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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资源的多学科整合与长城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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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对明代长城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内容主要 集 中 于 对 明 长 城 的 界 定 和

明长城资源内涵的探讨，并对明长城建筑资源、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明长城碑铭和舆图资源、明长城非物质文化资

源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整理。从现有成果来看，对明长城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成绩显著，但中国学术界在长

城理论创新方面不足。而要发出中国学者在长城研究方面的独特声音，就必须走多学科交融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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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在不同时期称呼不一，有 “方城”“列城”
“长堑”“墙堑” “长 垣” “紫 塞” “寨 垣” “边 垣”
“寨围”“壕堑”“界壕”“边墙”等等，后逐渐统称

“长城”，她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项伟大工

程，是中国 历 史 长 河 中 形 成 的 一 种 鲜 明 的 文 化 符

号，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

品格。长城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

瑰宝。除秦、汉、隋、明诸朝外，少数民族政权如

北魏、东魏、北齐、北 周、辽、金 等 皆 修 过 长 城。
为了防御 蒙 古 贵 族 的 侵 扰，明 朝 先 后 设 置 九 大 边

镇，并逐渐修筑 “边墙” “城堡”等防御工事来确

保国防安全。今天人们所说的长城，主要是指明长

城。梳理学界有关明长城内涵的认识和明长城资源

的调查与文献整理的成果，对进一步深化多学科交

融研究，构建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长 城 学”的 学 科 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一、明长城的内涵

明代九边体制 “从永乐时期开始逐步构建，弘

治至正德 年 间 全 面 形 成”①，与 明 朝 迁 都 北 京 以 示

“天子戍边”而构 建 “大 一 统”的 国 策 相 一 致。在

九边的防御 体 系 中， “京 师，犹 人 之 腹 心 也；宣、
大，项背也；晋、蓟、东辽，肘腋也；延、宁，肢

体也；甘 肃，踵 足 也。”② 可 以 说，明 长 城 是 “九

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殊历史阶段

的必然产物。明长城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和否定

的。吴晗在分析长城利弊后指出：虽然长城 “不能

完全堵住北方各民族向南发动战争，但是，无论如

何，它起了一部分作用，至少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防

御工事，使得长城以南众多的人口可以从事和平的

生产。把长城的作用估计过高，认为有了这一条防

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进不来了，这是错误的。他

们还是进来了，而且进来不止一次。但是，由于有

了这个防御工事，使得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军事进

攻受到阻碍，这种作用，直到明朝还是存在的。只

有到了清朝，这样的作用才不存在了。”③ 由于明代

立国久远，不断完善和修葺的长城所起的作用远远

超过以前诸朝。明朝依靠长城成功地遏制了元朝残

余的南下，持续巩固了北京作为 “大一统”中国政

治中心的地位，客观上为清朝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

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故不能简单地将明长城与其他

诸朝长城相提并论。只有把明长城放在中华民族交

融和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大背景下，才能理性地认识

其在民族交融中所拥有的特殊意义和所起到的积极

作用。特别是在元明两朝更替的大背景下，中国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面对元朝残余势力的依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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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他们 的 不 甘 失 败，明 朝 面 临 着 空 前 的 军 事 压

力，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财力和民力可承受

的范围之内超越前代而大规模和持续地修筑长城，
便成为有明一代时刻面临的核心问题和不二选择。
正如阿瑟·沃尔德隆所言：“明朝的城墙建筑并非

任何人的首选，它只是在其他提议被否决后才被采

用的。”④

明代的 “边墙”与 “长城”并非同义。在明朝

的官方用语中，“边墙”只是北部防御工事的一部

分，而非全部。如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巡抚宁夏

右佥都御史崔让等奏请：“于平虏城枣儿沟增筑边

墙一道，塞堡一座，墩台三座。”⑤ 《明史·戚继光

传》亦曾 言： “自 嘉 靖 以 来，边 墙 虽 修，墩 台 未

建。”⑥ 明朝 的 北 部 防 御 体 系 包 括 边 墙、城 堡、墩

台、壕堑等，故宣德四年 （１４２９）朝臣言： “雨潦

颓坏长城 墩 隘，请 益 兵 修 筑，濬 其 壕 堑。”⑦ 所 以

说，“边墙”与 “城堡”“墩台”“壕堑”等共同构

成了明代的 “长 城”。正 由 于 此，明 臣 常 将 “边 墙

墩堡”“边墙营堡”“壕堑边墙”“边墙墩台”并用。
可见，明长城是由绵延的边墙或壕堑与众多的城堡

等工事构 成 的 综 合 防 御 体 系，具 有 “围 墙”的 性

质，是明朝边防的警戒线，是明朝进攻的依托和防

御的底线，但绝不是划分 “边界”的标志。葛剑雄

为此说道：明长城也不一定 “完全按照当时的疆域

范围建筑”，“由于鞑靼、瓦剌以游牧为主，实力也

有盛有衰，有时逼近长城，有时又退得很远。明朝

的实际控制区也常常越出长城，在长城以北还存在

一些双方势力交错或者都不加控制的地区。”⑧

在具体的解读中，学界对明长城的认识分歧较

大。如 《长城百科全书》认为长城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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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烽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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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侯仁之的认

识与此大致相同，认为长城是 “针对相对固定的作

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

改造既 定 战 场，而 形 成 的 一 种 绵 亘 万 里，点 阵 结

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瑏瑠 国家文物局

组织 编 写 的 《明 长 城》继 承 了 此 类 观 点，认 为：
“长城由墙体、敌台、马面、烽 火 台、关、堡 等 多

种防御工事组成，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体系。”瑏瑡 《中国长城志》亦 言： “长 城 是 中 国 古 代

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

系的巨型军事防御工程。”瑏瑢 赖建诚对修筑城墙的材

料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致可分为：“砖墙 （内含

夯土或三合土）、条石墙、块石墙、夯土 墙、沙 泺

石、红柳或芦苇混合夯筑。从现代的遗迹来看，以

夯土墙 和 砖 石 墙 的 数 量 最 多。若 以 地 区 来 分，北

京、河北、山西、内蒙地区的边墙以砖石 墙 为 主；
夯土墙多分布在宁夏、甘肃沙漠边缘；较精华的地

区，如北京八达岭、密云与滦平的金山岭，都是以

夯土、三合土、碎石为内，外面 包 砖。”而 长 城 的

“堡城”别 称 “障 城”，是 “防 线 上 驻 军 和 囤 积 粮

草、武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军营，是驻 扎 军 队、
调防、应急、饲 养 军 马 和 骆 驼 的 地 方。”瑏瑣 事 实 上，
明长城还应该包括壕堑、烽火台和边墙以外的其他

防御设施等，而且也不能用连续的 “一条”来表述

其状态，必须注意不同时期的 “大边”与 “小边”、
“外边”与 “内边”、“旧边”与 “新边”等情形。

与以上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学者将长城仅

仅看成是 “城墙”。如 《汉 语 大 辞 典》认 为 长 城 是

“供防御用的绵亘不绝的城墙。”瑏瑤 景爱亦言：“长城

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

御敌的军事工程。”同时，他进一步指出长城应包

括五种内容或层次，即：长城是连续性高城墙；长

城以土、石、砖垒筑；长城属于御敌的军 事 工 程；
长城修筑在 边 境 地 区；长 城 是 古 代 建 筑 物。瑏瑥 曹 永

年也认为：“长城本身只是附设墩台、敌楼、堡寨

等建筑体系的一堵墙，是军事防御的一种有力的手

段。”瑏瑦 突出明长城 “墙”的特性有一定的道理，但

把明代 “长城”简单 地 看 成 “城 墙”或 “墙”，则

是不可取的。
如何确定明长城的具体点段，学界的看法也不

一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辽东边墙是否为明长城的问题。一些

学者认为辽东边墙不是明长城，故不能将其纳入明

长城 体 系 进 行 讨 论。如 《辞 海》的 修 撰 者 认 为：
“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 剌 族 的 侵 扰，自 洪 武 至 万

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东起山海关，西至

嘉峪关，称为 ‘边墙’。宣化大同二镇之南，直隶

山西界上，并筑有内长城，称为 ‘次边’。总长约

６７００公里。”瑏瑧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在解释

“山海关”时说：该关 “历 来 被 视 为 万 里 长 城 之 东

部起点”瑏瑨。卢耀光指出：“我们见到的长城多为明

代所建，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穿越河北、北

京、山西、内蒙古、陕 西、宁 夏、甘 肃 等７个 省、
市、自治区，全 长 达６３００余 公 里。”瑏瑩 李 汉 才 也 认

为：“今日我们所见的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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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长 城，则 是 明 代 最 终 定 型 的 长 城。”瑐瑠 这 些 界

定，无疑是将辽东边墙划在明长城范围之外。但也

有部分学者认为辽东长城应该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史念海

就认为：“边墙之修筑，非至山海关即止也，今辽

宁省中尚有若干段，依稀可见，亦明人之遗迹。明

代辽东边外，西有兀良哈，东有建州之女真，皆常

为边患，明廷即于其地分建边墙，以防御之。”瑐瑡 王

国良的 《中 国 长 城 沿 革 考》瑐瑢 也 肯 定 了 辽 东 长 城 的

存在。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长城保护意

识的增强，对辽东长城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华

夏子在实地踏查明长城后确定了辽东长城的具体位

置和走向，“由山海关老龙头，沿峰峦连绵的山脉，
向北蜿蜒，约一百二十华里，至海拔五百二十五米

锥子山 燕 窝 砬 子 处。由 此 长 城 分 为 东、西 两 个 方

向：向西而去的是蓟镇主体城墙，向东而筑的便是

辽东镇长城。”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即辽河西长城，
辽河套 长 城，辽 河 东 长 城。瑐瑣 刘 谦 通 过 实 地 考 察，
认为 “鸭绿江是中国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瑐瑤。《中

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在 “长城”一词中指

出：“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

万历，前 后 经 历 二 百 多 年，基 本 完 成 长 城 修 筑 工

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

万二千七百多 里，称 为 ‘边 墙’。”瑐瑥 郑 毅 亦 明 确 指

出：“中国古代长城的最东段并不是山海关，而是

直抵鸭绿江边，基本囊括了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辽宁其实也是关内省份，辽宁

人其实也是关内人。”瑐瑦 可以说，将辽东长城纳入明

代长城之中，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是关于青海边墙是否为明长城的问题。西宁

卫是明代 “河西十五卫所”之一，具有重要而特殊

的战略地位，明朝在修筑西宁卫城的同时，在其周

围 “列置堡寨、烽墩”，“又于西川、南川及北川等

处构筑边墙、边榨，形成了一个以卫城为中心的较

为完固的 防 御 体 系。”瑐瑧 《长 城 百 科 全 书》在 解 释

“明长城”时指出：明 长 城 “东 起 鸭 绿 江，西 达 嘉

峪关，横贯今辽 宁、河 北、天 津、北 京、内 蒙 古、
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９省、市、自治区，全

长６３００多公里，俗称 ‘万里长城’。”瑐瑨 这一界定将

青海边墙排除在外。卢耀光认为青海边墙从其建筑

形式、内涵和规模来看，均不应称其为长城，而应

称为 “塞垣”。其理由是青海边墙基本上是青海农

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西宁卫边墙形制

独特，构成 复 杂；西 宁 边 墙 的 规 模 较 小。瑐瑩 但 李 汉

才认为西宁边墙是长城的延长和补充，是我国长城

的重要组成 部 分。瑑瑠 蒲 天 彪 也 认 为 青 海 省 境 内 的 明

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瑑瑡 陈军、金舒平、
廖安平 等 在 《明 长 城 资 源 调 查 与 测 量 综 述》一 文

中，公布了明长城长度测量结果，指出明长城东起

辽宁丹 东 虎 山，西 至 甘 肃 嘉 峪 关，穿 越 辽 宁、河

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

肃、青海等１０个省、市、自治区，总 坡 面 长 度 为

８８５１．８ｋｍ，包括 人 工 墙 体 为 ６２５９．６ｋｍ，天 然 段

２２３２．５ｋｍ，壕堑３５９．７ｋｍ。并 指 出 明 长 城 分 布 地

域广 （１０省市区）、时间跨度长 （８００多年）、格局

较为复杂 （含内边、外边、支线）。瑑瑢２０１２年， 《青

海省明长城 资 源 调 查 报 告》瑑瑣 正 式 出 版，标 志 着 关

于青海省长城作为明长城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得以

确立。

二、明长城的建筑遗存

在第三次全国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所设定的明

长城资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墙体；敌台、马面、
关、堡、烽燧等长城附属设施；采石场、碑刻、驿

站等相关遗存。为此需要在沿长城两侧各１公里范

围内开展 田 野 调 查 和 专 业 考 证，采 集 相 应 文 物 标

本，进 行 专 业 著 录、拍 照、录 像、量 测、绘 图

等。”瑑瑤 由此可知，在此次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明长

城资源的内涵主要包括明长城墙体、明长城附属设

施和明长 城 相 关 遗 存 等。２０１６年，国 家 文 物 局 公

布了 《中国长城保护报告》，指出：“将春秋战国至

明等各时代修筑的长城墙体、敌楼、壕 堑、关 隘、
城堡以及烽火台等相关历史遗存认定为长城资源，
将其他具备长城特征的文化遗产纳入 《长城保护条

例》的保护范畴。”瑑瑥近代以来，由于外国学者在中

国进行考古调查的影响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需

要，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和组织北方长城资源

的调查和研究。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３年，中国和瑞典学

者共同组成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旭生和

斯文·赫 定 分 别 担 任 中 瑞 双 方 的 团 长，从 北 京 出

发，经包头、百灵庙，最后到达我国新疆地区进行

调查。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由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

究所向达、石璋如等人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

考古组，赴河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考察了该地区

的汉长城 和 明 长 城。１９４３年，中 央 博 物 院 研 究 员

李文信对内蒙古敖汉旗至辽宁建平县境内的长城进

行了调 查。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由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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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再次前往河西地区进行考察。
虽然以上这些考察并非完全针对明长城资源的专题

考察，但明长城资源是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对明长城在内的中国

历代长城资源的保护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成

立了各级文物保护和管理机构，对长城遗址、遗存

的调查工作也逐步展开。从１９５２年起，对居庸关、
八达岭、山海关等长城重要点段陆续开展了调查和

保护工 作。１９５６年 实 施 的 首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中，
北京、河北、甘肃、宁夏等地将明长城作为调查重

点。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结 合 第 二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各地对重要区域的春秋战国长城、秦汉长城、明长

城和金界壕等遗址进行调查，出版了 《中国长城遗

迹调查 报 告 集》，瑑瑦 对 我 国 长 城 资 源 有 了 进 一 步 认

识。２００６年，经 国 务 院 同 意，国 家 文 物 局 组 织 长

城沿线各地开展了建国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长城

资源调查工 作。瑑瑧 在 历 次 长 城 资 源 调 查 中，明 长 城

均是调查 的 重 点 内 容 之 一。通 过 明 长 城 资 源 的 调

查，学术 界 进 一 步 掌 握 了 明 长 城 资 源 的 分 布、走

向、构成、保存现状等基本状 况，并 于２０１０年 开

始陆续出版明长城沿线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明长城资源 调 查 报 告。瑑瑨 在 实 地 考 察 和 测 量 基 础 上

出版的这些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是开展明长城资

源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明长城资源保护的重要依

据。
除了全国性的明长城资源调查外，多年来，国

内相关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也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长城资源调查、勘测和研究工作。

１９７９年，刘谦 从 山 海 关 出 发，一 路 向 东，直

到鸭绿江边，历时５６天，对辽东段明长城进行了

实地考察，最后整理出版了 《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

考》瑑瑩。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化名 “华夏子”的董耀会、
吴德玉、张 元 华 三 人 从 山 海 关 出 发，历 时 五 百 多

天，徒步 考 察 了 明 长 城，并 写 成 了 《明 长 城 考

实》瑒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长

城爱好者高 旺 对 清 水 河 县 境 内 的 明 长 城 进 行 了 调

查，并撰写了 《内 蒙 古 长 城 史 话》瑒瑡。这 些 区 域 性

的调查成果也为学界进一步了解明长城资源作出了

积极贡献。
西方学者和长城爱好者也致力于对明长城的考

察。美国人 威 廉·埃 德 加·盖 洛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ｇａｒ
Ｇｅｉｌ）生前 曾 多 次 前 来 中 国 考 察，１９０９年 出 版 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瑒瑢 一 书。该 书 对 长 城 的 起

源、修筑、目的、功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 考 察。

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沿着长城考察中国的边疆和

商路，其 代 表 作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文版名 《中 国 的 亚 洲 内 陆 边 疆》）影 响 最 大。
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 “华夷之辨”，综合利用社会

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等方法，将中国北部

边疆划分为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

地区四个各具独立特征的部分，提出了长城 “边缘

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 “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

化的、附加的线路，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

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

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

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瑒瑣 英国

人威廉·林赛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ｎｄｅｓａｙ）是２０世纪后期

研究中国 长 城 较 有 影 响 的 西 方 学 者。１９８７年，林

赛来到中国，并徒步考察了明长城。他先后出版了

多部专著，向西方全面介绍了中国长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六合建筑工作室在学术界已有的长城本体调查和

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以 “长城军事聚

落”为主攻方向，将长城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作为

一个巨大时空跨度的统一整体来考察。他们利用自

主研发的 “无人机空－地协同”信息技术平台，引

进了 “历史空间信息分析技术”，并运用虚拟现实、
地理定位系统等技术手段，对长城军事聚落整体时

空布局和层次体系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和呈现，空前

地深化了对明长城的整体性、层次性和系统性的认

识。该研究团队已取得了较为丰富和系统的研究成

果瑒瑤，代表着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研究的新方向。

三、明长城文化资源的内涵与整理

学界对明长城文化资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传统

文献资源、碑刻与舆图资源、诗词与故事传说等方

面。
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是指官方档案、正史、文

集、方志、碑刻、舆图、调查报告等，内容涉及与

明长城有关的边镇、堡寨、关隘、军事、民族、经

济、对外交往、风俗、人物、建筑等。这类资料量

大面广，是 明 长 城 资 源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王 庸 在

《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瑒瑥 甲编之 《明代北方边防图籍

录》中统计 了 此 类 文 献 的 数 量，其 中 “九 边 总 图

说”３０种，“边镇合志”３０种，“各边镇别志”６４
种，“各路关卫区分记”９１种，共计２１５种。但此

书在收录时筛选过于严格，因此，仍有大量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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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未被纳入。《中国长城志》瑒瑦 的 《文献》卷对明长

城传统文献资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收

录了官修史书、边塞志书、兵书、铭文碑碣中有关

明长城的 内 容，是 目 前 较 为 全 面 的 明 长 城 文 献 汇

编。此外，张志军 《明 实 录 长 城 资 料 辑 录》瑒瑧 和 何

宝善 《明 实 录 长 城 史 料》瑒瑨 均 集 中 从 《明 实 录》中

辑录关于长城的文献资料，便于研究者检索和查阅

史料。苗润莲、冯广平 《北京地区长城研究文献名

录》瑒瑩、尚珩 《山西明 长 城 文 献 综 述》瑓瑠，分 别 对 北

京和山西地区有关明长城文献进行了整理。彭勇、
崔继来 对 明 人 刘 效 祖 针 对 蓟 州 镇、昌 平 镇、真 保

镇、辽东 镇 和 居 庸 关、紫 荆 关、山 海 关 而 编 撰 的

《四镇三关志》进行了校注。瑓瑡

在明长城碑铭调查与整理方面，河北省文物局

长城资源 调 查 队 编 辑 的 《河 北 省 明 代 长 城 碑 刻 辑

录》瑓瑢是历年 河 北 省 明 代 长 城 资 源 调 查 中 获 得 的 碑

刻及其他金石文献资料的汇编，内容包括城工碑，
阅视、鼎建碑，纪年记事刻石，门 额、台 铭 刻 石，
边塞摩崖石刻，相关碑刻，墓碑、墓志铭，佚碑录

文，文字砖，炮铳铭文１０个类别，详细记 录 了 碑

铭刻石的收藏、采集地点、材质规格、形制纹饰等

基本信息，并配以大量拓片照片，具有较高的资料

价值。此 外，薛 仰 敬 主 编 的 《兰 州 古 今 碑 刻》瑓瑣，
王毅主编的 《武 清 碑 刻 集》瑓瑤，王 书 珍 主 编 的 《迁

西石刻》瑓瑥，政 协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辑的 《怀 柔 碑 刻 选》瑓瑦，张 正 明、科 大 卫、王 勇 红

编辑的 《明 清 山 西 碑 刻 资 料 选》瑓瑧，内 蒙 古 高 校 人

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老牛湾国家地质

公园管理局主编的 《内蒙古清水河县碑刻辑录》瑓瑨，
郑亚军、吴 景 山 编 校 的 《嘉 峪 关 金 石 校 释》瑓瑩 等 也

收录了许 多 明 长 城 碑 铭，可 以 弥 补 传 统 文 献 之 不

足，具有特殊的价值。
舆图资源是明长城的重要资源之一，主要包括

明人编纂的关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边防图集和

清代以来绘制编纂而成的舆图集。杨守敬和饶敦秩

绘制的 《历 代 舆 地 沿 革 险 要 图》瑔瑠 是 现 存 较 早 且 较

为完整的地图集，该书较为详细地标注了明长城的

走向和位 置。王 庸 的 《中 国 地 理 图 籍 丛 考》瑔瑡 对 中

国古代地图进行了考证，其中涉及许多与明长城有

关的舆地图。李孝聪的 《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

叙录》瑔瑢 对欧 洲 各 国 收 藏 的 部 分 中 文 古 地 图 进 行 了

考证和介 绍，其 中 包 括 了 许 多 与 明 长 城 有 关 的 地

图，十分珍贵。谭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元明时期》瑔瑣对明长城作了详细标注，是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明长城地图集。《中

国长城志》卷１ 《图志》瑔瑤 是目前最新、影响最大的

明长城舆图整理研究成果，该书对明长城舆图资源

进行了搜集和整理。此书收录的明长城舆图主要包

括明长城的历史地图和现代地图。其中现代地图主

要包含航拍照片、卫星遥感监视画面、细部摄影等

内容，以展示明长城当前的保存状况，这些地图、
照片与明长城历史地图相互印证，使读者对明长城

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在各省已经出版的明长城资

源调查报告中，均附有明长城地图，这些地图非常

直观地展现了该地区明长城的分布状况及其保存现

状。
另外，在一些有关明长城的研究专著中，也附

有 一 些 明 长 城 舆 图。如 王 国 良 《中 国 长 城 沿 革

考》瑔瑥 共收录历代长城舆图３５幅；寿鹏飞 《历代长

城考》瑔瑦书末 收 录 历 代 长 城 舆 图１幅；刘 谦 《明 辽

东镇长城及 防 御 考》瑔瑧 一 书 中 有 插 图１１８幅，书 末

附图版６２张；高 凤 山、张 军 武 《嘉 峪 关 及 明 长

城》瑔瑨 书末附图版２４张等。
明长城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指我国各族人民在明

长城周边生产生活所产生的非物质形态的、有艺术

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人们在以明长城为

场域的社会 历 史 实 践 过 程 中 所 创 造 的 各 种 精 神 文

化。伴随明长城的修建，修城者、守城者及其后代

以及生活在长城沿线的民众繁衍生息，保存了诸多

与明长城相关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调查和整理这些

资源对研究历史、保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均具

有重要意 义。学 界 对 明 长 城 非 物 质 文 化 资 源 的 调

查、整理 和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于 明 长 城 故 事 传 说、诗

歌、散文 等 文 学 资 源 方 面，而 对 于 明 长 城 艺 术 资

源、民俗资源等调查研究相对较少。在明长城诗词

整理 方 面，李 奋 起 的 《长 城 名 咏 集》瑔瑩，梁 志 林、
韩盼山的 《万 里 长 城 诗 选》瑖瑠，徐 红 年 的 《八 达 岭

长城古诗 咏》瑖瑡，孙 志 升 的 《长 城 古 诗 二 百 首》瑖瑢，
等等，专题性强，主题突出。

在明长城故事传说搜集整理方面，也有一些重

要 成 果，如 华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编 的 《长 城 传 说 故

事》瑖瑣，李克主编的 《中 国 长 城 故 事 集》瑖瑤，孟 广 臣

的 《长城脚下的传说》瑖瑥，严农的 《长城的故事》瑖瑦，
宋梦 寅、董 侃 的 《万 里 长 城 传 说》瑖瑧，白 庚 胜 的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瑖瑨，谷丽霞的 《万里长城的故

事》瑖瑩，张鹤珊的 《长 城 民 间 传 说》瑘瑠 等。如 果 说 明

长城诗词反映的主要是官僚士大夫的长城观的话，
那么明长城传说故事则更多地反映基层民众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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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此，对 明 长 城 诗 词、故 事 传 说 的 整 理 和 研

究，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基层社会中一般民众对明

长城的看法。此外，亦有学者对明长城楹联进行了

调查和整理，如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编辑部、中国

楹联 学 会 楹 联 丛 书 编 辑 部 编 辑 的 《长 城 楹 联 荟

萃》瑘瑡，樊 明 芳、熊 松 华、唐 少 豪 等 选 编 的 《名 胜

古迹楹联选》瑘瑢，白雉山选编 的 《古 今 楹 联 选 编》瑘瑣

等均涉及明长城的有关楹联内容。

四、多学科整合是构建长城学的客观要求

２００１年，罗哲 文 在 肯 定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长 城

研究 所 取 得 的 重 要 成 绩 的 同 时，也 理 性 地 指 出：
“长城的内容非常丰 富，要 研 究 的 问 题 很 多，在 理

论上将长城作为一门学科的 ‘长城学’正在兴起。
在实践上对长城的实地考察测绘尚未完成，需要研

究的课 题 尚 多，所 做 的 工 作 还 很 不 够。”瑘瑤 此 言 甚

是。尽管近年来包括明长城在内的长城研究取得较

为显著的成果，但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 “长城学”
还处在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从 文 物 角 度 来 界 定 长 城 资 源 内 涵 对 进 一 步 调

查、研究以及保护明长城资源具有具体和现实的指

导意义，但由于范围过于狭窄，在客观上对明长城

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保存较为

完 好 的 明 长 城 不 应 仅 指 墙 体，敌 台、马 面、关、
堡、烽燧等设施，以及采石场、碑刻、驿站等相关

遗存，与明长城有关的传统文献，图像、非物质文

化遗存等皆应视为其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历次明长城建筑资源调查中，调查的对象主

要包括明长城本体、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等。从已

出版的各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来看，已经基本调

查清楚了这些资源的时代、行政区划、地理坐标、
建筑 形 式、结 构、走 向、长 度、保 存 状 况 等。但

是，将明长城资源的调查范围限定在沿线两侧１公

里以内的 简 单 规 定 明 显 具 有 极 大 的 局 限 性。尽 管

《中国长城志》因新出而内容相对丰富，但其对未

公布各省区的明长城资源有时依据过时的记载做了

概略性介绍，故必须正视其编纂体例的不统一、资

料的不全面和表述的不准确等问题。就明长城碑铭

资源调查整理而言，目前只有河北省、辽宁省以及

极少数地区对辖境内明长城碑铭资源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整理，其他绝大多数明长城沿线省市县对所辖

境内明长城碑铭资源未做详细的调查与整理。舆图

资源的调查整理大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对明长城

非物质文化资源调查整理，尽管做了一些有价值的

工作，但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还有大量散存和流

传于民间的艺术资源、民俗资源，如戏 剧、曲 艺、
音乐、舞蹈、社火、饮食、节日、礼俗等，仍未受

到应有的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长城的修筑

与其他时期特别是秦汉两朝长城的关系，以及有关

海外明长城资源调查、搜集与整理，学界所作的工

作还远远不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必须突破以简单的军事防御

视角来认识明长城的狭隘学风，应从多角度来理解

明长城的作用与意义。如汪荣祖在肯定明长城的军

事防御功能的同时，明确指出：“长城南北并不仅

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

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

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

尤多。”瑘瑥赵现海通过文献研读与实地调查，提出了

“长城区域史”研究范式的概念，对单纯将长城视

为军事设施的狭隘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应从两方

面修订对长城内涵的认识：一方面，作为立体纵深

的防御体系，“许多城堡、军寨、墩台，脱离边墙

主体区域之外，距离甚至十分遥远，由于该界定较

为简单而笼统，不便于准确认定这些军事设施是否

是保护的 对 象。但 如 果 不 将 之 也 划 入 长 城 范 畴 之

内，无疑会产生一定甚至重大的遗漏”；另一方面，
对于非军事设施部分的严重忽视，不仅使 “长城保

护内容少了一半”，而且对长城历史遗产的理解产

生了偏差。为此他提出 将 长 城 周 边 的 “民 间 聚 落、
信仰场所、方志、民 间 文 献、族 谱、碑 刻、戏 曲、
传说等”遗产应纳入长城内涵之中，并加以切实的

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长城与地理环境、军事能

力、国家政治、经济财政、周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

活动关系。瑘瑦 这 一 认 识 是 很 有 见 地 的，应 引 起 人 们

的高度关注，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明长城丰富的

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发

展的客观要求，应从广义和总体两方面来认识明长

城的内涵、意义与影响，尽快形成中国自成体系而

又有独特话 语 体 系 的 “长 城 学”。只 有 从 历 史 学、
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建筑学、民族

学、美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

态学、管理学、文献学、信息学、文化遗产学、传

播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来研究、
开发和展示明长城，才能较好地认知其意蕴。也只

有深化明长城的理论研究，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概

念和术语，提炼明长城的精神价值，解读长城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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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大一统”形成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才能真正

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赵现海在肯定国内学者

在长城及其资源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

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中国长城

研究只是在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严谨的学术研究凤

毛麟角，单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到学术断层与学术

整体水平之影响，中国学者的长城研究缺乏传统之

积淀与不同学科方法之借鉴，虽然部分长城理论概

念开始提出，但基本皆关注于扩展长城研究内容，
而不及研究方法之层面，尚处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战

之状况，跨学科之综合研究至今未能实现。”瑘瑧 这种

研究现状与长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极不匹配。学界

应该认真反思，有所作为，切实注重多学科的交融

与互动，引领长城学研究的走向，发出新时代中国

学者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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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制研究》（天津大学，２００７年）、刘珊珊：《明长城

居庸关防区军事 聚 落 防 御 性 研 究》 （天 津 大 学，２０１１
年）、王琳峰：《明长城蓟镇军事防御性聚落研究》（天

津大学，２０１２年）、刘建军： 《明 长 城 甘 肃 镇 防 御 体 系

及其空间 分 析 研 究》 （天 津 大 学，２０１３年）、杨 申 茂：

《明长城宣府镇军 事 聚 落 体 系 研 究》 （天 津 大 学，２０１３
年）、范熙晅：《明 长 城 军 事 防 御 体 系 规 划 布 局 机 制 研

究》（天津大学，２０１５年）、曹迎春：《明长城宣大山西

三镇军事 防 御 聚 落 体 系 宏 观 系 统 关 系 研 究》 （天 津 大

学，２０１５）、常玮： 《明 长 城 西 北 四 镇 军 事 聚 落 研 究》

（天津大学，２０１６年）、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

———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变迁研究》（天津大

学，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 已 由 中 国 建 筑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系

列成果有李严、张玉坤、解丹：《明长城九边重镇防御

体系与军事聚落》，王 琳 峰、张 玉 坤、魏 琰 琰： 《明 长

城蓟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魏琰琰、张 玉 坤、王 琳

峰：《明 长 城 辽 东 镇 防 御 体 系 与 军 事 聚 落》，杨 申 茂、

张玉坤、张萍：《明长城宣府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

刘建军、张玉坤、谭立峰：《明长城甘肃镇防御体系与

军事聚落》。

瑒瑥　王庸：《中 国 地 理 图 籍 丛 考》，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４７年。

瑒瑦　陈海燕、董耀会： 《中 国 长 城 志》，南 京：江 苏 凤 凰 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瑒瑧　张志军：《明 实 录 长 城 资 料 辑 录》，银 川：宁 夏 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

瑒瑨　何宝善：《明实录长城史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瑒瑩　苗润莲、冯广平： 《北 京 地 区 长 城 研 究 文 献 名 录》，北

京：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瑓瑠　尚珩：《山 西 明 长 城 文 献 综 述》， 《沧 桑》２００９年 第６
期。

瑓瑡　（明）刘效祖 撰，彭 勇、崔 继 来 校 注： 《四 镇 三 关 志 校

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瑓瑢　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

辑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瑓瑣　薛仰敬： 《兰 州 古 今 碑 刻》，兰 州：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年。

瑓瑤　王毅：《武 清 碑 刻 集》，天 津 市 武 清 区 文 物 管 理 保 护 委

员会，２００４年。

瑓瑥　王书珍：《迁 西 石 刻》，天 津：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２００７
年。

瑓瑦　政 协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怀 柔 碑 刻 选》，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２００７年。

瑓瑧　张正明、科大 卫、王 勇 红： 《明 清 山 西 碑 刻 资 料 选》，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瑓瑨　内蒙古高校 人 文 社 科 中 国 北 疆 史 重 点 研 究 基 地、老 牛

湾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内蒙古清水河县碑刻辑录》，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瑓瑩　吴景山：《嘉峪关金石校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瑔瑠　（清）杨守敬、饶敦秩：《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

二十四年江南王氏重绘石印线装本。

瑔瑡　王 庸： 《中 国 地 理 图 籍 丛 考》，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４７年。

瑔瑢　李孝聪：《欧 洲 收 藏 部 分 中 文 古 地 图 叙 录》，北 京：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

瑔瑣　谭其骧：《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元 明 时 期》，北 京：中 国

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瑔瑤　陈海燕、董耀会： 《中 国 长 城 志》，南 京：江 苏 凤 凰 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瑔瑥　王 国 良： 《中 国 长 城 沿 革 考》，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３３年。

瑔瑦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民国三十年线装铅印本。

瑔瑧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瑔瑨　高凤山、张军武： 《嘉 峪 关 及 明 长 城》，北 京：文 物 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

瑔瑩　李奋起： 《长 城 名 咏 集》，石 家 庄：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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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瑠　梁志林、韩盼山： 《万 里 长 城 诗 选》，石 家 庄：河 北 少

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瑖瑡　徐红年： 《八 达 岭 长 城 古 诗 咏》，北 京：北 京 出 版 社，

１９９０年。

瑖瑢　孙志升：《长城古诗二百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瑖瑣　华山文艺出 版 社： 《长 城 传 说 故 事》，石 家 庄：华 山 文

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瑖瑤　李克主编： 《中 国 长 城 故 事 集》，北 京：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瑖瑥　孟广臣：《长 城 脚 下 的 传 说》，北 京：中 国 文 联 出 版 公

司，１９９２年。

瑖瑦　严农：《长城的故事》，北京：海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瑖瑧　宋梦寅、董侃： 《万 里 长 城 传 说》，台 北：林 郁 文 化 事

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瑖瑨　白庚胜：《中 国 民 间 故 事 全 书》，北 京：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瑖瑩　谷丽霞：《万 里 长 城 的 故 事》，北 京：中 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

瑘瑠　张鹤珊： 《长 城 民 间 传 说》，北 京：五 洲 传 播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年。

瑘瑡　中央电视台 文 化 生 活 编 辑 部、中 国 楹 联 学 会 楹 联 丛 书

编辑部：《长 城 楹 联 荟 萃》，北 京：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出 版

社，１９８５年。

瑘瑢　樊明芳、熊松华、唐 少 豪 等： 《名 胜 古 迹 楹 联 选》，长

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

瑘瑣　白雉山： 《古 今 楹 联 选 编》，武 汉：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１９８５年。

瑘瑤　罗哲 文： 《长 城 史 话》，北 京：北 京 出 版 社，２０１８年，

第２页。

瑘瑥　汪荣祖：《明清史丛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８页。

瑘瑦　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

与长城》，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１３页。

瑘瑧　赵现海：《明 代 九 边 长 城 军 镇 史》，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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