那

么快？有种解释说战争年代提干快——战场

搏杀一刻千金，压缩了时间，浓缩了经历。而

留下的疑问，无疑已经成为历史。

随着时光流逝，入伍时间是否准确已经

不那么重要了，况且烈士二爷于家人和家乡

而言，后来还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令人迷

惑，令人难解。只是马家后人马长龙偏偏喜

欢文史，尤其家乡革命史令他痴迷。故此，

二爷的一切都在他的关切之中了。

中国革命史中，总有伟大的母亲身影闪

现着、屹立着。她们颠着一双小脚，艰难地

与正义同向，朝向光明，一步步或跨沟过坎，

或跋山过河，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扛起并不匹

配的重担，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心灵苦难。

曾祖母秉持民族大义，先把大儿子送到

抗日队伍里，接受战争的洗礼；1944年丈夫遇

害，她咬碎牙咽下肚子，擦干眼泪，又把二儿

子送进革命队伍；解放战争中，遵化组成担架

团，三次出征，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史称“万

人担架团”，威名远扬。现在锦州辽沈战役纪

念馆内存有这支英雄队伍的大幅照片和事

迹。而在这些抬着担架、有些人腰里别着枪

的特殊群体里，也有她老儿子的身影。

于是，日子中有这样的情景出现了：燕

山丛中的小村马家峪，一个简陋的农院里，

早早晚晚、里里外外、进进出出中，只有一位

老太太的孤独身影——她的三个儿子在不

同地点，一起在战场上拼杀着、战斗着。

马长龙的二爷失踪了。战争年代彼此

分离属于自然——不见人、没有音讯，亦在

情理之中。而失踪则是找不到人了，还是在

得知牺牲消息之后。

1949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2 日，解放军百

万雄师过大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南京及

众多城市和地区，加快了解放全中国步伐。

随之抽调 5.3 万名各方面干部南下，史称“南

下干部”，征粮剿匪，建立地方政权。

马长龙的二爷，身为部队军需干部，随

队伍过长江不久就牺牲了。噩耗传来，曾祖

母拿着二儿子的照片，边看边哭边喊：儿啊，

儿啊，你在哪儿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

个月，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哭得双眼

模糊，近于失明。攥在手里的照片，长年被

泪水浸泡，慢慢地变成了白版。之后，又攥

着白版照片念叨着、哭泣着，直到 1963 年冬

季去世。

其间，家人及其亲朋好友四处打听，包括

与二爷前后参军的军属和烈属，更包括政府有

关部门。可谓不遗余力，却终无烈士信息。

68 年之后的 2018 年转机出现，烈士下

落终于传到马家峪。长期关注有关烈士的

各种信息，相信有朝一日定能找到二爷的马

长龙，联系到河北志愿者张红琢先生，得知

二爷牺牲地。而在此之前，烈士牺牲地政府

专门建立组织，通过专门人员发布信息，远

赴江北大地寻找烈士故里，找到了很多烈士

原籍。

马家老少，欣喜若狂，揣着几炷香，急赶

祖坟地，告知了地下先人。

194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第 22 兵团司

令兼 72 军军长郭汝瑰，率部 2 万多人在四川

宜宾起义投诚。1950 年 3 月中旬，中国人民

解放军川南军分区派干部战士 1000 多人，组

成军事代表团，进驻 72 军进行改造和组织

整编。其中，分配到驻在代寺镇的 72 军 233

师 697团的军事代表有 50多人。

1950 年 3 月 26 日，驻川南富顺县代寺镇

的投诚部队 697 团叛变，我 27 名军事代表被

残忍杀害，这便是著名的 27 烈士惨案。27

人名单中的马万宇，就是马长龙的二爷。

2021 年夏，受自贡市富顺县邀请，马长

龙作为烈士亲属自家乡南下，踏上了这块有

二爷洒下鲜血、留下生命的土地……

6 月 2 日上午，富顺县五府山烈士陵园，

细雨如泪，风在哭泣，苍松肃立，翠柏默哀。

马长龙手捧鲜花，移步二爷墓前，待双膝跪

地时，已是泪流满面。情到处，一声喊：二

爷呀，我是您孙子，我看您来了！恰似引爆

了山崩地裂，引爆了 71 年的疼痛与思念，引

爆了 71 年的隐忍与无奈。71 年，两万五千

九百多天的等待，曾祖母度日如年，几乎哭

瞎 了 两 眼 ，泪 水 洗 白 了 烈 士 照 片 ，直 到 去

世；71 年，两万五千九百多天，春寒夏暑，秋

风冬雪，绵延了四代人的长久期待：71 年，两

万五千九百多天，河北遵化与四川富顺，从

北国燕山到富顺西湖，四千里路相隔，山重

水复，今日终于如愿——烈士马万宇与家人

“相聚”……

马长龙将家乡的核桃、花生、水果罐头

摆在墓前，将家乡的水和酒洒向坟头，又小

心掬起一抔坟头土说，带着这抔土，二爷您

就可以魂归离别 71年的故里了……

又到清明，谨以此小文寄托哀思，向革

命先烈致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7171 年 后 的 祭 拜年 后 的 祭 拜
□□张国印张国印

腾龙戏水绎古今腾龙戏水绎古今（（下下））

——迁西喜峰口迁西喜峰口、、潘家口潘家口段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探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探幽
□□姬姬保保新新

喜峰口关长城喜峰口关长城 王爱军王爱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