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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除了防御功能以外，还有很
多作用，今天谈谈长城在民族融合中
的作用。

一、长城见证了民族融合

民 族 融 合 是 指 历 史 上 两 个 以 上
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
相 通 婚 、迁 移 杂 居 ，民 族 之 间 的 共 性
逐 渐 增 多 ，各 民 族 互 相 学 习 、共 同 发
展，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
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
最 终 形 成 为 一 个 民 族 的 现 象 。 民 族
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
史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 古 今 中 外 民 族
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
融合紧密相关。

民族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
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
互 相 渗 透 的 过 程 。 民 族 融 合 有 利 于
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
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巩固和发展。

二、长城促进了民族融合

长 城 是 中 国 古 代 的 军 事 防 御 体
系 ，修 筑 长 城 是 为 了 少 打 仗 或 不 打
仗。长城的修建，规范了长城两边各
个统治者的军事扩张行为，双方减少
了 因 为 争 抢 地 盘 而 发 起 战 争 。 由 于
战 争 的 减 少 ，双 方 得 以 发 展 生 产 ，安
居 乐 业 ，边 关 互 市 正 常 进 行 ，民 族 交
往可以开展，出现了跨区域的长途贸
易。长城成为了民族交融的舞台。

汉朝在边境关口设关市，作为与
外 国 使 者 的 互 市 市 场 ；魏 晋 以 后 ，又
称“ 交 市 ”；隋 唐 沿 边 设 互 市 场 ，以 马
市为主；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开始
允 许 民 间 与 回 鹘 私 市 ；宋 、辽 、金 、元
在 边 境 设 榷 场 互 市 ；宋 、明 时 期 同 边
疆各族进行的茶马互市也很频繁；宋
以后以茶、盐等同边疆各民族互换马
匹。

北魏前期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
山 西 大 同）的 安 全 ，在 平 城 以 北 边 境
长 城 沿 线 设 立 了 六 个 军 镇 ，史 称“ 北
魏 六 镇 ”，六 镇 不 仅 和 北 方 长 城 共 同

构 成 北 魏 王 朝 抵 御 异 族 的 防 线 ,而 且
是 北 魏 军 队 主 力 驻 扎 的 主 要 地 区 之
一 ,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交通要冲。

北魏先修长城，后在长城沿线设
军镇，为汉族和鲜卑族民族融合创造
了条件。

三、长城规范了民族融合

修筑长城不是为了封闭国门，而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高 质 量 地 开 放 ，是 为
了规范一些商业活动，促进商人之间
正常的礼尚往来和交易行为。

长 城 也 规 范 了 民 族 融 合 。 长 城
抵御了外侵，但阻隔不断亲情。生活
在 长 城 内 外 的 各 族 民 众 ，以 邻 为 伴 ，
以邻为善，互相影响着各自对方的生
活 习 惯 ，传 授 着 各 自 的 生 产 生 活 技
能，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融
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的双
边关系始终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通
婚 自 由 ，走 亲 访 友 、贸 易 往 来 不 受 限
制 ，长 城 的 出 现 ，为 规 范 民 族 融 合 创
造了条件，提供了舞台。

（作 者 系 忻 州 市 长 城 学 会 副 会
长、秘书长）

在山西这个素有历史文化资源的
大省，大同以其多民族和多样文化聚合
的形态，不仅著称于代北，而且更扬名
于中国。

如果从秦汉算起直至明清，在整个
王朝中国的结构之内，大同及其所在的
代北，一直承担着配合都城防御北方势
力的战略制衡点的重要作用。同理，在
秦汉至隋唐形成的关中主宰函谷关迆
东和江淮广袤地区的王朝布局之中，大
同 、代 北 与 毗 邻 的 晋 阳（今 山 西 太 原
南），一起担负着这些王朝与北部草原
联系的区域性沟通职能，它既承担保护
定居社会的重任，又连接农耕和游牧的
交往。辽宋至元明清的后一个千百年
之间，当都城转往北京并以此控制西北
和江南，即在新的全国性布局之内，大
同、代北同样担负着京畿西部的战略之
角色。简而言之，王朝中国结构布局的
两千年的经营，大同代表的代北，在南
北政权的对峙和分散的状态下，它承担
保卫定居社会免遭北部强悍势力干扰

的职责；然而步入一统化的王朝之后，
它就发挥着沟通南北、联系长城内外的
作用，这在前期的唐朝，尤其后期的元
朝和清朝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元、明、清以后的大同，“连接”农耕
和草原的这项功能，成为人们了解这段
历史的突出见证。“茶马互市”、“走西
口”、晋商北上这些古人东西南北交往
互通的行为，钩织出这一时代历史场景
的重要面向，这正是一统化王朝的整体
布局释放出来的一个效能。

时至今日，历史文化作为国家发展
的重要资源，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增强，大同丰富的历史内涵、交
往融合的民族团结，在国家的发展和兴
旺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其南北
东西的联系与互动的象征，亦与日俱

增。在古老文明摇篮的山西境内，大同
以其商周延承明清的中国多元文化汇
聚和多民族共处的北部之战略角色，连
同她肩负的传统文明的一个突出的承
载点而被人铭记，在今日山西整体的建
设中亦以代北名城伫立于世。如何进
一步阐扬大同包含的文化特质，在社会
建设和发展的同步之中追寻其精神内
涵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既是大
同面临的重任，也是现实赋予她的一项
使命。我们今日召开的这次定名为“融
合之都·从此大同：大同长城与民族融
合座谈会”，从程序上说，是为 2024 年召
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做准备，但从意义上
讲，则是大同与代北推进山西文化事业
乃至社会发展的一次战略考虑。希望
以此为契机，大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中，继续发挥出
自身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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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
家安全命脉。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举办大同
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面，长城文化与中
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修筑长城这
样强大的防御工程，不是为了打仗，而
是为了不打仗，背着长城打别人是不
可能的。古代长城是为了调节农耕与

游牧双方的关系，是为了构建长城两
边的交往秩序。长城展现出来的和合
包容的精神，其实就是对中华文化、中
华民族的认同。今天打造长城这一中
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将对坚定文化自
信，构筑民族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大同市委统战部多次组织专家、
学者进行学术考察，推动长城文旅融

合发展，将文旅融合置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主题、大框架下，
很有前瞻性。那么，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个大主题下，文旅融合
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叠加在一
起，如何做好呢？第一，要让文化好
玩。旅游是个消费行为，只有好玩才
能吸引人，才能让人家愿意掏腰包；第
二，要让旅游有文化，游人都有文化需
求，许多时候是我们没有给人家提供
这种满足文化需求的服务，八达岭长
城“长城少年使者”项目，让中小学生
在文化感受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十分火爆，就是成功案例。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
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

长城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董耀会

长城文化与民族交融的大同形象
李鸿宾

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
而建，是战争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
城延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争
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
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
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
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
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

在长城区域两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
中，除汉族外，与长城关系最密切的有匈
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

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在长城区域与汉族或其他各
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同时，有些少数民族
还直接参与了修筑长城。明、清两朝，长
城在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
未有的地步。

以大同为例，大同长城可以说是最
典型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
是汉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交往、交流、融
合的大舞台。“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八个
字，更是十分经典，充分说明了大同地区

在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巨大贡
献和独特地位。

总之，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
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
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
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因此，长城在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长城确实发挥
了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

（作者系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
长）

长城是民族交往交流融合的大舞台
李大公

长城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有一
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交流和融合的程度、
规模在不同的时段内表现出不同的状
态，王昭君、三娘子、四公主是长城地带
民族融合中的典型代表、民族关系中重
要的女性角色。

稽侯珊叩关附汉，王昭君出塞和亲

自 汉 武 帝 以 来 ，匈 奴 屡 为 汉 朝 所
败，促使呼韩邪不能不考虑归附汉朝中
央政权的问题。归附汉朝，在匈奴历史
上是一重大转折。

竟宁元年(前 33 年)春正月，呼韩邪
第三次来到长安，汉朝对他优待如前，赐
赠较汉宣帝时多达一倍。汉庭还根据他
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将宫人王昭君
嫁给他为阏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
君出塞和亲”。

昭君和她的后辈们力促汉匈间和平
友好,使得长城内外长期处于和平状态,
为汉匈两族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
昭君倍受各族人民喜爱。

俺答汗明蒙复市，三娘子边塞安宁

1552年春，经过“庚戌之变”，明廷被
迫接受开放关市的条件。但只开一次互
市后就关闭了市口，明蒙烽烟再起。隆
庆五年(1571 年)达成最后协议，实行互
市。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至此，明蒙
互市正常，蒙古地区和明朝之间的关系
逐步密切起来。

万历九年，俺答去世，其妻三娘子协
助其长子僧格、长孙扯力克主政二十余
年，继续推行与明政府和平友好的政策，
维护蒙汉团结，保持了边塞的长期安宁，
使蒙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联系更加密切。

万历十五年春正月，明政府册封三
娘子为“忠顺夫人”，并赐予金银绸缎等

物，用以表彰她在促进明蒙和平贡市，
维护边塞安宁等方面所建立的功绩。

千秋吟诵公主情，万世流芳励后人

四公主即恪靖公主，康熙皇帝六女儿，
因在得到封号的公主中排行第四，故称四
公主。四公主生于康熙十七年(1679年)，于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赐嫁喀尔蒙古土谢
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

四公主是最早代表官方在口外清水
河地区放垦、实行开边抚民政策的重要人
物。这一事件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西口”。

四公主常住归化城后，每年夏季要
远赴库伦(乌兰巴托)一次，协助额驸敦多
布多尔济处理事务。四公主每次远行库
伦,除带府内随行人员外,后面还有大量
行商尾随。久而久之，由四公主往返归

化与库伦间踏出的这条道路，便成了后
来成就一代晋商的草原丝路、茶路。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长
城科普学会会长）

长城地带民族关系中的女性角色
高晓梅

长城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张俊亮

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
刘志尧

嘉靖时期边外山西汉人群体探究
李海林

嘉靖时期，长城内山西汉人不同
群 体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走 出 长 城 ，进 入
蒙 地 ，自 觉 或 不 自 觉 地 融 入 当 地 ，加
强了蒙汉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一）被掳掠而去的汉人群体

嘉 靖 时 期 ，驻 牧 于 宣 、大 边 外 的
俺达兴起，由于嘉靖皇帝实行“绝贡”
政策，蒙古部族又亟需改变单一的经
济 现 状 ，故 频 繁 大 举 南 下 。 这 一 时
期，被掳掠的汉人尤其多。这些被掠
去 的 汉 人 ，除 充 当 奴 隶 外 ，也 有 获 得
土地、牲畜，成为被剥削的农民。

（二）躲避赋役的农民群体

明 朝 中 期 ，赋 役 繁 重 ，山 西 北 部
民 众 因 地 缘 关 系 ，纷 纷 逃 亡 边 外 ，谋
求 生 存 ，在 边 外 定 居 。《五 杂 组》载

“ 临 边 幸 民 ，往 往 逃 入 虏 地 。 盖 其 饮
食 、语 言 既 已 相 通 ，而 中 国 赋 役 之
繁 ，文 网 之 密 ，不 及 虏 中 简 便 也 。”明
朝 的 腐 败 ，繁 重 的 赋 役 ，使 得 大 量 的
劳 动 人 民 处 于 水 深 火 热 之 中 。 蒙 古
丰 州 川 的 开 发 ，农 牧 业 的 发 展 ，吸 引
了 大 量 衣 食 无 着 的 汉 族 劳 动 人 民 自
动走出边外，谋求生存。

（三）逃至板升地区的汉人知识分子

俺答汗为了建设丰州地区，对于
迁徙到丰州川的有知识、有才能的汉
人比较重视。嘉靖三十四年“丘富说
俺 答 收 奇 伟 倜 傥 士 ，县 书 穹 庐 外:孝
廉 、诸 生 幸 辱 临 胡 中 者,胡 中 善 遇 之,
与富埒。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孝
廉 、诸 生,诣 虏 帐,趾 相 错 。 俺 答 令 富
试 之,能 者 统 众 骑 ，不 则 给 瓯 脱 地,令
事锄耨”。这个政策吸引了部分汉人
知 识 分 子 前 来 为 蒙 古 部 族 效 力 。 由
于蒙汉语言不同，蒙汉人民的交流会
产生诸多问题，俺答汗亦让一些汉人
知识分子到蒙古部族中去教授汉文。

（四）边外谋生的贸易群体

嘉靖皇帝的“绝贡”政策，使蒙汉
双方处于对峙隔绝状态。但是，私下
的民间贸易一直存在。面对明政府的
打压，不少山西边地的军民为了同蒙
古进行私市贸易，而选择内外相通，逃
到塞外进行贸易。如大同阳和军马西
川、榆次李孟阳及老营李义等十几个
人结成伙，专门到塞外与蒙古人私易
马尾。

嘉靖时期，诸多山西汉人群体不
断去往蒙古，他们中既有将士官兵、知
识分子，也有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是被
掳去的明朝边地百姓。这种情况的出
现，一是源于明朝政府的日益腐朽，边
防的破败不堪。二是明朝繁重的赋役
与蒙古相对优越的政策。这种人群的
流动客观上促进了边塞地区的发展，
增强了蒙汉民族间经济的交流、文化
的融合。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
副教授）

大同，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与人
类最高理想同名，与社会文明高度同
誉。大同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
交”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堪
称民族融合之都。

赵长城是沿大同盆地南沿修筑的
长城。为何赵肃侯要把赵北长城修筑
大同盆地南沿上？因为当时大同盆地
被北方民族林胡和娄烦占领着。秦朝，
秦始皇派遣蒙恬率 30 万大军将燕、赵、
秦长城修筑连接，大同段秦长城称“紫
塞”。汉代，为抵挡北方匈奴，汉廷在赵
长城基础上又重新作了加固修缮，转称
汉长城。北魏时，为防御以柔然为首的
草原民族进犯，仍在赵汉长城基础上进

行了重新构筑加固，称“畿上塞围”。明
代，为抗据蒙元复辟，又在前朝修筑长
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了明长城。自
此，称大同盆地北盆沿的长城为大边，
或外长城；称南盆沿的长城为小边，或
内长城。

历朝历代沿大同盆地边缘修筑的
长城，是一个闭合性的长城，是等于把
大同盆地镶了边合围起来的长城。在
这个闭合的内外长城中，由于受北方草
原环境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拨又
一拨从河套崛起的草原民族随时会发
起南下中原的举动，战 争 与 和 平 交 替
出现。但每次战争发生，其进攻势能
均会被长城与守卫长城的军事力量所

阻挡销蚀，南下的力量得以缓冲，于是
由碰撞缓解为融合。可见，大同长城
在民族融合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
用。

大同地处北纬 40 度线、年降雨量
400 毫米的黄土高原，地缘呈现农牧交
错状态。为了稳定彼此的生产与生活
秩序，大同长城便发挥了巩固边塞民族
生存发展的初衷，更重要的是起到了民
族融合的特殊作用。

大同盆地长城，是中原王朝的依
托，一次次阻止草原民族的南下，草原
民族也一次次在盆地接受着中华文明
的熏陶；大同盆地长城因战争刺激了民
族长盛不衰的生存能力与战斗精神，也
因和平涵养了民族融合理念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信仰，夹杂着政治一统、马
市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胡汉和亲、走西
口移民等民族融合的相关内容。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2023 年 12 月 28 日，大同市委统战部举办“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城专家、学者 30 余人出席，共同探讨大同地区长城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
系，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历史内涵。在此摘登部分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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