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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述祖同志在山海关文物保管所工作多

年，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多次接待国
内外专家和旅游者的采访。《山海关长城志》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它以具体翔实的资
料，记述了山海关长城的历史和现状，对于研
究地方史志和地名考证，以及帮助国内外游人

了解这一著名胜迹，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征得

作者同意，将其付印出版，奉献给热心的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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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所创建。几
“千年来，屹立于崇山峻岭之上，穿行名山大川

之l++--j，其创建之艰苦，工程之浩大，为人间所

罕见，世界所稀有．历代史书，方志的记载颇

’为详尽。
“

， 、 ，
．

由于人世变迁，时间推移，古人之卓越成
’

就，历经风雨侵蚀，战争损毁，欲寻本来面
目，已是不可多得。考诸史册，缅怀往昔，古

建雄姿，历历在目。然而目睹现状，则不禁有
沧桑之感。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有的则已荡然
无存，保存原观者为数已不甚多·。为使往者可

鉴，来者可追，对长城的历史与现状，不可无
士 、。

J心。

秦皇岛市辖境内的长城，系属明长城的东

部起点，总长四十八华里(不包括市属县)，

为明长城的精华所在。自洪武初年始建以来，

至今已达六百余年。方志虽有记载，然而几经

门，，
少



沧桑，变化颇大。原观如何，今人不尽详知。
随着时光的更替，恐若干年后，即知者亦将成
为不知。。因此，据诸史册所载，并对现状加以

考察，或存或无，用文字、图表、照片记录下

来，以供来来参考。

本志着重记述了秦皇岛市境内长城的历史
沿革、地理形势、。城池关隘、名胜古迹、管理

维修、现存状况，。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 军

事、文化等。
’

f
1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秦皇岛市地名办公

室热情支持与帮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通审了

全书文稿，对内容、文字和编排体例提出了具

体修改意见。j谨此表示谢意。
’

由于史料所限，实地考察还不够细致，不

足和谬误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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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第 一关

(正文第20页)



角山长城鸟嗽

(正文第44页)

长城起点

一一老龙头

(正文第27页)

矽



角山长城

——敌台

(正文第52页)

威远城现状

L正文第30页)



孟姜女庙

(正文第38页)

2墙千烽火台现状

(正文弟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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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史沿革

修建历史

当我们登上万里长城，南望波涛汹涌的渤海，北望峰峦起

伏的燕山，雄伟高大的长城随山起伏，像一条长龙蜿蜒而

去，使我们不尽想起修建这一伟大建筑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光辉艺术成就和惊人的毅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象征。 ·

修筑长城的历史，考诸史册，记载虽多，然说法不尽一

致。《临榆县志》载·
’

“长城始于燕，历代筑之非一。(／史记》燕筑长城，自

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郡以拒

胡。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正

义》引《括地志》：长城起氓山西十二里，东入辽水。齐显祖

天保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至恒州九百

余里。七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后主天统元

年，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斩山筑城，

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发山东诸民修筑长

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六年二月，

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

城。长城之见于史者如此。今人言长城必目秦时筑，考之晋



太康《地理志》·长城起乐浪之碣石山。《魏书》长孙陈传

为羽林郎征和龙城，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陈击退之，追

至长城下。是长城在龙城之外。而《通典》六言，蓟州北至

废长城塞二百三十五里。然则今山海关之长城，乃徐魏公所

筑之城，非古之长城也。"(旧志)

又载。‘‘《明史》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

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宏治中，蓟辽巡抚洪

钟筑边墙，自山海抵居庸，凡二百七十余处。隆庆中，军门

谭纶请筑敌台三千，自居庸东届山海。"。
。

(<山海志》·矗旧长城在关东北，延袤西北，相传为秦

将蒙恬所筑。" ．．

’

壬朴《长城考略》说·“史载燕秦所筑长城，皆至辽东

界。晋太康《地理志》：长城起乐浪碣石山。《魏书r·长孙

陈传》·陈征和龙，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陈击退之，追

至长城下。是晋魏以前之长城，起乐浪而历和龙，去此尚远

也。至齐天保七年，始易辽东，而日东至于海。齐后主天统

元年，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斩山筑
城，置立逻戍五十余所，长城之筑于山盖自此始。厥后周宣

帝大象元年言修长城(原注t周纪修长城，立亭障，西自燕

门，东至碣石。时辽东渐没于高丽，此即指平州之碣石，非

复乐浪之碣石山矣)，隋文帝开皇六年、七年，皆言修长

城，特因其旧而理之，未尝更筑也。唐室所患在节镇，不在

边防。五季以后，东北陷没，长城沦于异域，又皆未尝修筑。

然则今之长城，皆北齐旧迹，而周，隋修之者也。特其距海

之处，今不可考。按《辽史》统和四年，以古北、松亭，榆

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此虽未明言长城，然榆

2



关与古北、松亭并举，则是数关皆附长城，故为商旅通衢，

而立征税。迄历金、元，旧址湮没，始不可辨矣。由此推之，

长城距海之处，古之临渝关，适当其阏。是以《郑氏通志》

云： ‘汉蕃为界，临渝关宜在今抚宁县界。至山海关之长

城，则即志所言，似无可疑．’"

根据县志记载，考诸史册所书，我们可以看到，长城的

工程浩大不仅世所少有，其修建历史之悠久，也是世所罕见

的。总的说，自开始修长城到明代末年，一直延续修筑了两

千多年。 。

修筑长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至七世纪。那时

正当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当

时的齐、楚、燕、秦，赵、韩、魏等诸侯国，为了抵御匈奴

族的侵扰和邻国的纷争，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高大的城

墙。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于是派大将蒙恬

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把原有的燕，赵、秦长城连接起来，

并加以增筑和延伸，于是形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

县)东至辽东，延袤万里”的万里长城。
‘

西汉初年，匈奴族东山再起，又不断南下骚扰。汉武帝(公

元前140—87年)任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等，先后征战十余

年，终于取得抗匈斗争的胜利。为了加强战备，．“长治久

安”。，重新修缮了秦长城，并增筑新城，向西延伸到酒泉、

敦煌以西。作为前哨阵地的屏障，更向西排列到盐泽湖(今

新疆罗布泊)，骑燕然山(即杭爱山)，越内蒙而东，直达

黑龙江的西面，它是我国古代修筑的最长的长城。 、

到南北朝时代，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代，都先

3



后修筑过长城。 ．

关于北齐长城的修建与走向，在《北史》中记载：“齐

显祖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

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七年j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

于海。"《临榆县志》中也说：“铁雀关，在鸭水河庄西山

上，南达角山石台，北连长城寺，为长城最古旧基。．”以上

这些记载，虽不够详尽，但把北齐修建的这条长城大体记载

下来了。近人王国良在《中国长城沿革考》中，则有了比

较具体的记述，他说：“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从今山西离

石县西北黄栌岭(北齐西汾)起，北到朔县西废武州界之

社平戊，折而向东，斜经大同西北之总秦戍，再向东行，

入河北省界，至赤城，一转而向南，至居庸东，又转向东，

而达渤海北岸山海关，纵横三千余里的大长城，曾经北

齐修筑或增筑，秦汉旧城，又换一副面目了。?这段记述，

．总算把北齐修建的这段长城的走向勾划出来了。但具体座落

在秦皇岛境内的北齐长城，它的走向、结构和现状如何，原

来是不清楚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曾傲了一次初步的

调查访问。 ．，

一

；
． 。

、-、

经过实地考察，初步探明了秦皇岛和抚宁境内以及青龙

县境内的两段遗址。其中：

从角山北坡上老龙台(海拔355米)经鸭水河、南刁部

落、北刁部落，过石门寨、上庄坨，再沿石河西岸，穿过黑

峪沟，基本走向是从东南到西北。城已塌毁，但城基边缘砌石

还在，基宽三至四米，毛石黄土结构，高度已不可见。铁雀

关遗址在鸭水河村西南，遗址占地面积，东西长宽各四十

米，也是毛石黄土结构，这是考察的中段。

4



从老龙台主峰顺坡南下，过石河，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段长城遗址顺山势再上高峰，那就是山海关城北的后角山。

这是南段。 ‘、 ，

从黑峪沟向北，到花场峪一带，现在还有高两米、宽三

至四米，长约五百米的城址。这是北段。再向北的遗址，尚

待继续考查。至于从后角山到渤海之滨的这段遗址，就找不

到了。据当地老年人谈，有的说，在姜女庙西，沿八里铺、

边墙子村一带，．曾有“红墙子"的传说，但遗址已难寻找。

有的则说，从角山到老龙头的这段明长城，可能利用了北齐

长城旧址。 ， ，

继北朝之后，隋、金等王朝也都修建过长城。

明朝是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长城防御工

程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北部有蒙古

族势力的残余，之后，又有东北女真政权的崛起。所以从洪

武八年(公元1375)起修筑嘉峪关附近长城。从洪武十四年

(公元1381)起，派大将军徐达改筑以山海关为起点到居庸

关的这段长城，并新建和重建了许多长城线上的城关要

塞。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期，为防御蒙古贵族的骚扰，戚继光

任蓟镇总兵时，继续加固和改建了原有长城，在从山海关到居

庸关120，0多里的长城上，修建敌台1017座。现在我们登临的

长城，就是明朝在历代长城的基础上增筑和重修的。这条长

城东起渤海之滨的山海关，经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

西、内蒙古，宁夏，直到甘肃省的嘉峪关，横亘八个省、市、

自治区，全长六千多公里。规模浩大，工程艰巨，是我国古

代各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上伟大工程之一。

明代为防备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各部的侵扰，在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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