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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文物局《中国长城保护报告》
认定，辽宁的长城资源点段数量在长城沿
线 15 个省（区）中位居第五位。历史上，共
有 10 个时期的政权在辽宁修筑过长城。
辽宁地域长城规模之大，类型之丰富，称得
上是“长城资源大省”，记者整理出辽宁历
代长城的概况。

辽宁历代长城总长度将近2500公里，共
分 10 个时期，分别是：战国燕长城、秦长城、
汉长城、晋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长
城、高句丽长城、辽代长城、明长城。

燕秦汉长城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满汉
营子村以西分为南北两线，北线为燕北外线
长城和秦长城的走向，在辽宁域内较短，遗
存较少，从内蒙古进入北票、再入阜新；南线
为燕北内线长城和汉长城，从内蒙古进入建
平，又进入内蒙古的敖汉旗，再进北票、阜
新。两道长城在阜新的满汉营子村交会。
长城继续向东，途经沈阳、铁岭、抚顺、本溪、
丹东，直抵黄海之滨。

晋长城和北周长城位置走向大体相同，
沿用燕北内线长城部分段落，其东端终点位
于锦州市笔架山一带。

北齐长城和隋长城位置走向大体相同，
沿用燕北内线长城部分段落，其东端终点位
于绥中县止锚湾一带。

辽代长城虽短，仅有 7.5公里，但为辽宁
独有，位于大连市。

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遍布于辽宁的葫
芦岛、锦州、鞍山、盘锦、沈阳、铁岭、抚顺、本
溪、丹东各地。东端终点为丹东市区东的鸭
绿江畔。

辽宁长城知多少
本报记者 王岩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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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见的记录燕国修建长城的文献
为《史记》。《史记》载：“燕亦筑长城……以
拒胡”，但燕长城在辽宁具体分布在哪儿，
一直没有准确说法。

上世纪4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文
信在考察时，听到当地人说建平县老哈河
东西两岸有很长的“老边”。李文信历时两
年终于确定了燕长城的部分段落遗迹。

1994年，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在北票市的考古调查中，
再次发现了燕长城的遗迹。这次发现，也明
确了燕长城在辽西地区的走向，即从内蒙古
进入我省的建平县，向东再次进入内蒙古，
然后进入北票市，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向东
延伸至辽东地区。

冯永谦说：“燕长城修筑于秦开却胡之
后，秦开大破东胡后，燕国开始在东北地区
设置郡县，筑长城。燕国最先修筑的就是
这道经建平和北票的长城。后来燕国在百
余里之外的北部地区又修筑了一道长城。
燕国修建两道长城显示燕国疆域的不断扩
大、国力日渐强盛，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
的地位也得到确定。”

据介绍，这两道长城被命名为燕北长
城，其中北部叫燕北外线长城，南部叫燕北
内线长城。记者看到，在我省保存较好的是
燕北内线长城，如建平县烧锅营子乡的燕长
城，北票市北塔镇、台吉营乡等地的燕长城。

朝阳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周亚利介绍，位
于建平县烧锅营子乡的燕长城墙体清晰可

见，部分墙体高约 1.2米，多为土石混筑结
构，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燕长城北票段的部分区域，记者看
到这里的地势相较于烧锅营子一带的燕长
城更加险要，沿着山势从山脚直接修筑到
山顶，但因缺少石料，更多为土筑，在部分
地段还能看到深深的沟壑。冯永谦说：“这
些沟就是当年修筑长城取土后留下的，沟
的旁边就能找到长城的墙体。如果发现某
些地方土质颜色较深，从远处看就像是在
地上画了一道长长的黑线，那里很可能就
是燕长城留下的痕迹。”

据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宝玉春介绍，北
票市共发现燕长城遗迹14段，城址4处，哨
所1处。

燕国修筑了南北两道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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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中，常常把燕、秦、汉长城放
在一起研究，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被认
为是中国长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也被世
人所熟知。

冯永谦介绍，仅就辽宁范围内的燕、
秦、汉长城来说，秦在燕长城的基础上修筑
了秦长城。汉长城也是如此，借用了燕、秦
长城的基础。所以说燕、秦、汉长城的走向
相同，位置相同，可以说是同一条长城。

“略有不同之处就是，燕国在西辽河流
域修筑了一南一北两道长城，而秦代万里长
城沿用的是燕北外线长城。燕国修建的南
北两道长城大体上都是东西走向，自西向东
汇合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满汉营子村一
带。”冯永谦详细解释，“因而，从燕长城进入
辽宁的建平县算起，一直向东延伸到阜新县
的满汉营子村为止，这一段的燕长城与秦长

城并无关系，称燕北内线长城。而从满汉营
子再向东的长城就可以称燕秦长城。”

西汉时期，汉武帝沿用了燕北内线长城。
东汉时，也曾使用燕北内线长城，但因东汉疆
域缩小，所以只使用了其中的一段。后来的
西晋、北周、北齐和隋等时期也使用了燕北内
线长城的部分段落。燕北内线长城发挥作用
的时间断断续续持续了近千年。

据了解，燕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在辽
宁7个市的十余个县（市）都有发现。自西
向东算起，分别是朝阳、阜新、沈阳、铁岭、
抚顺、本溪、丹东。从地图以及现存的部分
长城遗迹点段可以推断出，燕、秦、汉长城
曾在辽宁大地上纵横千里连绵不断，于山
岭田野间盘旋起伏，其景象气势磅礴，巍峨
雄壮。

随着燕长城的修筑、设置郡县，辽地形

势趋于稳定，百姓生活安宁。燕国军民大
量迁入辽东，燕文化开始大规模向东北地
区输入，而这一过程延续了很多年。

燕国占据辽东后，开始大规模地开发，
燕人被有组织地迁到辽东，称为“燕人北
迁”。燕人的北迁真正改变的是东北地区的
人群组成以及文化层面的影响，燕文化基因
从而扎根于白山黑水间。历史上，燕人最后
的北迁发生在燕国末期。荆轲刺秦失败后，
燕王喜、太子丹开始逃往辽东，随行的高官、
贵族、平民、士兵多达十几万人。

自燕国修建长城，设置郡县，迁徙人
口，发展辽东以后，辽东便成为一处人们安
居乐业的热土。秦汉相交之际，天下大乱，
百姓流离失所，逃往辽东成了很多中原百
姓的选择。汉末三国，中原地区再次陷入
战火，辽东再次成为百姓的避难之地。

边疆稳定引发移民浪潮

燕国的东北部边疆——辽西郡和辽东
郡因长城的修建逐渐得到了开发和发展。

冯永谦提出，长城的修建保证了燕国
东北部的安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军事
工程。但更不容忽视的是长城对当时其沿
线各个民族所起到的团结和纽带作用。

冯永谦说：“长城的修建保证了燕国北
部边疆地区人们生产生活的安定，保护百
姓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这是长城在军事
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冯永谦认为，除了军事功能，更重要的
是长城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

在没有长城的时期，游牧民族生活在距
离燕国边界很远的区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互相之间的安全。燕国军队不会跨越很远
距离去攻击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也不会轻易
对燕国进行侵扰。这样就使得燕国的东北
部边地形成一道宽阔的无人居住地带，虽然
那里土地肥美，但百姓也不愿到安全得不到
保障的边地从事生产生活，而长城的修建则
解决了边地无人定居这个难题。

长城修建完成后，燕国有了明确的边
界线。燕国也在靠近长城的沿线地区建郡
县。如已经发现的辽东郡下辖的望平县，
城址就在今天的铁岭县新台子村附近，那
里离燕长城很近，只有几公里。

有了长城，有了城市，有了军队的保
护，很多燕国人开始来到长城沿线地区居

住，长城沿线地区因而得到了发展。同样
在长城之外，游牧民族可以在长城边地放
牧了，只要不越过长城，燕国的军队就不会
攻击。从地理距离上看，民族之间拉近，互
相之间开始逐渐了解，往来也频繁了，甚至
还有了成规模的贸易。

这在长城沿线出土的众多文物可以看
出，文物中既有武器类，更多的是百姓生活
用具。

“长城的修建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燕国在公元前 222 年就灭亡了，但后
来的大一统王朝秦、汉相继建立，中原王朝
强大的影响力令四方臣服，长城的作用也
更加凸显。”冯永谦说。

一些亲近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部落
更愿意来到长城脚下定居。比如秦、汉时
期的鲜卑、乌桓等族，他们长期在长城边界
一带生活、游牧，甚至还充当了汉族和其他
游牧民族之间的沟通使者。

所以，长城的修建给多民族大融合创
造了机会，创造了一个互相拉近、互相了解
的机会。从这时起，汉族开始对游牧民族
有了更深的了解，游牧民族对汉族也加深
了认识，民族之间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可见长城就像是一条纽带，把天
各一方的陌生人变为毗邻而居的朋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省博物馆提供）

长城沿线是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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