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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城莒县段保护方案获批，本报记者实地探访

2500年的“土堆”将焕光彩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见习记者 李清

广阔农田中

不起眼的“土堆”
4月17日上午，记者一行

驱车来到了莒县北部的东莞
镇，齐长城莒县段就从这个
镇穿过。

在一片山谷环绕的高地
上，除了农田只有一条略高
于地面的“土堆”，正当大家
纳闷齐长城在哪的时候，莒
州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老先
生 说 ：“ 这 土 堆 就 是 齐 长
城。”顿时，听了这话，随行
的记者感叹说：“真是有眼不
识长城。”

这段齐长城匍伏在农田
之间，延伸了近千米。高约有
1 . 5米，墙体顶部已经被踏出
了一条小路。墙体上草木稀
疏，有很明显的火烧痕迹。

这段齐长城宽度大约在
2米至3米之间，断层的地方
暴露出了齐长城的土质结
构。据莒县研究人员介绍，这
段墙的土质结构层次明显，
里面的土质呈白色，夹有大
大小小的鹅卵石。

这位研究人员补充说，
齐长城的建设多因地制宜地
选用当地材料。其中的白色
土质说明泥土中掺进了石
灰 ，“ 泥 土 、石 灰 加 上 鹅 卵
石，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混
凝土。”

不过，经过研究，学者认
为齐长城中的石灰肯定来自
东莞本地，而建筑用的土却
是“客土”，“东莞本地的土
为深褐色，与齐长城的土无
论在颜色还是质地上，都不
一样”。

齐长城的修建并没有像
秦长城那样费时费力选用异
地材料，而是用当地现有的
资源修筑而成。

夯实的墙体

让树难长大
在这条白色土墙西南方

向的高地上有一片小面积的
土丘，经考证，这就是齐长城
的烽火台。“可以想象，当时
遇到敌人侵犯，这样的烽火
台扮演着通讯工具的角色。”
当地研究员说。

记者发现，齐长城上的
草木与周围土地上生长的草
木反差巨大，远没有后者生
长得繁茂。

据当地齐长城研究人员

介绍，在采用一系列材料加
固齐长城的同时，土质更是
经过了夯打，使之成为了夯
土，所以栽种在齐长城上的
树木长势弱。

“这片树林已经栽种了5

年 ，但 却 长 不 大 ，就 是 证
据 。”研 究 员 说 ，夯 土 太 结
实，所以土壤无法输送足够
的养分。

由于原来人们的保护意
识不够和自然风化严重，齐
长城的身段日渐“苗条”。

“经过了数千年的风吹
日晒，齐长城现在还保存了
今天的规模，足可见它当年
的雄伟气魄。”苏兆庆老先生
说。

从6 . 69米到140米

齐长城再生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双重

作用，齐长城的现状令人堪
忧。为了更好地保护齐长城，
当地政府在2012年开始着手
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工
作小组，与当地村民沟通协
调，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将
齐长城遗址两侧各60米范围
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将其
作为齐长城遗址保护工程的
备用地。

据《东莞镇齐长城遗址
保护段占地面积统计表》记
录，东莞镇的齐长城重点保
护段长约1 8 1 0 . 5米，遗址本
体平均宽度为6 . 6 9米，政府
补偿后平均宽度为 1 3 3 . 3 1

米，总宽度达到了140米。
记者在现场发现，“齐长

城”被大片的农田围住，略显
单薄。据东莞镇政府出具的

《关于齐长城遗址保护工作
情况汇报》，由于受自然风
化、群体保护意识不强、政策
宣传不到位等多重因素影
响，齐长城遗址本体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群
众随意取土、耕种、深翻等问
题较为突出。

紧靠齐长城就是村民种
植的庄稼，甚至城墙拐角处
也被村民刨开种了庄稼，“这
是去年有位村民耕种的，发
现后我们就立刻制止了。”东
莞镇党委一负责人指着一片
农田说。

在今年日照两会期间，
有政协委员提出要抢救性保
护莒文化，而齐长城作为莒
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考证，
其保护也刻不容缓。在现场，

记者遇到了莒州博物馆前来
测绘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
东莞镇党委今年专门制定了
针对齐长城的集开发与利用
为一体的保护措施。

保护与开发结合

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计划不但保护齐

长城，还要将齐长城作为一
个旅游景点包装起来，让更
多人在了解其历史和文化价
值的基础上，更用心去保护
她。”东莞镇一负责人说。

记者在《东莞镇旅游资
源调研分析与初步规划》上
看到，该镇计划在齐长城沿
线建立齐长城主题公园、博
物馆等，将齐长城的建筑历
史，建筑特点，基本走向以及
文化传说等一一展现给游
客，让游客在游览的同时加
深对齐长城的了解，获得文
化历史知识。

至于齐长城旅游景区内
部，东莞镇计划根据不同区
域特点，构建不同内涵的消
费服务，综合观赏，考察，模
拟考古，体验、休憩、娱乐等
各类区域。并将齐长城打造
成青少年假期夏令营旅游景
区、夕阳红老年旅游景区甚
至自驾游旅游景区。

据东莞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通过调研分析和初
步规划，基本确定了齐长城
遗址的发展思路——— 将保护
与旅游相结合。但是软件和
硬件的缺失使得工作进展困
难。

首先，齐长城的保护需
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些资金
用于包括周围土地的规划和
对齐长城遗址本身的修缮。
虽然前期作了很多工作，但
是很多土地目前只作为“备
用地”，怎样规划和使用还需
要再投入资金。关键是，作为
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财政支
持。

其次，东莞镇虽然有很
多文化资源，但是旅游市场
并未全部开放，旅游现状不
容乐观。

由于缺少旅行社、媒体
等相关的宣传渠道，齐长城
遗址的复兴尚需要更多关注
度。单就东莞镇自己的力量
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据相关资料分析，齐长
城遗址虽然得到了东莞镇政
府的重视，已经启动了“齐长
城遗址保护工作”。但由于旅
游产业规划和项目建设明显
滞后，投入的力量有限和市
场营销方面的欠缺，使得“齐
长城遗址的保护工作”还没
有具体到旅游产业化发展的
程度。

齐长城

莒文化组成体

齐长城西起黄河，东至黄海；
东西蜿蜒千余里，几乎把整个山东
南北分为两半。经实地测量齐长城
全长618893米，全长1237 . 8华里。此
军事巨防，蜿蜒起伏在1518座山峰
上；它历经平阴、长清、肥城、泰山
区、泰安郊区、历城、章丘、莱芜、博
山、淄川、沂源、临朐、沂水、安丘、
莒县、五莲、诸城、胶南、黄岛共19

个县市区的94个乡镇、办事处。
关于齐长城的东端，《括地

志》、《水经注》、《泰山郡记》均载：
齐长城在“琅琊台入海”；《通典》、

《太平寰宋记》、《齐乘》则记“大珠
山入海”；道光《胶州志》载：“小珠
山东徐山之北入海。”据实地调查，
齐长城沿小珠山北峰过鹁鸽山、大
顶山、经徐山东去，在于家河村东
北入海。此处现为青岛市黄岛开发
区保税区东侧；东经120°11′，北
纬35°59 . 5′。关于齐长城的沿线
走向，历经数代多次实地考察，与
史料所载无大差异。

而各地的考古调查沿线均发
现了多段(处)长城遗址，这些依稀
可见的齐长城残迹除确证长城建
筑沿线走向外，还可窥观整条长
城之全貌。其建筑宏伟，规模壮
观，凝聚着25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
勤劳与智慧，也体现了春秋首霸
和战国七雄的东方泱泱大国的强
盛雄风。

据莒州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
老先生介绍，“齐长城”是目前我国
保存最完好的土著长城，是莒州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意义巨
大。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旅游价值。

由于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现
在的齐长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如果不了解历史，现在的齐长城在
一般人看来与一般的土堆没什么
区别。

格相关资料

莒县东莞镇，有一段1800余米
的“土墙”，她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
于战国时期，算来距今已有2500余
年。历经风雨，这段墙承载了莒文化
2500 年的记忆。

莒州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老先
生介绍，“齐长城”是目前我国保存
最完好的土著长城，是莒州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意义巨大。

1976年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在研究淄博主要城镇的起源与发展时，对齐长城也做过实地调查，并进行了专题研究。
1977年，齐长城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0月19日至1997年10月21日泰安市路宗元等人对齐长城全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实测了齐长城的长度，考证了齐长城

的起止点、调查了齐长城的关隘、城堡、烽燧、建筑形成及特点。
2001年6月，齐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12月，“齐长城文化带”被确定为山东省“十二五”期间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
2013年4月10日，日照《齐长城—莒县大店子段修缮保护方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并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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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城露出的土层中显示有鹅卵石和石灰成分。据介绍，这
种成分组合与今天建筑所用的混凝土功能类似。

很少有人知道，这段不起眼的“土
堆”竟然就是两千多年前的齐长城，现代
人首要做的就是测量数据，为保护和开
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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