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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绣江亭

中中国国最最早早的的长长城城——齐齐长长城城
章丘境内的长城岭保存最好

章丘南部，与莱芜交界
处，长城岭绵亘其间，林木郁
茂，四季长翠，故又名长翠
岭，岭上有古长城遗址，是战
国初年齐宣王为了防御楚国
的侵略而建筑的，现名齐长
城。据《括地志》记载：“长城
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
泰山北岗上，经济州淄川，东
至密州琅琊台入海。”现考
证，齐长城西起长清县孝里
镇广里村东北的岭子头(一说
为黄河东岸)，东至青岛市黄
岛区的于家河庄东入海，全
长约615公里。主要由关、烽火
台、团城、墙4部分组成。齐长
城作为齐国南疆最重要的一
道国防线，将山地防御、济水
防御、东海防御连为一体，整
条齐长城所走的路线基本上
是山东省的南北分水岭。

齐长城章丘段。

翟伯成

比秦朝长城还早约200年

齐长城是我国最早的城
墙，比秦朝长城早建约200年，
其建筑年代及规模都可谓中
国之最，尤其是依崖省墙、因
山就势、土石混筑、片石干垒
等结构特点更是令人赞叹。更
令人惊奇的是，长城上大部分
的城堞还十分完整，它高1米、
宽1 . 2米，箭孔约0 . 3米见方，
也全部由石块垒砌得整整齐
齐，非常坚固，表现了很高的
建筑技术。而处在章丘境内的
长城岭一段保存最好。据清道
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载：“长
城岭，在县治南百余里，南连
泰安、莱芜界，东至劈林尖山
接淄川界，西至天罗顶连历城
界……俗云：长城岭上有古长
城遗迹。”在章丘一段，东起阎
家峪乡三台村东约3公里的山
头与淄博相连，西至垛庄镇的
岳滋西南山头与历城相连，东
西方向沿山脊而筑，全长约70

公里。
关于齐长城的年代众说

纷纭。史籍记载最早的是《管
子·轻重篇》，管子问齐桓公，

“敢问齐于几何里？”桓公曰：

“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
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
非各之所生也。”又，管子曰：

“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
也。”齐宣王时，《齐记》载：“齐
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
海，西至济州。”此外，《史记·
六国年表》也有记载：“(周)显
王元年，齐威王十一年，赵侵
我长城”。清代孙廷铨著有《颜
山杂记》，对齐长城的年代作
了更进一步的考证，他认为齐
长城是在齐宣王时修的。据羌
编钟铭：“入长城先，会于平
阴。”编钟的铭文记载的年代
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4 0 4年 )，即完成于齐宣王时
期。我们经过考察认为：齐长
城早于秦朝长城，在当时条件
下，如此工程不可能成就于一
时。很可能是在周显王初年就
已开始。当时，齐国大治，国富
民足，乃成“战国七雄”之一。
齐国励精图治，内修政治，外
固国防，一直很关注南部的防
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纵横
千里的长城工程到齐宣王时
得以最后完成。

章丘境内的齐长城主要
有三大关口：锦阳关、黄石关、
北门关。

锦阳关位于文祖镇三槐
树村南约2公里处，又名通齐
关，是齐长城上三大重要关隘
之一。关东西两面横锁着烽火
台、长城岭山。关原有关楼，南
墙东西与长城相接，高8米，关
楼的石发碹门洞高6米，宽4

米，进深8米。门上方镶嵌着
“锦阳关”3个大字石匾。现存
长城是清代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年)为了抵御捻军入侵而
重修的，保存完好。城墙高6

米—7 . 5米，垛口间隔1 . 2米，
瞭望孔为0 . 2米×0 . 4米，呈长
方形，关南有娘娘庙。锦阳关
是齐鲁两国要冲，南连马鞍、
珍珠诸山，关北石径陡绝，两
旁壁立千仞，一人荷戈，万人
趑趄，是为天险，为兵家必争
之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

农历二月，捻军攻占章丘。首

领赵浩然率10万大军由博山
首先占领黑峪口，清军以锦阳
关为屏障与捻军激战。咸丰年
间，清军为防捻军，锦阳关多
次重修。

黄石关：因关西有黄石悬
崖而名，又名王陵关。位于阎
家峪乡三台村正南1公里处，
东有劈林尖山，西有俊林山，
关口设在峡谷。东西两侧高山
上建有团城，东山头团城南北
长30米，东西阔10米，墙高1 . 8

米，西墙南端有1米的出口一
个。远望两山夹一谷，气势磅
礴，为齐长城之重关。关前原
有孟姜女坟、石亭，西南有火
郎台。

北门关：位于垛庄镇桥
子村东南约30公里处。东有
曹峪顶，西有桥子南山头，
呈 马 鞍 状 ，关 口 从 山 垭 穿
过。石土混砌的墙体，因倒
塌成梯形乱石堆状，现为章
丘至莱芜的通路。

三大关口：锦阳关、黄石关、北门关 齐长城是齐国的南部屏障，
是一项巨大的国防工程。起初，
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南部的
强大邻国——— 鲁国。后来，楚国
的势力向北扩张，长城又成了
齐国防楚的主要屏障。这可从

《史记·楚世家》中看出：“若王
之于戈，诚好而不厌，则出宝
弓，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
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
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
长 城 之 东 收 ，而 泰 山 之 北 举
矣。”齐国凭借长城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所以齐军常沿淄水
而上，出青石关攻打鲁国，如艾
陵之战、长勺之战。秦的统一，使
齐长城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价值，
渐渐地因废置而损坏。至明、清
和民国时期，齐长城多次得到重
修。特别在清朝同治年间，兵马
指挥高赤诚等人多次修葺，以御
捻军。据《章丘乡土志》记载：“同
治五六年间，匪扰淄川、长山，(淄
川、长山)一带与章丘接壤，邑人
防县南之锦阳关及邹平之哑妇
口，匪从未得关入，如东窜。同治
六年匪首赖文光率众匪在各村

劫掠，后官兵自西来，贼乃东
窜。带兵官杨统领统兵数千，在
城东关、南关立营防守，贼遂未
得，西窜。”赖文光原是太平军
将领，天京失陷，他率太平军余
部与捻军合并，成为东捻军的
首领。同治六年秋，东捻军被清
军围困在山东地区运河以东，
几经拼杀，主力部队丧失殆尽。
兵马指挥高赤诚、马国华等据
锦阳关御敌，捻军东窜，本邑“活
人无数”。

齐长城还具有边界交往的
作用。据《续山东考古录》载：“艾
县，在县北，春秋隐公六年，公会
齐侯盟于艾。”齐长城是齐、鲁两
国的界线，青石关南的地区常成
为齐鲁两国进行会谈等国事活
动的地方。

齐长城是齐国特殊的地缘
政治和军事的产物，更是齐国文
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
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产物。著名的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其中所指
的长城就是齐长城。孟姜女名的
来历可见《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孟姜女的原型是《左传》中的杞

梁妻，杞梁随齐庄公袭莒战死。
杞梁妻哭迎柩于郊，辞庄公郊外
吊丧礼，至家中成礼。”由此，梁
妻以知礼而出名，并记入了《左
传》和《烈女传》。到了宋代《孟子
疏》云：“齐庄公袭莒，(杞梁)逐而
死，其妻孟姜女向城而哭，城为
之崩。”

此时，才出现了杞梁妻的大
名为孟姜女。到唐时，《杞梁妻》
载，说杞梁被迫去修万里长城，
因得罪人被埋在长城内，杞梁妻
寻夫，哭塌秦长城，一说哭塌齐
长城。后又演化为孟姜女与范杞
梁如何相爱、送寒衣、得到神助、
滴血认骨、葬夫殉节等故事。自
此，在一千年后杞梁妻与长城联
在一起，并直接成为孟姜女哭长
城了。现在，章丘与莱芜交界处
齐长城下尚有孟姜女坟、庙和孟
姜女石等遗迹。

作为中国最早的长城，齐长
城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保护价
值。1979年9月，齐长城被定为济
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齐长城战略位置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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