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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意见都认为固阳秦长城是蒙

恬公元前214年新筑长城。一般而言，长

城段落的命名多冠以始筑年代，沿用时

代不加在命名里，如战国赵北长城、汉

外长城等。严格意义上说秦汉长城的称

呼不符合长城命名的规则，并且这段长

城除了秦汉，北魏也有沿用，但已经成

为一种约定俗成。

固阳秦长城已打造为国家长城文化

公园，成为中国早期长城的金字招牌，

从文化旅游的角度出发，固阳及东西长

城相邻县、旗秦代长城，可以用统一的

固阳秦长城称呼。

 三、秦长城的修筑与用工

1.秦代修长城史载明确

《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榆中

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

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

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

实之初县。”

《史记·匈奴列传》记：“后秦灭

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

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

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

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

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

据阳山北假中。”

万里长城应该是阴山前的长城，固

阳秦长城是在万里长城贯通后渡北河之

后修筑的。亭障就是长城。亭，应该是

亭燧，烽燧。《墨子》：“摆布一亭，

高垣丈四尺，厚四尺，为闺门两扇。

障，《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顾

胤云：“山中小城。”《史记·白起

列传》《索引》注曰：“堡城。”《汉

书·张汤传》颜师古注：“障谓塞上要

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障蔽

以扞冠也。”障就是要塞修筑的城，考

古一般称障城。亭障可能是对蒙恬新筑

长城的一种形象性描述，固阳秦长城沿

线不到一公里一个，可谓密集。障城也

相对较多。这种障城也包含了在南北线

上相联系的城址。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后书言

可得到进一步证明。其文曰：“吾适北

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

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

矣”。司马迁明确写到看到了蒙恬所为

秦筑的长城和亭障。

《史记·匈奴列传》：“于是汉遂

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

为塞，因河为固”。这个塞应该阴山前

的塞和阴山北坡固阳秦长城这个塞。

2.修筑长城的工时

《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

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狄，收

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

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同书

《匈奴列传》记：“后秦灭六国，而始

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

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