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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深处的边墙

2006年 10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长城保护条例》。
同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
总体工作方案》，2007—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开展
了明长城的调查工作。

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阿拉善盟长城资源调查队在对内
蒙古西南部明长城调查中发现，内蒙古西南部明长城分布在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西南部，鄂托克旗西部，乌海市海南
区北流黄河东岸，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的贺兰山东麓，部分
为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分界线。

明朝时期，为了强化防御，将北方防御区划分为九个
军镇，“九镇”也称“九边”。明长城辖于九边之中。其中，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南的明长城归延绥镇管辖；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海市，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的明长城归宁夏镇管辖。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明长城，东起自龙口镇大占
村黄河西岸，与山西省河曲县境内的明长城隔河相望，向
西进入陕西省府谷县。

据《九边图论·宁夏》记载：宁夏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
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
西北以山为固，东南以河为险。

经鄂尔多斯市长城资源调查队调查，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前旗南部的明长城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南缘，此处的明
长城共有两道，一南一北，基本呈平行走向。北面的长城
主要筑成于明成化年间，史书称作“成化边墙”，民间俗称

“二道边”；南面的长城主要筑成于明嘉靖年间，现在是内
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分界线，史书称作“嘉靖
边墙”，民间俗称“头道边”。

从广义上讲，这个区域属于宁夏河东地区，地势平漫，
无险可守，历任守官在这里反复修边，或起墙或挖壕或壕
墙并用，极力构筑人为屏障。但是，人为工事的脆弱性和
单薄性决定了它在边防上不能独立担当，需与固原配合，
互为表里。所以在边防工事建设上，河东的边墙与固原的
内边墙遥相呼应，共同构成纵深防御。

分布于乌海市海南区黄河东岸的明长城在历史上被称
为“陶乐长堤”。这段长城分布于黄河东岸，几乎呈南北走
向，其防御目的并非横向阻挡南下之敌，而是防止敌人自东
渡过黄河进入宁夏平原。黄河自成天险，有足够的防御空
间，所以，此段长城修筑比较简单，仅是一道长长的墙体。

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长城分布于贺兰山西麓，贺
兰山山势险峻，此处的长城完全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
塞”的特点，多为利用高峻的山势因势利导形成屏障，多见
山险墙和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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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代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
镇》记载，嘉靖九年(公元 1530年)，陕
西三边总制王琼为“防护盐池，以通盐
利”，在宁夏花马池与延绥定边相接的
地方挑挖壕堑六十里。挑挖的壕堑

“真如天险，可资保障”，人们形象地将
这道壕堑称为“深沟高垒”，在当时军
事防御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和气势雄伟
的一段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
的长城，该段长城西起横城堡黄河岸
边，穿沙海，跨丘陵、过草原，昂首东去
绵延伏于辽阔的鄂尔多斯台地之上。

地处黄河东岸的灵武市水洞沟，
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毗邻，是明
代灵州千户所城的所在地。“地上长
城，地下兵城”，水洞沟藏兵洞，紧靠毛
乌素沙漠边缘，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
较为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

藏兵洞高出沟底10多米，蜿蜒曲
折于悬壁之中，上下相通，左右相连，
洞中分叉颇多，左盘右旋，犹如一个迷
宫。洞内辟有居室、粮食储藏室、水
井、灶房、兵器库、火药库、炮台、陷阱、
暗器孔道等设施。藏兵洞的存在，既

能集结军力，又能储存物资；军情紧急
则可快速支援前线，和平时期则可成
为生活区域，构成防御体系上的动态
立体效果。可谓既是地下兵城又是贸
易场所。在藏兵洞还发现了明代的

“马市”遗址，这是明代宁蒙地区蒙汉
以物换物边贸互市的历史佐证，对边
境的和平和安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考古人员在藏兵洞发掘清理出土
的物品有马镫、秤、油灯、斗、升、格、皮
囊、弩等，表明长城两边百姓曾有密切
交往。

当时生活在宁蒙交界地带的各族
民众在此开设铁匠铺、绸缎铺、绒线铺、
杂货铺等各种商铺，交易最活跃时，形
成了长达四五里的交易市场。每当开
市之时，前来赶市的各族民众人数众
多，马市异常热闹。各游牧部落以金
银、牲口、马匹、兽皮、奶制品以及毡帽
等物品来换取汉族的布匹、丝绸、食用
盐、铁锅、农具以及其他物品。

从发掘出土的杆秤、斗、升等计量
工具发现，这些器物均有长期使用的
痕迹，印证了当时这一区域边贸繁荣
的景象。

地上长城地下兵城

▲阿拉善左旗赤木口段明长城。

1.《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
2.《嘉靖宁夏新志》。
3.《明史》。
4.《九边考》，［明］魏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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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阿拉善左旗北岔口段明长城。

阿拉善盟长城资源调查队在阿拉
善左旗巴润别立镇上海嘎查东 7.61
千米处，曾发现一处石刻，其文字刻于
贺兰山腹地三关口的石壁上，故命名
为“三关石刻”。三关石刻明确标示出
了“三关口”的具体位置，并记录了隶
属关系等内容。石刻的发现，对此区
域内的明长城研究极具价值。

由贺兰口村向西北进贺兰沟仅数
十米，在沟谷两侧的山崖上，各嵌有摩
崖刻记一方。北侧的刻面高约一米，
宽零点八九米，竖刻题记为明嘉靖二
十七年（公元 1548年）钦差大臣巡视
贺兰山边防时所刻；南侧的刻面高零
点六五米，宽零点五米，上距地表一点
一四米，为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五月重修贺兰口时所刻。

明代宁夏镇西南长城防线自南向
北设有四大关隘，胜金关、赤木关、打
硙口和镇远关，军事位置极为险要，有

“边防四险”之称，“三关口”便是其中
一处。“三关口”又名“赤木口”“赤木隘
口”“赤木关”，是明代贺兰山长城的一
个军事关隘，因贺兰山一带盛产一种
名为赤木的中药材而得名，如今称之
为“三关口”。关隘位于贺兰山中部，
银巴公路由三关谷地贯通，是内蒙古
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咽喉要
道，其军事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据《清一统志·宁夏府二》记载：赤木
口“在宁朔县西南贺兰山，山径五十余
处，而赤木口尤为冲要，可容千马，明嘉
靖中，巡抚杨守礼扼险筑关墙守之”。宁
朔县指的就是今宁夏银川市城区。

在群山峻岭中，一条弯弯曲曲、忽
隐忽现的土长城向远方逶迤而去，这
便是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
交界处的三关口明长城。

据史书记载，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修筑了南起大坝堡，北连三
关口，长达 80公里的长城，后被风沙
填平。明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年)，
宁夏巡抚杨守礼重新修葺了旧边墙，
增筑了三关口以北长城。

当年修筑长城时，这里多沙砾少

土壤，于是士兵们遍刨诸崖谷，得壤土
数处。又因无水，做水车百辆，到关口
20多公里处的平吉堡取水，与壤土、
砾石拌在一起，夯筑成墙，坚固异常。
头道关向西 6公里即二道关，关口南
侧有一座20多米高的山头，山头上设
有墩台。三道关东距二道关 4公里，
此关两山相夹，山谷狭窄，一水中分，
山陡壁峭，仰望山峰巍峨，下视谷底险
峻，地形十分险要，颇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之势。当时三关口一带绵延
纵横的长城与墩台、烽火台左右连属，
实有西控大漠咽喉要道之险。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
西部，北承蒙古高原、南邻河西走廊、
西望天山、东依贺兰。在古代丝绸之
路上，阿拉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中转
站和商贸重镇，而三关口自然成为东
西方文化交会之地和草原丝路的重要
通道，以长城隘口这样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资源禀赋，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经
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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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明长城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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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蒙边境古月明

内蒙古西南部明长城分布于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阿拉善
盟。阿拉善毗邻宁夏，是草原丝路的重要通道，农耕文明与草原
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2020年 1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
点段名单，阿拉善盟境内明长城三关口段、北岔口段等在列。

草原丝路的重要通道

▲乌海市海南区二道坎烽火台（东-西）。

▲阿拉善左旗北岔口段明长城城墙上马道、女墙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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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北岔口段明长城二边阿拉善左旗北岔口段明长城二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