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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一个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中国长城有着特殊情结的英国青年威廉来到中国。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把长城的研究和保护视为自己的事业。
20多年来，他从对长城满怀憧憬、精力充沛的西方小伙，变成了一个对长城感受颇深、成熟稳健的中
年绅士。
同时，长城上15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奔波，使他成为一位对中国长城颇有研究的学者。
这本名为《万里长城百题问答》的书中他所提出有关长城的100个问题，足以说明这一点。
　　威廉先生是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上提出这些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很多中国人想了解的。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涵括了中国长城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知识问题，同时也是
长城研究中的学术问题，甚至有些还是研究者过去也很少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为威廉先生的老朋友和一个老一代的中国长城研究者，我觉着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威廉先生与长城结缘的故事生动有趣，读后令人印象深刻，让人感佩。
他对待理想和事业的态度和精神，对当代年轻的中国人也不乏启迪。
　　王雪农先生是原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馆长，从事了多年的长城研究及长城的管理工作，他对威廉先
生提出的问题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活泼的回答。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外国学者和一个中国学者的长城对话。
这种对话是值得倾听和推荐给大家的。
因为这是有利于人们对中国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华文物瑰宝的了解和保护的。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外人士关注中国长城，参与到中国长城的研究和保护中来。
　　罗哲文　　200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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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长城”，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造访长城，更多的问题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长
城到底有多长？
为什么各地长城的形态各不相同？
宇航员在太空遨游时能用肉眼看到长城吗？
长城是否测量过？
各地的百姓是否仍在拆长城砖石？
等等。
　　《万里长城百题问答》一书囊括人们自然而然提出的各种与长城相关的问题，并予以准确地回答
。
为了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两位作者——中国学者王雪农和来自英国的长城学者威廉·林赛通力合作
，融合各自的经验和知识，包括学术研究、现场勘察以及各自参与的长城保护行动和宣传展览工作，
把这一切编织起来，讲述长城丰富多彩的故事。
每道问答都足以展示万里长城令人为之感兴趣的一个方面；通读全书，便能较全面地了解长城历史和
现实的方方面面。
　　《万里长城百题问答》文字通俗、生动，没有深奥的学术行话，令人耳目一新；所用照片、地图
、图表以及素描插图，为《万里长城百题问答》平添魅力。
既是百科全书式的长城知识读物，又是不可或缺的长城旅游指南——欲知长城，不可不读此书；读此
书，必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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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罗哲文引子　通往长城之跆威廉·林赛一　长城的概念中国和世界地图上标注的这条长城是否
准确地囊括了长城的全部？
中国历史上修筑的长城总共有几条？
中国的长城分布在哪些地方？
为什么要修筑长城？
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
修长城的时间前后跨越了多少年？
历代长城是否都是首尾相连、延续不断的？
说长城是一道长长的大墙对吗？
中国各时期长城修筑的方式相同吗？
同一朝代、同一条长城在不同的地域，修筑的方式一样吗？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长城称为“万里长城”——这个称呼揭示了什么？
西方人何时开始使用“The Great Wall”(伟大的墙)或类似称呼？
能不能给长城下一个定义？
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修筑，用来抵御蒙古人的军事工事，这种说法对吗？
刚刚拆掉诸侯国长城的秦始皇，为什么又萌生修一条万里长城的念头？
中国历代王朝修筑长城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么？
二　长城的作用中国封建王朝更替，新王朝往往是怎样对待前朝修建的那些长城的？
长城在军事中的作用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1449年强悍的蒙古骑兵是如何在居庸关前碰壁的？
1584年山海关保卫战守军是怎样依靠长城雄关击退来犯之敌的？
“楚方城屈完退敌”是中国文献记载最早的长城心理战战例吗？
明代蒙古俺答汗与中原王朝休兵和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550年长城古北口的失守是长城防守失败的战例吗？
长城是什么时期停止修筑的？
为什么？
配合长城防御的其他绥靖政策，如和亲、贸易、册封等，是否有典型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只是汉族王朝修筑长城吗？
汉代“河西长城”的作用及特点是什么？
三　长城的修筑各朝代长城的修筑由哪些部门管理设计和规划？
当年修长城是否有统一的设计图纸？
是否保留有这方面的记载？
修筑长城主要用的是哪些建筑材料？
它们从哪取得？
修长城的人力资源如何组成？
有人说长城修筑者大部分是犯人和强行抓来的民工，对吗？
工程量巨大的长城修建中使用了哪些施工设备？
现代重修长城时与前相同吗？
修长城的后勤保障当时是怎样做的？
修长城用的石材当时是怎样开采的？
修长城用的青砖当时是怎样烧造的？
夯土长城是怎样修筑的？
沙漠地带红柳长城和芦苇长城是如何修筑的？
有没有关于修筑长城的原始文献遗存下来？
它们是些什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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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修长城的方法与现在使用的方法有没有相似之处？
又有何不同？
在当时的条件下，山海关“老龙头”海中长城是怎样建造而成的？
长城关口名称的由来？
长城的传说故事都有哪些内容？
每修完一段长城，修城民工就会被活埋以填充长城墙体——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吗？
四　长城的结构长城墙体的结构和形式都一致吗？
什么是长城“垛口”？
什么是长城“宇墙”？
什么是长城“障墙”？
“障墙”的作用是什么？
长城上“望孔”和“射孔”有何不同？
供长城守军上下长城的“马道”为什么宽窄不一、形式多样？
长城上排水的吐水嘴为何都修在里侧？
是否可利用吐水嘴判断长城的里面和外面？
长城上的墙台为什么还称作“马面”？
它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明长城空心敌台的结构是什么？
它在长城防守方面有什么作用？
同是长城组成部分的烽火台和敌台有何不同？
它们之间如何区分？
长城周边的老百姓把长城空心敌台按箭窗的多少称作几眼楼，当年这三眼楼、四眼楼、五　眼楼、九
眼楼等的建设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长城敌台顶部铺房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遗留下来的不多？
长城是阻挡敌人进入的，但为什么又要在上面开设城门？
长城怎样穿越河流，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形式？
长城线上的关、口、峪之类有何不同？
它们只是称呼上的不同吗？
长城线上的堡、营、寨有什么不同？
明长城著名关隘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的关城结构相同吗？
各自都有些什么特点？
五　长城的防守万里长城是怎样防守和管理的？
长城的修筑及防守之间有没有关系？
其利弊是什么？
明代是始终重视长城防务的朝代，其防务的总体分布是怎样的？
长城以外就是敌人的土地吗？
长城是不是当时的国境线？
历史上国家对长城守军采取的是怎样的管理方式？
当年长城守军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体系是如何侦察，如何得到敌人来犯的情报的？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主要是通过什么形式传送情报的？
又有哪些传递信号的规定？
历代长城防守武器种类有什么改变？
意味着什么？
古代的弓箭是怎么制作的？
又是怎样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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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爆炸的石雷在400年前明长城防守中就大量使用了吗？
最早的管状火器——铳，曾广泛应用于明代长城的防守吗？
长城的进犯者一般以什么方法进攻长城？
进攻的密度和规模一般有多大？
明代对守城士兵训练和武器使用、将领的战略战术运用有何要求？
六　长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统一中国、建造中国第一道万里长城的秦始皇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武帝是在什么情况下建造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万里长城？
汉代张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是怎样开辟中国第一条通向西方的贸易之路的？
在位时修筑长城、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与长城有缘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为什么不修长城？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在长城修筑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建树和贡献？
长城宁远之战的胜利者袁崇焕是怎么死的？
满清军队是如何实现由山海关进入中原的这个梦想的？
七　长城的描述和评价司马迁是第一位把长城记录在著作中的历史学家吗？
有哪些中国诗人把长城写入他们的诗篇之中？
首次用文字描述长城的西方人是谁？
最早标出长城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是什么时代绘制的？
什么人绘制的？
谁是全程探险长城第一人？
在月球上和太空中遨游时，肉眼真的能看见长城吗？
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吗？
中国人常说的“钢铁长城”指什么？
所谓“绿色长城”是什么？
长城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有什么不同？
八　长城的现状和保扩长城的现状如何？
申请长城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自然力对长城造成的破坏有哪些表现？
人类活动对长城造成破坏的表现有哪些？
旅游对长城造成了哪些破坏及影响？
交通对长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长城的保护与一般文物保护有何不同？
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当前关于长城保护的法规有哪些？
什么是长城普查？
为什么要搞长城普查？
长城未来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
鸣谢　威廉·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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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代长城是否都是首尾相连、延续不断的？
　　在这个问题上，从长城的概念和战略意图角度上说，长城都应该是首尾相连、延续不断的。
不然的话，它怎么能阻遏来犯者的长驱直人、有效捍卫国土安全呢？
因而，不管哪个朝代，只要是修筑长城，都是把长城设计成有始有终，连绵不断，而且是体系完整，
不给来犯之敌留下空子和顺利进出的可能。
从这一点上说，历代长城都是首尾相连、延续不断的。
　　但从实际上看，中国历代修筑的长城、即便是体系最完备的明代长城也不可能做到墙体从头至尾
始终相连。
这样的现实，其实是长城的修筑理念和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早期阶段，就确立了一条修筑长城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因地形，用险制塞”
。
这条早在秦朝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和无数囚徒修万里长城时就遵循执行的原则，完全是从长城的功能
和修筑的实际出发的。
但这样的理念，同时也决定了长城这道长墙不可能绝对首尾相连、绝对没有中间的断开之处。
　　“因地形，用险制塞”，就是要合理地利用经过地区的地理形势，控制住险要的地段，利用好天
然的险阻，实行事半功倍、切实有效的设防。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长城及附属设施通常是重点修筑在敌人容易攻击和来往频繁的地点和地段。
而难以逾越的高山峻岭及大江大河，除长城修筑最完善最下功夫的明代之外，一般是利用其难以跨越
的特点，把它作为长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长城共同执行阻遏敌人的设防作用，但就不一定在这
样的地段修筑长城了，只是用长城将其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有效阻遏来犯之敌的防线就可以了
。
从这个严格意义的角度上讲，历代长城的人工长墙并不是首尾相连的，但它们却是延续不断的。
这就是中国长城的一个独特之处。
　　说长城是一道长长的大墙对吗？
中国各时期长城修筑的方式相同吗？
　　所谓长城就是一道长长的高墙，从文字概念出发似乎没有错，不是距离很长的城墙，怎么能叫做
“长城”呢？
但是，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长长的大墙，其实它还包含着其它的形式结构，各时期长城修筑的方式也不
尽相同，自长城诞生在中华大地那一日起，它就是一个多形式、多功能的连续性军事防御体系。
　　最早的长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长城，是在商周时期城邑城墙、城城相连的边境列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等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长城从一开始，自然就把城郭、城墙、城门、城上建筑、烽火台等建筑因素统统纳入进来，组
成它多形式、多功能、连续性军事防御体系的特点。
考古发现，在诸侯国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秦代万里长城，依然是这样的，依然是一个包含有多种建
筑因素的、只是更为庞大的连续性军事防御体系。
　　我们从今天保存最完好的一段秦代万里长城——内蒙古自治区固原县九分子秦长城看。
在这里，我们可见到由青色片麻岩砌筑的长城墙体随山就势，在同样是青色的山峦上蜿蜒前行。
这时的长城不但是一堵就地取材、连续不断的长墙，而且在长城内侧相对较高的地段或山头上，建有
同样为石块砌筑的烽火台，烽火台附近还分布有石砌的建筑基址。
在一些重要、容易受到攻击的要害部位，还修筑有与长城相连、被称作“障”的小型关口。
能总揽全局的地段附近，还建有比“障”规模更大、可供长城守军居住的城址。
　　这个时期的长城墙体，是以黏土为建材的夯土墙和块石砌筑的石砌墙为主，山岭地区还见有劈去
偏坡而形成的所谓“劈山墙”等。
总之，这个时期的长城还比较简陋，它主要是发挥阻挡游牧民族骑兵集团冲击的作用，这时的长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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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尚处在中国长城的幼年时期。
　　汉代长城是中国古代跨度最长的一道长城。
这道长达10000多公里的“超级长城”，跨越了中国的整个北方地区，北境延伸到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东段到达中国和朝鲜的界河鸭绿江之外。
南于它的中段和西段都建设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沙漠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汉代长城的形式及功
能作用比秦代更为丰富，某些地段的结构形式甚至脱离了连续性长墙的基本形式。
　　汉代中段、西段的长城，由于建在沙漠里，缺乏筑城需要的土石一类建筑材料，特别是往往数百
公里不见人烟，因而没条件也没必要修筑连续不断的高大墙体。
因此这里长城的许多地段是以守望相助的烽火台和屯兵驻军的障坞城堡形式出现的。
敦煌汉玉门关以西经罗布泊、孔雀河畔延伸到新疆库尔勒一带的汉长城，就都是这样以烽火台形式绵
延不筑墙的地段。
　　这样的长城虽然脱离了一般长城连续长墙的构造形式，但更加印证了长城是“多形式、多功能的
连续性军事防御体系”的说法了。
汉代长城城墙的修筑方式与秦代基本相同，但其西部地区因环境的特殊性，还建有红柳条或芦苇夹沙
筑造、有沙漠地区特色的长城。
　　明代长城是长城建筑史上的高峰及成熟时期。
东西长达8851.8公里的明代长城，是一道由城墙、山险、壕堑、关隘、城堡、烽火台等建筑有机组成
的严密军事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科学合理，形式完备，功能齐全。
仅以长城主体的城墙来说，这时的城墙高大坚固，墙体结构上有供人马上下城之用的“马道”、“磴
道”，墙体上筑有作战用的“墙台”和作战居住两用的“敌台”，墙顶外侧建有“垛口墙”，内侧筑
有“宇墙”等等；从建筑材料的差异上看，这时的城墙墙体既有过去旧有的夯土墙、石砌墙，又有了
明朝中期后新兴起的、坚固齐整的砖包墙。
明长城石砌墙所用的石块大多经过加工修整，石块与石块间还用白灰勾缝。
这时的明代长城抵御自然和人为破坏的能力空前加强，质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长城的连续
性军事防御体系特点也就更加突出和完善了。
由此可知，长城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不是一道简单的长墙，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着的、规模宏大、形式丰
富、功能完备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
　　同一朝代、同一条长城在不同的地域，修筑的方式一样吗？
　　从历史文献记载上看，同一时代、同一条长城在不同的地域，修筑的方式是不同的。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结论是决定于修长城的理念和环境及条件的差异。
中国历代修长城都遵循着一条原则：这就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制定修筑计划，所需用的建材要就地选取。
以汉长城和明长城为例。
这两条长城都东西长达8000公里以上，跨越了中国北方的若干个地理区域。
虽然长城的走向都在北纬40度至50度的区域之间，但这个区域内就存在着东北地区的山林平原地带，
河北、北京北部的燕山山地，内蒙古的干旱草原，晋陕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
走廊北部、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沙漠地带等等。
在这些条件及环境不同的区域里，长城的修筑方式是五花八门的，也是各有特点的。
比如山地的长城汉代主要是选取山上的自然块石垒砌，明代除砖砌长城(砖包墙)外则多采用经过整修
加工过的石料砌筑，但这些石料也是采自长城所在山上的。
草原及黄土高原地带的长城，主要是用夯土的方式修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地带，还利用黄土丘
陵的偏坡，把山坡的下脚削去，形成类似一面山崖的“劈山墙”。
这种利用自然地貌、省工省料修筑的人工屏障，都是中国长城的一部分。
西北部沙漠地带的长城则更是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沙漠地带既没有山地的块石，也缺少平原或黄土地带的黏土，仅有的是遍地沙砾和一些耐旱的芦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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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柳丛。
在这个地区修筑的长城，是用沙砾夹杂着芦苇及红柳的枝条修筑而成的。
新疆和河西地区的汉代长城建筑，有的还是用预先做好的土坯砌筑而成的。
除此之外，文献记载中的历代长城，还存在着山险墙(天然或经过简单整修、与长城紧密结合、状似高
墙的山休部分)、木栅墙或木板墙等形式。
以上虽然例举的是汉、明两条万里长城，但即便是其它朝代修筑的短距离长城，也不是用一种方式修
筑的。
这也是巾国长城的个性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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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长城，从外国人的视角经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人何时开始称长城“伟大的墙
”(The Great Wall)？
在月球上和太空中遨游时，用肉眼能看见长城吗？
明朝将领戚继光在长城修筑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各地老百姓是否仍然在拆长城砖石？
长城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等等。
《万里长城百题问答》选择和归纳了有代表性的100个长城问题。
王雪农先生和英国学者威廉·林赛通力合作为读者答疑解惑。
通读全书，便能较全面地了解长城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
《万里长城百题问答》文字通俗、生动活泼，加上配有高质量的图片、地图、图表，以及素描的插图
，令读者观后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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