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坊宋辽古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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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问我， 中国最典型的
陨石坑在哪里 ？ 我会骄傲地告诉他 ，
这个非常典型的陨石坑就在我的家
乡———辽宁省岫岩县罗圈里村！

初秋时节， 草木葱茏， 山峦锦绣，
五彩的阳光给罗圈里这个被形容为
“大碗” 的陨石坑涂上了浓重的油彩，
这只斑斓 “大碗”， 吸星引月， 吞云吐
雾， 盛载着5万余年的日月乾坤， 散发
着博大、 深邃、 奥妙的魅力！

直径1800米 ， 深150米的陨石坑
里， 如今盛装着64户200余口人。 千百
年来，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罗圈里
人， 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 他们做梦
也没想到， 自己耕耘劳作、 繁衍生息
的脚下土地， 竟是太空的陨石赏赐给
他们的！ 他们日常吃的井水会浮一层
油， 挖出的土可以燃烧， 平时走路会
遇到奇奇怪怪绊脚的石头……这些现
象虽然曾让他们困惑过， 但朴实的人

们并没有太多去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
罗圈里这个漩涡状构造的地貌让科学
界注目。 在随后的30余年时间里， 陆
续有科学家通过航空遥感、 地质构造
解析和实地探察， 来破解这一奇异现
象 ， 均未获得突破性进展 。 2007年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
员陈鸣率领的研究团队， 对罗圈里展
开了历时三年的不间断探索 、 调查 、
研究， 最终， 陈鸣撰写的 《岫岩陨石
撞击坑的证实》 论文通过国际上最严
苛的审核， 得以在国际权威的 《地球
与行星科学通讯》 上发表。 该论文通
过对坑内物质的放射性同位素分析 ，
初步确定陨石撞击事件发生在5万年
前。 这一权威认证， 标志着岫岩陨石
坑正式得到国际认可， 同时也向全世
界宣布： 中国， 有了第一个被科学证
实的陨石坑！

“第一个陨石坑 ” 的横空出世 ，

其轰动效应不亚于5万年前的那次天外
来客的撞击， 引发的 “地震” 让这个
隐在深山、 名不见经传的罗圈里村与
保守、 封闭、 寂寞彻底拜拜， 天南海
北、 国内国际， 黄头发、 蓝眼睛的科
研人员、 游客纷至沓来……

过去被罗圈里人视为碍手碍脚的
陨石现在被精心陈列起来， 建起了一
个个家庭陨石博物馆。 面对游客， 村
里的馆主老隋滔滔不绝， 绘声绘色地
向人们讲述陨石坑的奇迹， 举手投足
间的肢体语言， 犹如亲历： 5万年前，
一颗百余米直径的大陨石拖着长长的
尾巴从天而降， 一头撞在脚下， 撞击
形成的爆炸和高温相当广岛原子弹的
500倍 。 一时间 ， 烈焰冲天 ， 尘土弥
漫， 山川在溶化， 大地在颤抖……当
一切平息后 ， 一个天与地的绝妙杰
作———“大碗 ” 诞生了 ！ 千百年来 ，
“大碗” 蓄积甘霖， 形成了一座偌大的

高山湖泊， 圆圆的一镜湖水， 碧波荡
漾， 盛装着漫卷风云、 日月星辰， 璀
璨夺目于群山之巅……大约15000年
前， 湖水增多， 压力增大， 造成 “大
碗” 漫溢， 湖堰决堤。 后来， 湖水尽
失， 干涸成了今天的罗圈里。 这里的
地下， 湖泥淤积， 土壤肥沃， 种啥长
啥， 陨石频现……

老隋博物馆里， 展示着许多形状
各异的陨石 ， 抚摸着这些天外来客 ，
给人一种触摸宇宙、 神驰太空、 对话
天体的空间感。

旭日东升， 温暖加身。 站在 “大
碗” 外缘的最高处， 陨石坑里， 云雾
弥漫， 炊烟袅袅， 混合成一碗缥缈荡
漾的美丽云海 ， 神奇 、 奥妙 、 深邃 、
科幻， 好想驾起这云雾， 痛快淋漓地
遨游一番， 感受5万年前那场不明天体
的逐梦之旅！

岫岩陨石坑的发现， 对探索地球
的形成和演化、 古生物变迁等具有重
要意义。 今天， 这个承载着宇宙无穷
奥妙的斑斓 “大碗”， 正敞开怀抱， 迎
接着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刘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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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张坊， 北京西南边陲古镇，
距市区80公里， 北靠十渡， 南至涿州，
东接石经山， 西邻拒马河， 风景秀丽，
环境优美， 不仅地上有众多名胜， 就
连地下也不乏古迹， 你也许不会想到，
在张坊镇张坊村地下就隐藏着一条
“地下长城”， 它已暗埋在地下一千年，
这就是张坊宋辽古战道。

当地村民介绍， 发现古战道纯属
偶然。 上个世纪末， 张坊村接连发生
了一系列离奇现象， 先是在同一片土
地上， 洪水和野狗会瞬间消失、 没了
踪影， 接着是村民在打井、 盖房、 修
路时 ， 陆继发现了一些神秘的洞穴 ，
这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后经村民
地下挖掘， 他们这才发现了一些古战
道遗迹 ， 初步探测它们长约1500米 ，
现已修复了400多米 。 据文物专家认
定， 这些古战道为宋辽时期修建， 距
今已一千年历史， 这也是北京地区发
现的唯一一处军事性古战道， 对研究
古代军事、 政治、 建筑具有很高价值。

从镇楼一层地面进入洞口， 下深4
米就来到了宋辽古战道 ， 借着灯光 ，
你会发现张坊宋辽古战道简直就是一
项伟大的工程， 它不同于抗日战争时
期的冉庄地道、 焦庄户地道等， 抗战
时期的地道一般都在一个村里， 不出
村， 而且比较浅， 人在地道里一般不
能直立行走 ， 且多是土结构 。 然而 ，
张坊宋辽古战道是青砖结构 ， 顺砌 ，
上下错缝， 顶部为立砖顺砌， 下面青
砖墁地， 它有2米多高， 宽度也近2米，

3个人可以并排走， 这样人在战道里不
仅可以很宽松地直立行走， 两个人还
可以并排跑步前进。

战道内岔道分布， 迂回曲折， 纵
横交错， 连通4个城门楼及周边村落，
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 在我
看来， 古战道内俨然是一个功能齐全、
设施完备的 “小社会”， 它的边侧有流
水槽 ， 墙壁有灯台 ， 顶部有通风孔 ，
地道内还有深水井， 战道两侧还有藏
兵室、 兵器室、 指挥室， 里面不仅有
刀 、 枪 、 剑 、 戟 ， 还有斧 、 钺 、 钩 、
叉等兵器， 不仅有桌子、 椅子、 土炕
等生活设施， 还有石臼、 石磨、 水缸
等生活物品。

看着战道内悬挂的一块块宣传展
板， 遥想一千年前， 在拒马河边的平

原上， 一群辽朝军队正骑着马杀向败
退的宋朝军队， 突然间， 一群宋兵凭
空出现， 又离奇消失， 他们灵活运用
战道的功用， 使得辽兵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 战局由此逆转。 史料称， 宋
辽对峙时期， 由于古战道具有退能守、
进能攻的优良军事性能， 曾迫使幽州
一带辽军只能专心固守， 不敢轻易南
下犯宋。 那么， 这个古战道是哪位宋
将修建的呢？ 有研究人士认为极有可
能是北宋名将杨六郎修建的。 到了明
代， 张坊古战道的军事性能进一步得
到发挥。 明初洪武年间， 元朝贵族溃
逃蒙古漠北， 但时刻伺机反扑， 不时
南下犯境， 古战道又成为明军抗击蒙
古鞑子的军事堡垒。

据房山县志记载： “县西南七十
里， 张坊街北楼三层门南向， 高可数
丈。 下层空， 其中甚暗， 下有隧道向

西北约二里通任家坟， 俗传任为阁老。
由下层楼上中层半途转折处有一井 ，
相传其井中设有刀山剑树 ， 颠而入 ，
无生理。 中塑碧元君像。 上层可远眺，
上中两层亦通地道。” 传说， 明代皇亲
任阁老重修过这里的镇楼。 不幸的是，
1940年日寇在张坊建立据点， 烧杀抢
掠， 镇楼在日军侵华战火中被毁。

以史为鉴 ， 可以知兴替 。 今天 ，
张坊宋辽古战道内建立了红色旅游教
育基地， 开设了以 “抗日战争与地道
战” “解放战争与攻坚战” “抗美援
朝与坑道战” 为主题的宣传展板， 它
们贯穿了 “九一八事变、 七七卢沟桥
事变、 平型关大捷、 黄土岭战斗、 百
团大战、 攻克石家庄、 解放临汾、 上
甘岭战役” 等重大历史事件， 激励着
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报效国家， 构筑
起保卫祖国的新的钢铁长城。

岫岩陨石坑，斑斓大碗盛乾坤

地地下下长长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