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 !"冷口关南门

唐山段长城的关隘与关城

紫 西 关真付

我们在古代文献记载和诗词描述中#经

常 可 以 看 到 有$关 山%&$关 河%&$关 津%等 词

句’$关%总是与山&河&海等自然形势相结合

的’与此相关#还有关口&关隘&关塞等说法#
其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险要地带供人们出

入的要道’$塞%是指堵塞之物#$隘%指狭窄之

处#$口%是出入的通路’平时我们也有$关塞

隘口%这样的叫法’
长城上有许多关隘#是长城防守的重点#

也是出入长城的要道#平时查验过往的商旅

和行人#战时可闭门以御来犯之敌’而在重要

的关隘处筑城&设险并建筑起与城墙相连的

封闭性城堡#就是关城’关城平面多随关隘地

形和防御需要而布置#并根据大小和地形设

置城门#一般为二至四门’
唐山境内的明代长城原有关隘 ((个#关

城 )(座#现在保存较好或能看出轮廓的为数

不多#占总数的 )*+左右’我们通过实地调

查#对这些关隘和关城的现状有了初步了解’
徐 流 口#旧 称 徐 刘 口#明 长 城 关

隘’关口两侧山坡较平缓#这与,永平

府 志-中所记载的$边墙在山坳#南北

皆漫坡%相吻合’其口门位于今 .号敌

台西 /米处#宽 *01(米#由于底 部 是

乱石堆#未能测量高度’但能清楚地看

出口门顶是采用条石承重#横穿城墙#
内外相通’,永平府志-中记载"$徐流

口关内有城堡#高一丈七尺#城周二百

二 十四丈有余’东南各一门’%2关城

现已残毁’
今天的徐流口东 为 卢 龙 县 境#是

唐山段长城的始点’
河流口#旧称合刘口#明长城关隘’关口

两侧山势陡峭#关口处是一条季节性河床#原
有 水门和关门’据当地群众讲#关门早年被

毁#水门是六&七十年代被水冲毁的’$明嘉靖

二十六年#蒙古把都儿入犯#陷河流口33防

冷口者必防河流口%4’河流口关城已毁#现

今为河流口村’
冷口#明长城蓟镇重要关隘’明时为蒙古

兀良哈三卫进京入贡的通道#也是交通和军

事上的要地’关口左右山势低平#内外道路平

坦开阔#关口早年被毁#有沙河从关口流过’
关 城在口内随山势修建#据,永平府志-

载"$关城砖砌#高二丈九尺#周三百八十七丈

有 奇#东&南 各 一 门%’5现 关 城 城 墙 已 拆 平#
个别地段存有夯土墙残址#城南拱券门尚存

6照 !7’现在城址处已辟为冷口村’
石门子口#明长城关隘#位于大龙庙村西

北约 (**米处的城墙口’关口两侧山势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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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门穿越城墙!照 "#$%&呈筒拱式通道&通道

靠 外 墙 有 门 框 痕 迹&底 部 有 门 柱 石&门 口 宽

’()"米&拱脚高 *(+米&拱高 ’(,米-距外门

口 ’(+米 处&门 口 两 侧 各 有 门 栓 孔&孔 直 径

"’厘米-从门口向内进深 ’()米&筒拱开始

加宽为 *("米&拱券加高&其拱脚高 *(.米&
拱高 ’(/0米-到城墙内侧深 $(,米&整个筒

拱全长 +(0米-这个通道从整体上看保存较

好&通道外端有门&内无门-1永平府志2中记

载在冷口关南建昌营一带有3小口二&一石门

子&一 白 道 子&皆 通 冷 口4-5另 外 还 有3石 门

口 有口无关4的记载&我们实地调查时&在这

里也没有发现关城-
白道子口&明长城关隘&口门通道内侧券

拱保存较好&宽 *(+米&总高 "("0米&外侧早

年坍塌&难以看出原来的门在什么位置-白道

子口与石门子口一样同为冷口附近的要道通

口&即使今天&这里仍是长城内外百姓的交通

道口-
白羊峪口&明长城关隘&关口北部山势蜿

蜒起伏&关口处有白羊河由北向南流过&原有

关门修筑其间&现已荡然无存!照 +%-
关 城靠河西岸随山势而建-据1永平府

志2载63关城为石筑&城高一丈四尺&周三百

十 四 丈 三 尺&东#南 各 有 一 门4-73关 内 城 门

二&其南曰景皋&有河发源于山神庙下&距城

三里许&入口南流入沙河&即大沮水&今名白

羊河-关南水右有山高百仞&西与大山相属&
多乱石似卧羊状&道崎岖仅可通马&俯视河流

如线4-8今白羊峪关仅存残长约 "’’米的东

墙&其余全部拆毁&墙内为白羊峪村-在村南

山包上有一娘娘庙&已倒塌&村南和村东山顶

处各有一谎城遗址-
新开岭口&明长城关隘&口门通道墙体倒

塌严重&从现存的遗迹看&口门残宽约 *米&
高度不清楚&两侧城墙均为石城&坍塌严重-
据1永 平 府 志2载6关 城 为 石 筑&城 高 一 丈 四

尺&周一百六十九丈五尺&南#北各有一门4-

现在城墙早期破坏严重&有东#南部分墙基尚

存&最高不超过 "米&宽 "($米&仅存长度约

*’’米&但南#北城门的大体位置还能看出其

宽度约 "米-
红峪口&旧称洪峪口&口门早年坍塌&调

查时没能找到准确地点-据1永平府志2载6洪
峪口为边城水口&在擦崖子口东五里&归擦崖

子管辖-
擦崖!牙%子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县

太 平寨镇-关口四周群山环抱&东侧山体陡

峭&西侧平缓-据1永平府志2载63关门洞厚七

丈有奇49-3擦崖子城&石筑&高一丈四尺&周
三百十七丈有奇&西#南#北各有一门&门上建

有 城 楼4-:今 关 口 建 筑 早 期 已 破 坏&口 门 痕

迹早已荡然无存&有公路从关口穿过-关城现

为擦崖子村-
城子岭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县太平

寨镇-关口两侧山势陡峭&城墙破坏严重&有
清河水从关口流过&口门建筑早年被水冲没-
调查时只能看出口门的大体方位-关内约 *
公里处有城子岭关城&靠河随山而建-据1永
平 府志2载63关城为石筑&城高一丈四尺&周

一 百 六 十 八 丈 五 尺&东#西#南 各 有 一 门-4;

现关城早已没有痕迹&被辟为城子岭村-
大岭寨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县龙辛

庄乡-关口两侧山体由于河水冲刷显得非常

险峻-1永平府志2中载&大岭寨关3东一山峭

峻&高里许&其北大山负边城斜插东山之背&
缘东山攀崖而上&绕至山背&则南北山又直上

侵云-4<=由此可见大岭寨口的险要-
在 关 口 内 原 有 大 岭 寨 关 城&3关 城 为 石

筑&高一丈五尺&周一百六十三丈一尺&东#西
各 有 一 门-4<>但 现 今 关 城 已 不 存 在&关 口 处

其它建筑也荡然无存-在河南崖发现了保存

完好的明长城砖窑遗址&考古工作者对此砖

窑进行了清理发掘-大岭寨关口两侧长城城

墙也保存较好&特别是向北转向榆木岭的一

段&城墙上射孔#了望孔仍存&外侧城墙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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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白羊峪口现状

照 #"石门子口 口门通道西侧

照 $"石门子口 口门通道东侧

雷石孔%
榆木岭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

西县金厂峪乡%关口两侧长城均为

砖包&而且保存尚好%关口南侧山势

陡峭&北侧平缓&口门早年破坏%’永
平府志(记 载&榆 木 岭 口)四 峰 对 峙

极尖秀&东西相距 !*余 丈&城 倚 关

下&关外地势稍阔&石径纡徊不通辙

迹&然 马 可 并 辔 行 其 东+%,- 而 榆 木

岭 口内关城)石筑&高一丈五 尺&周

一百四十七丈三 尺&西.南 各 一 门&
教场在城南%+,/现今关城仅存南门

及部分墙体%南门口呈拱券形&用青

砖垒砌&宽 01#米&进 深 01!米&高

$米&01$米起券%门洞现存宽度 01
23米&高 $14米&014米起券&深 $1
4米&门两侧有门栓%北半部全部坍

塌%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现在南门

外地势较高&平坦开阔&很可能就是

当时的教场%
现榆木岭口已辟为榆木岭村%
青山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

县上营乡%关口两侧长城保存较好&
特别是南侧墙体上部分垛口 尚 存&
显得十分壮观%青山口是当时蒙古

族入犯的主要口隘&也是明边 防 之

重地%)明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兀良

哈 三 卫 曾 入 犯 此 口+%,5)万 历 初 朵

颜部长昂犯喜峰口&戚继光勒 兵 出

青 山 口&败 却 之+%,6 关 口 建 筑 早 年

已破坏%
关 内 靠 边 城 依 山 筑 有 一 座 关

城&虽遭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大致保

存原有规模%青山口关城是我们对

唐山境内的明长城调查中发现的最

好的一座关城7照 89%
据’永平府志(载")青山口关城

石筑&城高一丈四尺&周六十六丈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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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青山关北门

照 #"青山关南门

照 $"青山关关城

尺%西&南各有一门’()*我们调查也发

现了关城有二门%但依据现在的方向

判定%分别为南门和北门(南门口分为

内&外两层+照 #,%结构均为底部平铺

青石%两壁用条石抹白灰泥错缝平砌%
基石共三层%高 -米%之上用青砖抹白

灰泥错缝平砌至拱脚%顶部用青砖起

券(但内外两层高度&厚度等尺寸不一

样(外层宽 ./#米%厚 ./0米%石基高

-米%至 券 顶 高 0/1米(内 层 宽 0/.
米%深 2/.米%0/2米 处 起 顶 部 券 顶%
总高 $米(在门楼外侧门额处嵌有一

石匾%匾长 -/.米%宽 3/#米(匾正中

刻 楷书4青山关’三个大字%左款竖刻

4万 历 贰 年 拾 月 吉 旦 创 建 立’--个 小

字(青山关北门规模比南门小%但其建

筑结构与南门一致+照 !,(也分内&外
两层%外层石基高 3/5米%石基以上砖

砌%高 3/$米%之上青砖起券%总高 ./
$米%宽 ./.米%厚 -/#米(内层门道

宽 ./#米%石基高 3/5米%-/!米高处

青砖起券%总高 2/-米%深 2/.米(两

侧门轴门栓基本完好%但木门已不存(
关 城 之 内 地 形 北 高 南 低 呈 缓 坡

状%现有十几户村民住在城内(关城城

墙总周长为 0##米%墙体顶宽 2/5米(
在关城出北门西 侧 有 一 斜 井%当

地 称4扳倒井’%并且流传着关于这口

井的传说故事(在城西侧有庙址存在%
在庙址里发现一罄%上刻有4万历三十

九年吉日’等字%另有一香炉%上刻4万
历辛亥年孟冬月吉日青山口’等字%这
两件器物属明守兵遗物(值得一提的

是%在关城东北不远处有一保存较为

完整的水门(水门跨越山体沟壁%底部

用条石垒砌 $层%之上用青砖起券顶%
券顶上为城墙墙体(

青山口现今为青山口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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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 口!明 长 城 关 隘!位 于 迁 西 县 上 营

乡"关口内外地势开阔!道路平坦!有长河水

从关口穿过"关口处原有水门和关门!现只有

关门两侧的残墙尚存于河西岸!水门建筑设

施及墙体荡然无存"据#永平府志$载%&董家

口关城在东山之腹!城高一丈六尺!西’南各

有一门(")*现关城已毁!其旧址尚存!原有村

民居内!由于河水冲击!原住户已搬迁靠上"
在居民拆迁的废墟中详细观察!还能看到原

关城的残墙断壁"
铁门关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县喜峰

口乡"铁门关口东山陡不可攀!山顶之上基本

未筑长城!关口在东西两座大山之间!环境森

严!似铁门紧闭!隔阻内外"明时为蒙古兀良

哈三卫入贡通道之一!也是长城内外互市的

官市"现关口建筑设施已毁!有宽城至遵化的

公路由此通过"关口内 +,-公里处原建有关

城"据#永平府志$载%&铁门关城高一丈三尺!
城 周 一 百 二 十 七 丈!南 开 一 门"().现 今 关 城

已荡然无存!铁门关村居民居住在原城旧址

上"
李家峪口!明长城关隘!位于迁西县喜峰

口乡"关口两侧山势平缓!口门早年破坏!李
家峪关城在口西约 /公里处"据#永平府志$
载%关城为石筑!城高二丈五尺!周二百二十

七丈!南有一门!门上建楼!城南有教场"我们

在实地调查中!只发现有东墙部分墙体尚存!
残高约 +,-0/米!长约 1+米"原城址为李家

峪村!城南教场是水库淹没区"
喜峰口!明长城重要关隘!位于迁西县喜

峰口乡"关口两侧山险谷深!层峦叠嶂!构成

天然之险!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也是塞北

通往京都的重要交通要冲"喜峰口古称兰陉!
原名松门关!明永乐年间改称喜峰口"发源于

冀北山地的滦河穿越山岭纵贯河北东部!喜

峰口就雄踞在滦河河谷与长城相交之地"在

此也发生过许多重要战事"
明宣德三年234/1年5!宣宗皇帝亲率大

军北出喜峰口!征兀良哈三卫的蒙古贵族"明
嘉靖十年23-63年5!兀良哈三卫联合进攻喜

峰 口!从此明朝派重兵戍守此地"隆庆三年

23-78年5!兀 良 哈 三 卫 犯 喜 峰 口!镇 守 蓟 镇

的总兵官戚继光率军赴此!赶走了三卫之兵"
万历初年!蒙古部族首领朵颜率兵进犯喜峰

口!戚 继 光 出 师 青 山 口!在 喜 峰 口 外 打 败 来

军")9从这些战事中可以看出!蒙古部若从赤

峰’平泉而来!进攻明朝的京都时!喜峰口便

是其主要的进攻通道"所以洪武初年大将军

徐达在燕山山脉首建的 6/座重要关隘!喜峰

口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明朝历代都在不断加

强修建喜峰口的防御设施"据#永平府志$载%
&喜峰口关的东南有石筑喜峰城!城高二丈!
周四百十八丈六尺!堑八十一丈五尺!南门有

楼!荒 城 在 北!有 月 城 教 场 在 城 西!距 关 二

里(":;景泰三年234-/年5在关门上建了一座

36米高的镇远楼"喜峰口关有三重!三道关

之间由坚固的基石砖墙连结成一体!西城墙

与万里长城主体相连"
如今喜峰口淹没于水库之中!只在水面

上露出一些残墙!被称之为&水下长城("在水

库东北岸上!确有一谎城"
潘家口!古称卢龙塞!明长城重要关隘"

滦 河 穿 关 而 过!关 口 两 侧 群 山 耸 立!形 势 险

要"潘家口历来与喜峰口互为唇齿!进攻喜峰

口者先攻潘家口!而潘家口失守!则喜峰口被

攻破"所以历代都十分重视潘家口的设防"
潘家口南侧建有关城!据#永平府志$载%

&潘家口关城为土筑!高二丈二尺!城周二百

十九丈六尺!西’南各有一门(":<3816年竣工

的引滦入津的重点水利工程 潘家口水库

就 建在这里"库区内山水相映!长城蜿蜒如

龙!是旅游的理想去处"潘家口关城已全部淹

没于水库之中"
龙井关口!明长城重要关隘!位于迁西

县栗树湾乡"关口左右两山相对如门!西南

三座雄峰耸峙!关居其中!有氵散河水经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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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西营城址

下向东南流去#现关口建筑已残毁#据$永平

府 志%记载"&关城为石筑’高一丈五尺’厚四

尺’城 周 二 百 九 十 七 丈 八 尺’东(北 各 有 一

门#)*+今 关 城 已 荡 然 无 存#明 末 崇 祯 二 年

,-./0年1’清 军 攻 锦 州 不 下’皇 太 极 率 军 绕

过山海关’就是攻下了这里的龙井关’第一次

突进长城’进逼北京#
洪山口’位于遵化市小厂乡#明代洪山口

为松棚路’是蓟州镇长城防卫中十二路之一’
有参将在此镇守#据$四镇三关志%载"&洪山

口关’洪武年建22有石城’高丈五尺’周百

二十一丈二尺)*3现今关城只残存北墙’其余

三面均已破坏#据当地人讲’东(西二门偏北’
对开’南门偏西’向南有土路通向南城子#关

城东西长约 455米’南北约 /55米#东(西(北
三面方形’南墙沿山脚修筑’不成直线#据称’
北城墙有 6楼’分居正中和东(西两角#中间

一座残址尚存’西南角有楼梯’由砖垒砌’底

门宽 /7-8米’两侧墙宽 576.米’南北长 47!
米’顶部呈斜面’基部高 6米#

关 城 中 有 明 代 戏 楼 一 座’面 北 背 南’有

东(西两个门’东(西墙顶部有两个大通风孔’
直径约 -米’门前有 4根木柱’歇山顶’内部

为木结构’东侧有配房’北半部为戏台’整个

戏楼破坏较严重#在洪山口关城中还发现一

石碑’为$天津春防碑%#
河口’明长城关隘’原名豁口(活口#传说

当时喜峰口段长城较完整’北方蒙古族入侵

多从洪山口掠夺’戚继光迎敌于洪山口’因未

料 到 此 处 有 口’敌 人 在 此 逃 脱’因 豁 口 而 活

口#现此地为河口村’长城在这里分两道将村

子环抱于内#
马蹄峪口’位于遵化市侯家寨乡#在河口

与 马 蹄 峪 口 之 间 的 前 山 寨 有 著 名 的 舍 身 台

寺’戚继光曾作舍身歌#在马蹄峪口现存一敌

台’已成废墟’又名一道楼#在敌台西侧有山’
山脚下一小溪从北向南流过#在口内有马蹄

峪关城#据$四镇三关志%载"&马蹄峪关’洪武

年 建 正 关’稍 城 俱 通 骑’极 冲#)*9 今 正 关 已

毁’城址处为马蹄峪村#
秋科峪口"位于侯家寨乡#在口部两侧均

有残破敌台’有土路从口部穿过’为长城内外

百姓的交往通道#在口内曾有关城’为洪武年

间所建’现已毁#
罗文峪口’位于遵化市侯家寨乡’明长城

重要关隘#在关口处长城有主城(支城形成的

套城’遵兴公路由此通过#关口狭窄’宽仅丈

余’易守难攻#据$四镇三关志%载"&罗文峪

关’洪武年建#)*:关城紧挨长城城墙’今只残

存西墙遗迹#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经过喜峰

口战役后遭到惨败’遂改变进攻策略’由中路

攻击罗文峪(龙井关等口’而我军在此处与日

军血战三日’痛击了日军#
沙坡峪口’明长城关隘’位于遵化市兴旺

寨乡#口部两侧的敌台破坏十分严重’城墙为

石墙#关城为洪武年间所建’现已坍毁’只略

存遗迹#
冷嘴头口’明长城关隘’位于遵化市兴旺

寨乡#口内曾修建关城#据$四镇三关志%载"
&冷嘴头关’永乐年建#通大川’平漫’通众骑’
极冲#)*;今关城门楼已毁’只剩基座#关口处

残存少部分砖砌城墙’内侧有一登墙券门洞’
门 洞 上 镶 嵌 一 方 石 匾’因 风 化’字 迹 已 不 清

楚#
大安口’位于遵化市西下营乡#据$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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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舆纪要!载"明嘉靖三十八年#$%%&年’(此
口曾被蒙古族攻陷)永乐年间在口内修建了

关城(今关口城墙已被拆毁(仅存三个敌台基

座的内部土堆)
上关(位于遵化市汤泉乡(现已被水库淹

没)
马兰关(明长城重要关隘(位于遵化市马

兰峪乡)明朝在蓟镇长城建置中下设十二路(
马兰路为其中之一(归蓟州中路副总兵管辖(
并有参将镇守)

据*昌 瑞 山 万 年 统 志+下 函 卷 文 五!记

载",马 兰 关 由 来 已 久(年 代 莫 考(旧 有 城 二

座(东城周围二百三十二丈(连垛高二丈(城

门二座(南门曰马兰谷关(西门无字)南门以

东 砖 石 成 砌(南 门 以 西 垒 石 成 砌(北 面 系 边

城(南门上有更楼三间(南门外为南关街(长

一 里余(有集)西门外为西关街(长半里(无

集)西城周围一百五十一丈八尺(高一丈七八

尺不等)东南二面垒石成砌(北系边墙(西系

围墙)城门二座(东曰永镇(南曰建安)昔系

马兰峪都司所管地方--明代朵颜.俺答等

部都曾进犯此关)/如今紧挨城墙处有两个方

形石城(当地人称为东营.西营#照 0’)西营

保存完好(东西约 $11米(南北约 $%1米(墙

底宽 %米(青石砌成)东门.南门均已破坏(西
侧围墙亦已破坏(北侧以长城城墙为墙)东.
西营相距 $11多米(东营西侧为石墙)东营南

今马兰关二村村部所在地(据称曾是总兵衙

门所在地(即清总兵府所在地)
马兰峪口(位于遵化市马兰峪乡)内有关

城(今已无迹可寻)
楦门子口(明长城关隘(现属东陵满族自

治乡)口两侧高峰陡峭(关口处狭窄(口外群

山环绕(内侧为遵化清东陵)楦门子内外三道

墙(从口处敌台向北再折向西再折向西南(有
支城直通关口底部(与西侧山崖形成关口)支
城现于兴隆县境内)支城与主城之间的山坡

上有一独楼(结构与城墙上的敌台相同(现已

残破)主城两侧山脚下有小河流过)
水口子(明长城关隘(现属东陵满族自治

乡)与楦门子口紧临(口内曾建有关城(现已

无任何遗迹)
龙洞峪口(明长城关隘(建于群峰环锁之

中(以山险关窄而著称)明正关处只能容前骑

通行(为永乐年建)今仅存关口两侧的石砌城

墙残址)过龙洞峪口(长城至钻天缝与天津蓟

县交界)
注释

2345678797:7;7<=8=>"*永平府志+城池上!(清

光绪二年刻本(卷 ?@)

ABCD7E7>7F=E"*永平府志+建置志!(清光绪二年

刻本)

7G"*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中华书局($&%%年版)

7H=9=G=F=:"引自*明长城考察纪实!(华夏子(档案 出

版社($&00年 I月第 $版)

#作者单位"唐山博物馆’

J J J

#上接 I1页’
明初还采用燕山所出之铁制造农具(供给农民

开垦荒地使用)
农 业 的 发 展 也 促 进 了 手 工 业.商 业 的 发

展(经过明代前期经济发展(冀东地区人口更

为密集(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与周边地区的

往来更为密切(为冀东发展成为农业发达地区

奠定了基础)
注释"2K78转引自刘秉中编*昔日唐山!)

#作者单位"唐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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