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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到你们的长警棍，我不由想起明代时戚继光训练怎么打倭寇。他就地取材，把毛竹削尖，很长，5
人或7人一组，先用毛竹竿挡住倭寇，使他们近不了身，盾牌兵再上去击杀，非常有效。我们也要有
好的兵法和有效的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以戚家军—义乌兵勉励民警
东海波涛永难平，黄河之水何时清。
义乌自古多义士，强将手下有强兵。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赋诗推荐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支以将帅姓氏为名的军队名扬千古：一是南宋的岳家军，一是明中期的戚家军。
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主力来自浙江义乌，史称义乌兵——南灭倭寇，北修长城，为修筑司马台、
老龙头等城墙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后长期坚守从山海关到居庸关西的敌台。他们以敌台为家，繁衍
生息，在长城下发展为无数个“义乌兵”后裔的自然村落。融南北风俗文化的“义乌兵”后裔，四百
多年来，以坚韧的毅力与意志，世代守护长城。该书首次掀开了这段厚重的历史。
长城脚下的义乌兵后裔——普普通通的农民，四百年来以守护长城为神圣。他们的感人传奇，走进人
民大会堂，走上中央电视台。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彰显的魅力，无不充溢着长城文化的精髓，依然崇高
、坚强、不屈、雄伟。守护长城的同时，他们思望故乡，追寻宗族的根，坚守民族的魂。改革开放后
的今天，他们千里认宗叩祖，缔结“亲情友好村”，两地政府和人民共谋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品笔触生动，构思新颖，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人物故事，着力地体现与弘扬
了浙江地域文化、中国长城文化与中华民族宗族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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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它提醒了我们，长城并不是北方人民的事，而是整个中国的事。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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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四百五十四年前，戚继光慕名走进义乌，决意招募义乌兵组建新军，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祖上是
从义乌迁徙安徽定远，又从那里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这个鲜为人知的奥秘与喜悦，竟成为戚家军的
重要来由。日后的戚家军—义乌兵，横扫倭寇如卷席，以极小的代价换取重大的胜利，创造了我国战
争史上独树一帜的辉煌奇迹，难怪随军幕僚徐渭感慨写下“帐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的壮
美诗句。明朝的皇上，最为忧患的乃是败走漠北的元贵族部落，他们的骑兵不时侵入长城，甚至逼到
北京城下。危难的境况中，他们想起抗倭名将戚继光，调他北守长城。他深入边关调查研究，建议朝
廷调义乌兵坚守。义乌兵在戚继光统领下，一边守边关，一边修长城，尤其是建造司马台长城、山海
关老龙头，创造了我国长城修建史上的奇迹。义乌兵成为长城沿线守军楷模。后又调部分北上。上万
义乌兵——史称南兵（在义乌招募时，邻县少量青年闻讯应征），坚守山海关至居庸关西的每座敌楼
，护卫京城，让明朝北域这带十六年无战事，边贸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数百年的历史，沧海桑田。
长期坚守城楼的义乌兵和他们的后裔，在长城下拓荒种地，于是蜿蜒连绵的长城脚下，像花那样开放
着众多的义乌兵后裔的自然村落，他们世代以守护长城为己任，直至今天，他们仍以坚忍的毅力，出
色地在那里创造了人类保护长城文化遗产的奇迹。我是在故乡馈赠的报刊和《新华每日电讯》上读到
几位义乌兵后裔自觉保护长城的动人事迹的。义乌市志编辑部的同仁九度奔波长城沿线，追寻戚家军
—义乌兵守卫长城、修建长城的光辉业绩，寻访义乌兵后裔守望长城、坚守戚家军精神的事迹。后裔
千里回江南，认祖归宗，与义乌亲人、商人探讨致富之路。在商场上拼搏多年，已成为千万亿万富翁
的十几位义乌亲人，深入长城脚下的小山村，走访义乌兵后裔，与当地政府、企业商业经营者、义乌
兵后裔，探求走富裕幸福之路的途径与措施。秦皇岛与义乌两地政府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
而频繁、热烈起来。我三次自费到长城沿线采访，三次赴义乌与市志编辑部同仁交流，并由他们陪同
到当年招募兵士的村落查阅宗谱，收集史料。我深深地感到，义乌市志编辑部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开挖和史料征集，为秦皇岛与义乌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似乎看到，一个
新的奇迹又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所以，坐在义乌市志编辑部主编吴潮海办公室，我真诚地说：“这
书我们俩合作，我来执笔。”奇迹背后，是精神的升华。这些奇迹，包括义乌商业经济的繁荣，是怎
样创造出来的？这，正是本书思索与追寻的目标。2011年10月，写出初稿，11月中旬到义乌，交吴潮
海修改。12月回京做局部改动。二十多年前曾在一起撰写北京亚运会报告文学的《文艺报》余义林，
热心将此作推荐给《中国作家》，副主编萧立军兄听我一番述说，当即表示：“二十几万字，刊物发
太长，用十万。”这就是2012年《中国作家》（纪实版）第一期上的《千年守望》。2013年开春，我
们总参几位战友与莫言聚会，对他获诺奖表示祝贺。其间，他看到《中国作家》上的《千年守望》，
真诚地说：“戚家军就是义乌兵，抗倭寇，守长城，这书值得看。”1989年我在军艺文学系毕业实习
期间创作的《援越抗美实录》，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约，并在他们的首肯、激励下完稿的。出书的
过程中，因我操之过急，与人文社擦肩而过。书后来发行不错，海内外有十几家报刊连载、选载。但
我内心仍有些许的遗憾。故这回希望成全。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责编王永洪和资深编辑脚印，我曾随
他们赴杭州参加一部作品研讨会，一路上，他们谈的许多想法，对我们的创作与修改，大有裨益。正
在这期间，责编提议书名《千年守望》改为《千古长城义乌兵》。作家朋友童禅福、朱晓军、王槐荣
、骆有云等，对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出谋献策。数位摄影家提供了精美的图片。尤其是亦师亦友的莫言
，最后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稿，有感而发，步前贤徐文长《宴游烂柯山》韵作诗一首：“东海波
涛永难平，黄河之水何时清。义乌自古多义士，强将手下有强兵。”并热情地推荐给广大读者。借此
，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今年恰逢邓小平、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
词30周年，亲爱的读者，当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一股或淡或浓的墨香已经悠悠地散发开来，我已感
应您对长城、义乌兵及其后裔和义乌、秦皇岛这两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域与文化的关切和关爱。奇迹
令人感奋，蕴含的深层意义的文化，仍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所在，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王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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