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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五路山。汩汩武州水。此一山一7卜。古县武州之胜也。夫吾乡三屯。物

阜民淳．踞五路而滨武州．毗右玉而接攘城。钟灵毓秀．五路罐峰：人杰地灵。

左云骈乡。伊白元朝开疆，创卫所屯田，左卫右卫发轫初始。有明一代。屯田鼎

盛，军良商屯。连及武州．三屯之名。肇始于斯。由是计起．吾乡雄立左云走地

选七百春秋关I然则上溯原始。吾乡生民当滥觞于茗器时代。万年主前．鸿蒙初

辟．武州大地。林莽河清。古^一支．沿川^塞。偏爱吾乡山水，留住关山怀

中。凿石磨斧。秉果猎兽．繁衍种族，世代不毫。诚为吾乡氐之祖也。

夫吾乡文化古老，山川壮丽。五踌山雄，风光独秀，春来山花烂漫。秋至红

叶满山。神山圣山．五路古称；老王堂山．五路南首；黑龙王山。主峰摩夭。红

沙岩0．蜂窝山体．褐红奇崖亿年火山留遣存：官山石林．玄武熔岩。六棱柱石

直指苍天势峥嵘。浮石山村。古崖石窟藏神秘：何人开凿?朝代奠测千古谜。郑

门窑村。岩洞幽深。意口北崖穿山月夏。五里长洞匿马厩。登陟山巅。望群峰傲立

接夭际：土冢若峰。皆人工堆垒谁寡陵7陈家窑村，昔日乡址。仰首南山视野

阔。遣连处处诉沧桑。元人亮马台静卧冈峁。蒙古敖包坪碧草如茵。明代太边，

婉若长龙腾跃山昔逛西去：马市镇楼，犹如巨人矗立塞口雄姿威。市场城下，昔

日商贾口岸：蒙没互市．干戈化为玉帛。汉魏长城。逢远乡境。烟岗墩台遥相

望。烽火披烟传军情。城堡壁垒苍苔厚．黄土精魂诉千古。

建至战国。开边拓疆。起武灵王。胡服骑射．跃马驱驰，雁门郡立。筑武州

军塞．开雁门古道。五路山巅。红沙岩口。凿崖劈山。古道连通。太河口边汉塞



雄。榆林城下驿路穿。西连杀虎西口。直抵漠北五原；东捶武州险塞，肇系国都

京师。汉伐匈奴，唐征突厥。宋抵契丹。明击鞑靼，悉经五路西口通道进出也。

至若秦皇巡游。明妃出塞．卫青北伐。康熙西征，亦皆取道五路西口。

八台宁鲁口，风帚尤奇秀。小八迭岭．直攀危崖：耶酥教堂，名誉八方。旦

兵坟傲立孤峰，藏尸洞幽隐边，h。乡境之内。古墓座座．后八里汉墓两千载沉

睡范家坟都督．五百年长眠。

至若吾乡民间文化。尤为丰厚。千古传说，美丽动人。昭君出塞蹄窟岭，康

熙回师饮马泉。汉圪塔西山神仙洼．两仙翁奕棋址犹存。鹰王沟中夫妻树。殷殷

情津紧合抱。匈中泉水．地道矿泉。富含多种元素，味道清醇甘甜。孔孔碧泉，

汇涓涓细；采：丁冬潺．若丝带飘遣。

遥想革命年代。五路山根据地。红旗猎猎飘．民众抗敌勇。十二窑村，百亲

位烈士捐躯：样东梁上。赵明远县长殉难。三台村贺龙路居今犹在；四台墩杨平

烈士墓松青。后八里村，冯玉祥战壕幽曲．五路山顶，马旅长碉堡相望。

历史车轮象．]主事化烟云。喜看今日吾乡。二二八平方公里土地，山川I更

戋：一万四千口享朴民众，意气风发。吾乡历届公1F，高瞻远瞩，敢教日月换新

天：全民众志成城，斗志昂扬。苦战塞暑鳕寡园。放眼五路山野。披绿染红松杉

林莽莽。抓獾狼狍奔突。鹰鸠雕翱翔。风力发电站塔架林立。国际持措场鹿避难

飞。黄村，R库，碧波荡：差，星级宾馆湖畔立：十里河畔，松涛吟一昌，浑秘杨柳尽

染盒。新农村屋宇俨然。村村通公路相连。通信电力，网络交错：电视电话．遍

及山庄：便民越市。落户乡村。

丁玄孟春。县乡换届。乡府领导。喜就新职。初展鸿志，绘制蓝图。发展经

济．共逢和谐。弘扬文化。整修长城。带领全乡，奔向小康。待看明天吾乡。江

山如画。万象更新。赋者刘溢海，半生三屯居，宁鲁白烟墩，山川寓乡情。二

oO七年．冬月赋稿成。盛世词赋兴．付梓永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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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屯乡位于县城之北，东连管家堡乡，西接

右玉县，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毗

邻，南依云兴镇，东南接张家场乡。乡政府驻三屯

堡村，距县城12．5公里。全乡39个行政村，总面积

228．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0．83万公顷。现在的

三屯乡是于2001年由原三屯乡、汉圪塔乡、陈家

窑乡三个乡合并而成的。

明朝和清前期，原三屯乡为北西路和中路分

辖，原汉圪塔乡和陈家窑乡为中路辖地，民国年

间，是一、三区所属，原汉圪塔乡陈家窑乡是一区

辖地。抗日战争时期，三屯堡是日伪据点，靠长城

一带是抗日游击区，原汉圪塔乡和陈家窑乡，先

后属抗日民主政府左右凉县一区和左云县一区

管辖，是敌后根据地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

国建立初期，均为一区辖地，区驻地是三屯堡。

· 1953年划乡后，划成宁鲁乡，甘沟子乡，黄家

村乡，汉圪塔乡，陈家窑乡，辛窑子乡等7个乡。

1956年调整成三屯、黄家村、陈家窑、汉圪塔等5

个乡，1958年左云、右玉两县合并时为上游人民

公社，1961年两县分治，始建三屯公社、汉圪塔公

社、陈家窑公社。1984年改称三屯乡、汉圪塔乡、

陈家窑乡。2001年乡镇合并调整，这三个乡合并

后称三屯乡。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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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屯乡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

8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时初期的新石器时期

晚期。乡境内的关山遗址是最具代表性的遗

址之一。

关山遗址位于原关山村南的台地上，台

地东西是两条河，现已无水。台地南北长200

余米，东西宽约150多米，现为林地。台地上

曾出土磨制石斧3把，遍地布满了陶器碎

片，有红陶、黑陶、夹砂陶、灰陶，器型多样纹

饰各异，有云纹、兰纹、鱼纹、绳纹，花纹中有

印纹，也出现过刻纹。堆积量之丰富实属罕

见。据当年来此考查的中科院和省古研所的

专家判定，是古人类聚落之处，就是远古先

民们的村落遗址，早于8000年。

境内还有汉遗址多处，二台子村南有东

汉墓群。其墓地南北200米长，东西约60米

左右。地表无封土。上世纪80年代机耕时压

塌墓穴后才发现。墓室呈现圆锥形，穹隆顶

砖砌，随葬品简单，只有陶罐几个。现仍为耕

北部宁鲁敌楼两侧的山谷间，是北魏陵

园围墙和东汉长城与明长城的交汇处。三种

不同时代的修筑风格呈现在一处，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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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马道头，北有7j’鲁口。”这足对j々代左i这方

军事要塞南北两座雄关的精彩概括弓道头，以“唐大将

尉迟恭驰马奔跑到头．由此止步而返”的传说得靠，』{南

部紧连北宋杨家将屯兵险塞红羊峪，足进m左五的南郫

咽喉通道；而宁鲁则与马道头逅相呼应，为进¨{左百A

达内蒙的北部咽喉。“宁鲁”之名，初为“宁虏”，意山“希

望胡虏(古代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之蔑称)之骚扰j+

息。”至清代，汉胡民族关系趋于缓和．为小影响民旅f¨

睦，遂改“虏”为“鲁”(其它北部长城沿线的威鲁灭鲁

破鲁、镇鲁等诸堡亦如此)。如再往具体些说．⋯j+鲁”『_!l_

又有“宁鲁n”与“宁鲁堡”之分。其“几”往明长城下河符

要冲地段，昔日还住着一两户人家；其‘堡”则在“口”山

(南)四五里处。

由县城经古城桥沿左凉公路驱’北{r网十余甲，

便到了摩天岭下。这时，一座高大的黄土城堡便会进^

你的视野，这就是宁鲁堡．公路滑着占堡婀墙左曲右拐

进人黑龙王沟，而后叉盘旋而r直达海拔两千米的摩火

岭山巅。此时，当你站在山顶卜向南俯哩．一条旺庀般的

黄土高墙赫然人目，这，便是举世闻粥的万哩长城——

明长城。明长城由山海关适逢千里而来，到此后仍不妇l

疲倦地一直攀上这摩天岭，把整座tli岭一分为一一半

归山西，一半人内蒙。当你再细看时，那河谷之东Ii』坡K

城上一座碉堡般的砖砌台墩巍然矗扛，那．便是曾经为

胡人觊觎叉害怕的“宁鲁口敌楼”．明嘉靖隆庆年问经明

乇朝令准，这里曾开设有沮人’j胡(’时{：晕为鞑目I’j

瓦刺)的贸易“口岸”·j市，放亦称“r5 ni楼”，当地俗称

“宁鲁砖楼”。今砖楼下河谷卜游尚有个腻于内蒙“辖

的“马市楼”小村，是这处当年“边贸『I岸”的地名遗斜

蔼邈喾瞽蟹



不仅如此．在宁鲁夸楼(即镇宁敌楼)之北长城外(内

蒙境)尚有一座市场城，其遗迹尚存。此市场城与镇宁

楼关城以长城为中轴一南一北成一个横躺着的“中”

字(廿)。
此堡于2008年7月28It笔者与县政协主席阎荣、文

联丰席刘志尧陪同山西大学、山西省新科院一行8人

教授学者来左云考察明长城时发现。

山西大学76岁老教授靳生禾先生看后亲自肯定了

长城外的此小城为明代隆庆年间的马市遗址(市场

城)。此城与长城南侧的戍边关城(镇宁敌楼关城)大

小相仿(内部东西墙距为30步)。遗址四墙呈一人高的

大圪塄状(南墙即明长城)，南北稍短，呈长方形，“城”

内今为荒山坡地，稍倾斜。

由市场城西行．下到谷底，再沿西北坡长城爬到摩

天岭的内蒙与山西界碑处，此时．你若是放眼再向南

方山麓俯视，宁鲁堡已骤然变小，成为一方小棋盘躺

在山下。就是这～口一堡，曾经是多么声名显赫地扼

守着古代左卫(左云)乃至怀仁、山阴、应州、朔州、马

邑等诸州县的北方门户。

史载，宁鲁堡筑于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

万所元年(1573年)包砖。既有宁鲁口敌楼扼守其险，

为何还要在此筑堡9原来．这里山高谷深．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明代时，北方的鞑靼瓦刺更是频繁地由此进

入雁北乃至越沟注(今雁门山)直达中原。因之，为加

强防卫，明王朝叉不得不在长城内侧又增筑一系列边

堡，宁鲁堡便是其众边堡之一。宁鲁堡叉称“西堡”，这

是相对于其东部的威鲁堡而言的。此外，它尚有“施家

堡”之男U称i当年的宁鲁堡远远望去，与其它边堡并无

多少差别，都是砖包的城墙．整齐的垛口，可只要你到

近前一看，便会惊奇地发现．这宁鲁堡墙的根基下竟

是用巨大的棱柱石(六棱或五棱)垛砌而成。这种青色

的长条石造型之奇特简直令人惊叹不已。它们完全是

规则的棱柱状，长四、五尺，横截面呈多边形，每块条

石线条清楚，棱角分明。你若问当地老乡此石来自何

方，他们会告诉你，此石产自关家山，一些长须老者或

许还会给体讲一个“神羊驮石修宁鲁堡”的传说故事

哩。

关家山在宁鲁堡西南方约七、八里处。上世纪八

十年代，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

址。然而，在地质学家眼中，这些石器遗址又算得了什

宁鲁口兵尸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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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更为看重的是这座完全由棱柱石聚成

的山体。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北长春地质学院

的一支勘测队曾来到这里，考察过这些奇特棱

柱石的戚因。原来，这鬼斧神工般造就的完全

由棱柱石码成的山体竟是火山的功劳。这种在

地质学中称为“柱状节理”的奇特岩石，是火山

爆发熔岩冷却后留下的杰作。据地质测定，大

约6700万年前的第三纪是雁北火山活动期。其

时，大同地带的多座火山先后喷发，熔岩冷却

后逐渐收缩结晶成大量熔岩柱体，使亿万条坚

硬的熔岩石柱突兀于山峰上。再后来，经过地

壳变动以及地层的升隆，那一排排竖直的岩柱

便形成一堵堵石崖或片片石林。
如此优良的石材在经历了多少万年的风

雨沧桑之后，竟依然矗立在关家山而未被发现

与利用。终于，“慧眼识奇材”。大约是在砖包宁

鲁城墙时，为了寻找基础石，有哪位戍边将领

或工头来到这里，他一定为这奇瑰壮观的石柱

林所惊异不已．遂是机一动，决定采此优良石

料来做宁鲁堡之基。但关家山距宁鲁少说也有

七、八里，若在今天有汽车、起重机的时代看

来，搬运这些石料并不算多难，可在四、五百年

前的明代，其时的运输工具最好的不过是马

车，要搬运如此笨重叉数量巨大的石料谈何容

易·可当地至今流传着的“神羊驮石”的传说，

竟使那些石料让一群神羊一夜间便从关家山

驮到了宁鲁．据传，在修宁鲁堡时，一位戍边总

兵看准了关家山的棱柱石，便下令让工头带领

原因，众人如实相告：老者听罢只是微微一笑

道：“嘿，这有多难，我这么一大群羊还怕帮不

了这个忙t”众人听罢都认为老者在说瞎话，便

不再搭理他。可哪知老者却极认真地道：“请诸

位大人放心，我分文不取，保证这些石料运到

工地不误工期。”众人听罢仍不“为然，心中焦

急如故。到了次日，正当众人仍为运料发愁时，

忽有人从关家山采石工地传来话，说是采下的

石料一夜间竞不翼而飞。众工头哪能相信，急

忙飞马到工地一看，大家都傻限了：这里哪里

还有石料!只留下一片空地和些采石碎碴，其

中一人猛然间想起昨日那放羊老者的话来，遂

恍然醒悟：“莫不真是那群羊帮了忙·”急派人

飞马到宁鲁堡查看．很快便传回话来“关家山

采下的石料已经全部码在了宁鲁堡。”至此，人

们如梦方醒，才知道是那位化装成羊倌儿的神

仙帮了他们的大忙。其后，宁鲁堡包砖r程提

前完工．那位总兵得到皇上的嘉奖，可岂料在

庆功宴会上，那总兵竟因饮酒过多狂笑而死．

他去世后人们便把他就近安葬在那长城下．至

今，那座土堆高大的总兵墓仍屹立在宁鲁北山

八台子村后的长城边。

这，便是神羊驮石修宁鲁堡的传说：传说

毕竟是虚构的故事，至于那些巨大的棱柱石究

竟是如何运到宁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靠车

拉．但古代的马车能否拉得动那么重的石料．

不得而知。而更多的人则说是在冬天洒水冻成

冰道．从冰道上拉运 如今，四五百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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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见过逶违挺拔的北京八达岭长城，

有谁来过左云与凉城交界处的宁鲁堡身后的

小八达ll争长城·从大同新荣区起，一直沿管家

堡戚鲁．进人i屯乡八台子、宁鲁堡村后，只
见群山连绵、山峦起伏，长城宛如一条蜿蜒曲

折的巨龙，横亘在人们的跟前。

这条巨龙跨洞跳峡，展转腾挪，时而攀上

高人云霄的摩天岭，时而跃下平顶山后的黑龙

王沟；时而爬上五路山上的高峰，时而隐身于

陈家窑的村后．一路蜿蜒西去，一直奔向远方、

拜向天边

长城，中华民族的骄傲，文明悠久历史的

象征，世界文化的遗产，多少诗人赞美过它的

雄奇，多少歌唱家讴歌过它的壮丽。它的存在，

昭示着中华民族永远挺立于世界之林，揭示着

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和抵御外侮强大的实力。

然而．看似伟岸的长城，在它的背后和身

下却有无数凄逃的传奇和旷世的惨烈。它的修

筑．既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高度智慧和无限创

造』J的结晶．又是封建王朝横征暴敛，对生命

残酷奴役的见证。

一段长城，就是一段历史；整条长城．就是

整个华夏的历史。风沙雷雨剥蚀着长城．修筑

长城人的后代们毁坏着长城，直至这条巨龙体

无完肤，脱皮掉鳞。纵然如此，宇航员们飞人太

空，用肉眼观察地球．长城是他们唯一能够看

见的标志。在世界八大奇迹的排名中，长城始

终名列榜首。在世界数不胜数的旅游景点中．

中外游客首选的地方是到长城一游．长城又名

列榜首．

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些自诩为

龙的传人曾经白毁长城，端着银碗讨饭吃。他

们不但拆毁城砖而且在长城脚下开了一座座

砖窑，原材料就是城墙，真可谓聪明绝顶，选择

了这么一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之山。

这年夏天，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或许里边

还有教授或更高学历、更专业的考古工作者。

他们从山海关徒步出发．肩背行囊，风餐露宿，

一路风尘f1"4h，考察长城和长城边的风土人

情；走人县境的第一天，他们看到了一段保存

如此完好的长城，不由大呼小叫，欢欣鼓舞；第

二天再向前走．却见远处狼烟滚滚．人流涌动，

一霎时以为回到了兵戈撞击的远古，不由大吃

一惊。近前一看，一段长长的城墙已被拦腰斩

断，不堪入目；无数的古城砖早被当地居民背

回家中，砌了猪圈、厕所

至此，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条消息，看到的

人无不扼腕叹息捶胸顿足。一霎时，全国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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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强烈呼吁．长

城边的人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痛悔，下定决

心保护家园，保护环境．维护好身后的这条巨

龙。他们痛定思痛．将功补过，在长城边广植草

木．严禁放牧。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长远的战略

目标．拟在长城脚下建设一座自然生态园林

区，开发旅游业；对五路山上的住户进行移民．

封山育林，建设一座国际猎场 十几年来，

他们卧薪尝胆，终于将漠北的风沙阻挡在长城

外边。站在任何一处山峰上观望，只见白羊大

地上紫气腾岚、一派葱茏．一条巨龙游动在森

森翠绿之中，各种鸟儿婉啭啼呜，羚羊山鸡欢

跃飞奔．

进入2007年．位于长城脚下的i屯乡政

府新一届领导班子高瞻远瞩．决心修复长城，

修复箭楼．修复烽火台，恢复／b／k达岭长城的

巍峨壮观，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大的经

济实力支撑啊!这无疑需要各方有识之上的大

力宣扬和广泛支持!但愿=屯乡政府在长城上

做出新的文章，让万里长城水远辉煌!水远不

倒!

●刘仲刘志尧

左云县境内给我们留下了=个朝代的长城遗

址，这i个朝代就是东汉、日月朝和北魏。在地图七．

我们看不到东汉长城，只能看到明长城=明长城成

为内蒙古与山西省区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左云与

凉城县的自然分界lj}．而左云县境内的明长城主

要分布在管家堡乡和i电乡，

明长城称之为大边，在县境内保安村东北笛

公里处人境，向西蜿蜒至五路山的二十边村鹾卅

境进人右玉县境地．全长43公里．长城边墩72

座。沿长城座落保安、黑土口、徐达窑、威鲁、j台

边、八台子、宁鲁、六墩沟、十二窑、二十边等十+个

村落。其中八台子、{噜、六墩沟r二窑和二f边
为j屯乡所管辖，长约23公里二在j电境内的边

墩、烽火台．可谓星罗棋布，除长城35个边墩外，

另有白烟墩．则楞坡、刘家窑、i台子、二台子等烽

火台二十余个；宁鲁ISl,{副／塞要隘。其々鲁口山上

的摩天岭和八台子附近长城堞垣崇隆、烽堠峻整、

墙体完好，雄险壮观．称“小八达岭长城”。宁鲁口

还保留了县境内唯一的砖包箭楼边墩，是I¨西500

公里外长城唯一的一座箭楼．在民族和平交融时

期，这里叉是内外商贸交流的茶马互市，因此叉称

“马市楼”，为后人了解长城建筑留下了可贵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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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边之南是二边．或称小边，是东汉长城。这

后来的朝代就是北魏。只有它所修的长城不叫长

城．而叫做畿上塞围。

王莽篡汉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新”
推行了不少不合时宜的改革措施，激化了阶级矛

盾和民族矛盾。不但少数民族纷纷脱离中央省地
汉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原来的西汉贵族也强烈地

反对王莽的统治，加入了义军队伍。刘秀以汉皇室

的名义，口夺了领导权．平定了各路义军，建立了

中央政权。但是，经过长期的战乱，东汉国力锐减，

于是，边界南穆．丢失了西汉王朝北方的大片疆

土=当时活动于河北北部和内蒙辅部的乌桓，给
东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在建武21年命伏渡

将军马援率骑兵j千，“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

障塞。”即设立屏障．就是修筑长城要塞，驻军守

成

在十里{州t．从张家场乡猪儿洼村起，分南北

两支向西北延伸的两条长城遗址，就是那时的产

物．现仍十铆青晰北支经长城岭巾厂子、后辛庄

至‘j鲁堡，长约12公里，其南支经张家场、田村、

施村向北延伸至宁鲁与北支会合，长约20公里。

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硅天兴元年(398)迁都平

城．经明元帝到太武帝的四十八年的发展，京畿之

地相等裴荣=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为确保畿

内立定，“一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修筑畿

}塞罔：它东起卜辑，西到于河、广袤皆千里：”塞

闹f嗣罔r河北省的北部与山西省的大同、朔卅l两

市的全部成为后来在这一区域内独有的内外长

城的基线．

明长城始筑于洪武十四年，在宣大段基本上

是沿着塞围的走向修筑的。在左云包括=屯乡的

部分段落还可找到长城座于其上的痕迹。大同．古

为代郡，朱元璋十三皇子朱桂册封为代王，因之大

同设藩，成为代王驻地。为了确保藩王的安全，所

以在大边之南又筑了二边(也,q／l,边)，这是护卫

大同的第二道屏障。

据有关史糊拭．从明正统二年起，宣大诸边
经过=次较大的修筑。这里“宣”即宣化府．“大”是

大同府，驻两府总兵皆由宣大总督，其辖之大边，

东起宣府西阳河，西至大同西路偏头关的老牛湾，

全妊980余里。

县境内的墩台．不算长城边墩，现在尚存的还

有百余座，而三屯乡几乎占三分之一=这百余座墩

台中多数是接火台，也就是专为传递信息的烽火
台：它们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与周边邻县

烽火台相接，在紧急状态时，点燃台上的柴粪，黑

烟垂直升起，很陕就可把信息传到远方．得到较及

时的救援，这类烽火台没有其它设施，只在台下留

—拱形小门直通台上。通常种叫铺墩的墩台，它

是为驻防的兵卒建的，这一种墩台一般台外有高

墙围起，留一门，台上建庐，可驻兵和储备粮食军

器。在明代左卫与云川卫共辖50个铺，每铺驻骑

兵1人，步兵4人。在境内原应有97座接火墩。边

墩72座。72座边墩中．只在保安口、威鲁口、宁鲁

口附近的边墩包砖并建庐，边墩上建庐是在嘉靖

二十二年后接受了修铺科臣的建议修筑的，宁鲁

的砖砌烽台，便是这一时期建造的。

在这次修边之前，为加强边防，先在沿边增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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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城堡。如r鲁堡即是，后为r加强防御能

力，又都增筑了关城，这是边塞城堡的又一特色，

在内地尉R少见到的。这些边堡驻防，明代以前尚
难弄清．但情政府以后的驻军，在县志里略知

二，由各堡所设武卫即知，左云境内边上三堡，威

鲁设千总，宁鲁与保安都设把总。

自清入关后，版图空前的统一，原长城一线再

不是边防前线。所以，边堡驻军头月官衔的高低已

不再能说明驻军的多少，只能表示一种隶属关系。

清道光元年．助码路兵员总额也不过790名，分驻

于左卫、高山、助马、威鲁、宁鲁、保安、拒f J两城五

堡；而在明代却驻有大同左卫和云JI『卫军卒就达1

万多兵员．每卫原额5600人，分驻于沿边各堡和

交通要冲之处，担负着像呦境,N保t0地方的责
任。县境内除沿边各堡外还有不少城堡'现今已多

遭毁坏，幸存下来的已很少了。即便是留下来的．

早已面目全非．没有了当年浓重的军事色彩，不是

成了居民点．就是成r空堡、废墟和粮田。

明和清前期．沿边所辖边长及驻军边墩数，宁

鲁堡分管边长19．9里，驻军边墩33座，清初驻军

边墩11座．当时境内边墙总长度565里。境内边

墩73座。可见宁鲁堡所占军事位置的重要。

在左云县境内．共有古城堡一十多座，_：屯乡

占有五座．即榆林城、阴城、镇宁关城(马市楼j、‘J’

鲁堡、=屯堡。榆林城遗址在村町丌村南榆八#目地
面，为北魏城．县志没有iC载．当地村民有拆榆林

建右卫之说．宁鲁堡始建于明嘉靖叠卯年(1543)．

砖包堡墙于万历癸酉年(1573)堡嗣27里．高3J

丈．南门设南关，，b,gfl城。一屯堡始建F明隆庆

：年(1569)．万历二年(1574)r砖包堡墙。堡墙高3

丈5尺(1 1．7米)，周围二百步(33321米)。设

东门一处，是明大同边中路边堡之一．

除军堡之外，县境内也有不少民堡．

所谓民堡是指那些非军事目的的民建城

堡。建筑之地一般人VI稀少，地处偏远，匪

患较多。为l七·些大户．为了自身的安全．

修筑小嘲曼来保护自家及村民．像黄家店

村和东红崖等地的堡子就属这类．

此外，城南的马道头村有一座圃堡．周

长约1里多，墙高3米．墙厚10水．西南开

设堡门，并设瓮城重¨。这种圆形堡在国内

是少见的：马道头紧傍塞北通往雁门的通

衢大道，历来是军旅商客必经之路，也是茶

马古道和军事驿站，地理与地形位置十分

重要，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此地建堡有着

驻兵和留宿商其叵的双重作用．也为商畈H{

走宁鲁口起到减压和缓冲作用具有一定

的研究价值和游览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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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岭与小／＼爱

长城，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的建筑奇

迹。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着向往观赏长城的

梦想和冲动。

然而，最叫人激动的还是八达岭长城。观

赏登临长城为啥会使人激动，这似乎是一个复

杂的心理分析．

在我的家乡，也有叫人们冲动的一段长

城，那便是被人们称作的摩天岭长城和小八达

岭长城一

摩灭岭长城和小八达岭长城筑在i屯乡

血路ElII二：

如果你从东面的109国道同左公路或是

从南面的208省道走进左云地界，映入眼帘的

首先是西北面的高山，这便是i屯乡的五路

III fi路Ih属阴山山脉，是左云县的天然屏障。

就在这‘矗路【lj}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蜿蜒起

伏盘绕在崇山峻岭上，气势十分雄壮小八达岭

长城了，尤其是小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峰耸立着

的墩台，气势雄浑，巍然挺立，那似乎是民族精

神的象征?以顶峰墩台为界，延伸下去，再攀到

f【l崩的长城便是摩天岭长城了，这段长城隔涧

相望，莽莽苍苍，肃然矗立，气势更为壮观。

小八达岭长城，在我小时候对它就有了深

刻的世忆，它几乎天天在我的视界中。西面的

II m那样高，III峰又那样多，可惟独小八达岭长

城给我以心灵撞．打：攀越d,A达岭长城是我从

小要网的梦?

也不知是交通不便，山势陡险，还是我吝

惜H,-II'自】，这个梦一直难以实现，直到2007年夏

季，我才有机会攀越了这段长城。

那天卜．午10时，我到了八台子村。八台子

●刘志尧

村是／hi～,达岭长城的东起点。

夏季烈日高照，顶着炎热的烈El攀登长

城，那是对毅力的考验，也是我迫切的心情，因

为长城早给了我心灵冲击，现在到了长城近

前，激动之心难以抑制，遂向长城顶端慢慢攀

去。

长城，只有到了近前，才能看到它的古老

沧桑，才能欣赏到它的古朴雄浑。小八达岭长

城，依山势向山顶盘绕延伸，真乃陡险，危乎高

哉。长城上长满了鲜苔和杂草。隔几百米便是

一个墩台，高大的墩台镶嵌在长城上，似乎更

锁定了长城的坚固和雄传。墩台腹中是空心

的，可从空心腹中沿台阶一直攀上顶端，墩台

还有营卫的痕迹，因为那围墙以及同墙的门还

在，这墩台在当时是要驻兵戍守的。

由于山势陡险，又攀在长城上，更显吃力。

当攀到第三个墩台时(从八台子村算起)，墩台

更显完整，腹里台阶早已堵塞，从四周也无法

上去。这时正遇一羊倌过来，他说，这墩台上有

一口大缸，当年不知是放油的还是放水的。他

说他们小时候经常上去玩耍，那口大缸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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