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濮院：小「毛衫鎮」到大「國際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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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聯網大會舉
辦地浙江桐鄉烏鎮往
東南12.5公里，有一

個因羊毛衫而聞名的小鎮——濮院，它被稱

為「中國毛衫第一鎮」。
「一條國道橫穿這裡，帶來了北方的水果

商人。一車車水果運到這裡，再把這裡的毛
衫拉回去。」濮院羊毛衫市場管委會主任姚

偉平回憶說。
上世紀90年代，市場火熱到一個款式就
能「吃」一年。但這種「躺」着也能掙錢的
年代一去不返。市場的寒冬讓小鎮開始思考
轉型。如今，一批批來自全球的設計師代替
了過去的水果商。在熙熙攘攘的毛衫採購市
場裡，一張張挑選採購各種款式毛衣的外國
面孔成為新的風景。

開放多元 設施完善
「國外缺少代工資源，製造工藝也遠不如

這裡。」首爾韓飾商貿株式會社董事長李震
一說，這裡擁有中國產業鏈最為完備的毛針
織產業集群、羊毛衫市場和針織產業園。
「全中國60%的毛衫都是濮院工廠生產。」
越來越多的外國設計師直接把生產環節搬

到了這裡。學IT技術出身的李震一感慨，
這裡的工廠智能化普及度很高，而在韓國，
同樣的技術只有像三星、LG這樣的大公司
才有。「我現在一個月有三周時間在這裡，
剩下一周我會回到韓國考察設計師。」李震
一說，因為在韓國有很多優秀的設計師想進
入中國市場，但苦於沒有門路，自己便會選
擇合適的人才帶到這裡。
在外商眼中，濮院是開放的小鎮，也是多

元素共存的小鎮，這和全球化大融合的趨勢
很切合。「小鎮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大城市沒
有很大區別，有購物中心，可以吃到地道的
西餐，交通也很便利。」李震一說。

生產力強 前景廣闊
70歲意大利設計師莫拉羅被親切地稱為

「老莫」，以前是國際著名品牌范思哲的設
計師，三年前來到濮院。「2014年8月，我
第一次來濮院，看到這裡專業做針織女裝，
有很多歐洲的款式。最讓我吃驚的是，這裡
的產業基礎和配套能力很強，設計的款式很
快能做出來。」這位國際大牌設計師被小鎮
的強大生產能力震驚。
如今，他在濮院開辦高級設計師培訓班，

希望把自己畢生的技藝傳授給中國設計師。
「這個地方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這裡的原創
設計師有很大提升空間。」
「小鎮人很熱情，我每次回歐洲都會想

念這裡。」老莫說，自己還申請了微信，
在小鎮設計師的微信群裡，每天都有很多
人用翻譯軟件和他交流，希望他早點回到
中國。 ■新華社記者 魏董華 杭州報道

##
#
�.1

決
志
託
付
後
半
生

浪
跡
長
城

浪
跡
長
城
十
五
載

無
懼
獨
行
艱
苦

只
因
愛
和
執
着

一次偶然的邂逅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為了自己的

一個信念，為了讓世人更好地領悟長城的魅力和內

涵，他行走長城十五年，出書五本，三次與死神擦肩

而過；登臨絕壁時的孤獨與恐懼，促使他不斷思考，

讓他深刻認識到了長城所承載的意義。他就是唐小明，一個決志將後半生託付給長城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 圖：受訪者供圖

唐小明出生在廣東韶關，1984年
來到深圳，先後從事保險、證

券和投資行業；2001 年開始走長
城；2003年他更是辭去了工作，開
始了執着的「專職」走長城的生
活。

兩赴司馬台 終登望京樓
為何會與長城結下如此情緣？事

情還要追溯到1999年10月，唐小明
出差來到了山西的壺口，當所有遊
客都沉醉在壺口瀑布的雄壯景色中
時，他發現一位攝影師卻一次也沒
舉起相機。唐小明上前追問才得
知，這位攝影師對長城情有獨鍾，
只拍長城。
和攝影師的偶遇激起了唐小明的

好奇，於是他迫不及待地去了攝影
師常去的司馬台長城。初次登上長
城，他被古長城的險峻深深打動。
不過古長城不是那麼容易走的，由
於種種原因，當時唐小明並沒有
「登頂」，直到兩年後，唐小明再
次來到這裡，才登上了這座長城上
最高、最危險的敵樓——海拔986米
的「望京樓」。
唐小明的人生軌跡從此被改變，

每年他都會安排幾個月在走長城中
度過。直到2003年他辭去工作，開

始了「專職」爬長城的生涯。「古
長城有着獨特的魅力，當我第一次
見到它時，我就想把自己的後半生
交給長城。」

臨長城腳下 感民風淳樸
2009 年之前，唐小明是帶着文

化、建築、藝術的問題到古長城尋
找答案；2009年之後，他更多的是
帶着一顆關愛的心，去了解長城留
給城牆兩邊民眾的生活。
長城是國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個

地域。熟悉的是那如雷貫耳的八達
嶺，而陌生是因為沒有多少人知道
真實的長城歷史和沿線的社會狀
況。唐小明告訴記者，如果沒有十
五年的行走經歷，他也許與大多數
人一樣，對長城的歷史與現狀不會
產生現在的認知和理解。修築長城
並不是漢民族的專利，歷史上參與
修築長城的還有北方少數民族，因
此留存了魏長城、金長城、遼長城
等。「所以說，長城是中華民族的
共同智慧與財富。」
「這些年來，我默默地行走在長

城路上。從祖國東北的山海關到西
北的嘉峪關，再到玉門關、陽關，
在這萬里旅途之中，我曾路過各式
各樣的村莊，受過許多鄉民無私的

接濟。生活在長城兩邊勤勞簡樸的
農民給予我的幫助和關愛，如同我
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爹娘。」這
是唐小明最想對長城邊民眾說的。

雖年逾花甲 腳步未停歇
唐小明說，獨自走長城其實是個

「苦差」，「談起走長城，很多人
會問我是跟團還是自駕？其實這都
是一種典型的旅遊心態。行走長城
的條件很艱苦，一開始靠着睡袋在
長城腳下，後來大多數是住在鄉民
的家中，經常連續十幾天無法洗
澡，實在不舒服了才跑到縣城的小
旅館洗一下，對於天天沖涼的南方
人來說是一個考驗。」
還有人問唐小明：「專職走長

城，需要多少錢？」對此，唐小明
每次都坦然一笑：「走長城不需要
很多錢，需要的是愛和執着。除了
深圳到長城一線往返的交通費用，
其餘花費少得可憐，吃住都在農
家，兩三千元就能挺好幾個月。」
如今，唐小明已經63歲了，但是
丈量長城的腳步依舊沒有停歇。至
2015年，他已行走和攀爬了河北、
山西和內蒙古一帶的古長城，「只
要身體條件允許，我會堅持走下
去。」

從在密雲境內遭遇打劫，機智地周
旋才保住自己不受傷害，到從司馬台
懸崖上滑落，被一棵小楊樹掛住僥倖
逃生，再到被困寧夏固原地區脫水三
天三夜，最終被當地民眾搶救過來，
雖三次遇險，但唐小明從未言棄。
「長城永遠都留存着誘惑，你無法

將其囊括。如果時光倒流十年、二十
年，我也許會有更多的設想。」唐小
明認為，自己還算幸運，十五年來，
生理和心理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傷，但
那次從司馬台懸崖滑落令他心有餘
悸。
2002年3月份，北方剛剛下過一場
大雪。唐小明在司馬台攀爬時一路都
很小心，但在臨近頂峰的時候，一腳
踩空，整個人順着北坡就往下摔，幸
好坡上有幾棵碗口大的楊樹，他連續
抓了幾次都抓空了，還好最後總算抓
住了一棵。回到房東家時，講起遇險
的經過，房東也感歎他的命大，如果
在南坡，肯定沒有生還的可能。
唐小明認為自己遇到的意外較少，
得益於事前準備充分。作為一個南方
人，去到一個數千里外、完全不熟悉
的地域，必須做足功課，包括地理、
歷史、人文、氣候等，將可能遇到的
困難盡量放大去思考，這樣可以抵消
獨行的恐懼與困境。

攀懸崖滑落
抓楊樹逃生

從最初手捧相機在長城沿線東遊
西逛，在城牆內外上躥下跳，到沉
靜下來探討長城的建築藝術、美學
內涵，思考長城的地理歷史以及它
所蘊含的民族演繹問題，再到深入
長城沿線各民族老百姓的真實生
活當中，多年的時間裡，唐
小明對長城的認

知，經歷了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蛻
變。十五年來，他先後出版了《曾
經滄海》、《長城古韻》、《古
牆——中國長城與民族融合》、
《帝國長城尋蹤》以及《長城邊的
中國》五部書籍。
時至今日，長城在唐小明的心中

儼然是一座民族歷史和文化
發展的不朽豐碑。
唐小明認為，一

個真正的長城愛好者，應該關心與
熱愛長城的全部，包括它的內涵與
外延。除了它的建築美學、歷史文
化、民族矛盾、文物保護等大眾話
題外，長城邊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同
樣是不能忽略的重要話題。因為，
這是長城歷史和社會的延續，是一
個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時代進程中不
可遺忘的社會群體與地域，理應屬
於長城研究的範疇。

唐小明曾在懷柔從西柵子村前往箭
扣長城的途中，遇到了一塊牌子，上
面用中英文寫着「除了照片什麼都不
要帶走，除了腳印什麼都不要留下，
保持長城古樸的魅力」。儘管當時他
已氣喘如牛，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在牌
子面前停住了腳步，肅然起敬。
「「豎這塊牌子的人叫威廉豎這塊牌子的人叫威廉．．林德林德
塞塞，，一個曾經從嘉峪關步行一個曾經從嘉峪關步行22,,400400公公
里到了山海關里到了山海關，，並把長城視作比自己並把長城視作比自己
的生命還要珍貴的英國人的生命還要珍貴的英國人。」。」唐小明唐小明
認為認為，，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任任
何一個來到此地的登山者何一個來到此地的登山者，，面對這樣面對這樣
一塊公德牌一塊公德牌、、良心牌良心牌，，都沒有理由無都沒有理由無
動於衷動於衷，，因為它本該由國人來豎立因為它本該由國人來豎立！！
然而然而，，所謂的萬里長城所謂的萬里長城，，真正保存真正保存

完好的幾乎已經沒有了完好的幾乎已經沒有了。。唐小明在山唐小明在山
西的長城沿線見到西的長城沿線見到，，城牆外牆的磚塊城牆外牆的磚塊
已經基本被扒光已經基本被扒光，，只剩下光禿禿的土只剩下光禿禿的土
坯墩子坯墩子，，都被當地鄉民搬回去建房子都被當地鄉民搬回去建房子
了了。。
唐小明說唐小明說，，長城學會曾為此哀嘆長城學會曾為此哀嘆：：

長城的保護和修復長城的保護和修復，，還不如一個小還不如一個小
廟廟，，這真的很荒唐這真的很荒唐，，也很可悲也很可悲。。由於由於
長城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文物長城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文物，，它的它的
保護工作如果離開國家有組織的保護工作如果離開國家有組織的、、沿沿
線各地積極配合的全面系統考察線各地積極配合的全面系統考察，，僅僅
憑幾名學者微弱的呼聲和地方文物保憑幾名學者微弱的呼聲和地方文物保
護部門虛弱的力量難以勝任護部門虛弱的力量難以勝任。。

路遇公德牌
倡發力文保

■讓唐小明肅然起敬的公德牌。

著作展蛻變 思考漸深入
■■司馬台望京樓司馬台望京樓

■■唐小明在金山嶺長城上留影唐小明在金山嶺長城上留影。。

■■被偷盜的長城磚被偷盜的長城磚。。

■■濮院羊毛衫市場濮院羊毛衫市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唐小明先
後出版了五
部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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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愛中國的100個理由
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