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探索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主编：何军林 实习编辑：郑慕尧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3

发现

防御至上
齐人兵家文化

齐长城同样体现了齐人的兵家文化和军事思
想。以孙武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
的核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首先
强调的是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有
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
胜在己，可胜在敌。”齐长城正是在这一军事理论原
则指导下兴建的。

在齐国的防御体系中，齐长城发挥了重要的军
事作用。齐长城是由长墙、关城、障堡、烽燧以及长
城内外的军事重镇等有机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它
将整个齐国的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完整地圈了
起来，使原本流动的战场变成较为固定的战线。齐
长城的军事功用体现在：第一，和平时期，为齐国节
省大量的戍守兵力；其次，战争时期，可以有效迟滞
战火向齐国腹地蔓延，赢得调动兵力、组织防御的充
裕时间；第二，使齐国军队先处战地以主待客，以逸
待劳，有效打击屯兵于坚城之下的敌军，歼灭其有生
力量；第三，即便防御失败，也为齐国坚壁清野、撤退
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第四，齐军可以依托长城防
线主动出击，建立前沿据点和防线，实现积极防御的
战略目的。

齐长城作为全局性、永备性的军事战略工程，是
齐国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战国时代的楚国货币于
齐长城以南屡有出土，而长城以北却没有发现，被学
界视为长城防御成功的一个旁证。战国时人论及齐
国南部国防屏障时，总要提到长城巨防。如《战国
策·秦策》中张仪云：“（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长
城不仅有力保卫了齐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齐国对外
交流的重要纽带，塑造了齐国对外开放
的传统格局。齐长城是中国最古
老的长城，是中国长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中国
长城建筑史是由齐长城
开始的。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童芳 陈健）近日，记者
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9至2020年度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共出土以
金银器为主的文物10000余件，其中一枚“蜀世子
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

江口沉银遗址是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与
明朝参将杨展开战的战场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于2016年底开始对该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

据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今
年1月 10日开始发掘，历时约3个月，发掘面积约
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本年度共出土文物 10000 余件，主要为金银
器，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

银服饰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一枚金印，方形
印台、龟形印纽，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印台
边长约 10 厘米、厚约 3 厘米，含金量高达 95％。

“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
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
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
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本年度还发现多个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
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具有
重要意义。继上一年度的工作中发现火铳之后，今
年出土了不同大小的铅弹，是判定江口为古代战场
遗址的又一佐证。

刘志岩认为，为数众多的金银容器、金银服饰

和金银首饰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工艺水平、服饰
制度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除此之
外，本年度的考古还确认了文物在水下的分布状
态、埋藏迹象等，对还原“沉银”前的分船及分箱状
态等历史细节提供了宝贵材料。

“本年度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
是‘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
得重要突破，对未来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刘志岩说。

据了解，下一步当地将在江口镇两江交汇处建
设江口沉银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
工作站。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蜀世子宝”金印

绵延千余里的齐长城横亘在齐鲁大地上，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齐长城作为齐国一
项巨大的综合防御体系，见证了诸侯雄起、竞相攻伐的春秋战国风云。它不仅是国内最早的长
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军事设施
千里齐长城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历
史时期。“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各诸侯
国在原有关隘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驻
兵御敌，长城便是各诸侯国保卫疆土的重要防御设
施。齐国，公元前1046年建立，历经姜齐、田齐两个
时期，公元前221年灭亡，历时800余年。齐国以工
商立国，是先秦时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齐国的富庶容易招致其他诸侯国的侵略。因此，齐
国修建长城既有构建与他国间商贸交往秩序的需
要，又是为了防御战争。

齐长城的修筑受到地缘政治、地理环境的影
响。谋士苏秦将齐国列为“四塞之国”：“齐南有泰
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
国也。”“四塞”即以山河为天然屏障。淄潍平原是
它的腹地，环绕淄潍平原的西南、北面和西北面，有
两条大河，即清济浊河；东面、东南面和东北面，是
小海和大海，即今天的渤海、黄海；南面有一条连贯
性很强的泰沂山系横亘东西，就像一道大院墙。所
以齐国在地缘政治上相对独立，战略地理条件得天
独厚。自西向东，齐长城防御的国家，春秋时期分
别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莒国及晋、越等盟国；战
国时代，则主要抵御三晋和楚国。

■ 闻 文

因地制宜
奇匠夺天工

齐长城的修筑体现了齐国人利用自然地理优
势的理念，最早的西段齐长城大约修筑于春秋晚
期，很可能是利用古济水堤防再筑墙加固形成。战
国中期，楚国北上，齐国南部形势紧张。在交通路
口和关隘上筑工事，建要塞的防御战术已经不能适
应新出现的骑兵作战方式，于是全线防御的战略设
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齐宣王乘山
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齐
宣王所做的是国防线上拾遗补缺工作，以前不需设
防的高山长岭上有些地段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就
以山代城；需要筑城的地段土少石多，便就地取材，
以石砌城。由此形成了山地防御、济水防御、东海
防御连为一体的齐长城防御战略结构。山地防御
的重点在于长城所经的各关隘和谷地，这些关口都
设立要塞，长城高且厚，有城门，且配备戍所、武库、
烽火台等，敌人很少能突破这些山地的关隘要塞。

综观齐长城的建筑结构设计，有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就地取材的特
点，故而现今所见长城不是整齐的统
一设计，而是多因山势和河堤渠防而
筑，平地、河流、低谷处重点设防，以
确保进出方便，能攻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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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了不起的长城

齐长城：
长城建筑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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