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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3
【长城】 中国古代巨型军事工程体系。由 

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 

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 

堪，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 

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 

巨型军事工程体系。它以关隘控制主要的进 

攻走廊，伸出两翼，瞰制相当的攻防地幅，在 

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发挥过重大的军事 

效应。它体现了天然险阻与人工设防的巧妙 

结合，以其古（历史悠久）、长（5万多公 

里）、大（工程规模浩大）、险（许多关隘位 

置险要）的特征，置诸世界筑城史而无与相 

匹。

长城是古代中华民族各诸侯国之间或封 

建王朝与民族统治集团之间以及少数民族建 

立的政权相互之间，长期军事斗争的产物。在 

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曾出现过多处此类军 

事防御设施，但就其持续构筑、使用年代之 

久长、分布范围之广阔、形制规模之宏伟、影 

响意义之深远而言，则以中国古代北疆用以 

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万里长城最为著称。人 

们有时也狭义地把长城看作简单的具有防御 

功能的墙体，从历史和学术意义上说，上述 

界定才能表明长城的性质。某些凭据自然险 

阻不筑墙体的区段，间隔设置关隘、城堡、烽 

燧并与其他地段墙体联结，也可视为长城的 

组成部分或为长城之延伸。通常所说的长城 

系特指中国古代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万里长 

城。

长城本身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 

的特点，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长城整体的防御功能不 

等于各局部系统在孤立状态下功能的总和。 

长城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 

长城作为防御体系首先要和进攻的一方接 

触，构成对立与矛盾；其次要与周围环境如 

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这 

种联系的表现形式，就是长城所反映出来的 

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 

诸要素。

长城的修建史可追溯到距今2500多年 

前的春秋时期，此后许多朝代都修建过长城， 

不仅是汉族统治者，不少入主中原的少数民 

族统治者也建筑长城。因而长城是各民族人 

民共同创造的产物。至于各个朝代对长城有 

过什么增益，其具体形制、走向方位等，则 

因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民族关系、经济状 

况以及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地形地貌等因 

素而有所不同，并不存在一条固定不变的长 

城线。各个时期长城的形制构造也发生过诸 

多变化。总的来说，长城作为防御工程而具 

备的军事意义更大一些。

沿革 公元前7〜6世纪的春秋时代，许 

多诸侯国开始在边境营造数百里或上千里的 

不封闭的城墙，这种城墙便是我国历史上最 

早修建的长城。这种长城是由当时原已存在 

的烽火台与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而成。最初， 

修造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 

御城堡，随后用城墙把它们连接起来，便构 

成了长城。

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是楚国，约在公元 

前7世纪前后修建了长城。楚长城环绕宛城 

（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西、北三面而建，故 

又称“方城”。楚国长城西起今湖北省竹山县， 

越汉水辗转至河南省邓县,再北经内乡县，再 

向东北过鲁山县、叶县，南向过沙河至河南 

省泌阳县境止。此后，约在公元前6〜5世纪， 

齐国开始在今山东省境内修建长城。齐长城 

起于平阴县，东至胶县境内海滨。公元前4世 

纪前后，中山、燕、赵、秦、魏等国也分别 

在境内修建长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 

369年，中山国在今河北、山西交界地区筑长 

城，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至河北省邢 

台市以南止。魏国长城有两条，一为西长城, 

筑于公元前361〜前351年，南起华山之阴， 

西北行沿黄河西岸北行，止于今陕西省佳县 

境内黄河之滨。另一为南长城，又称“卷长 

城”，筑于公元前355年，起于今河南省原阳 

县境内黄河之滨，东行经原阳东南，过济水, 

至河南密县东北止。秦国长城修于秦昭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