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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xix）

第一章 长城概况（1）

　一、鄂尔多斯高原自然、地理环境（1）

　二、鄂尔多斯简史与文物（4）

　　（一）旧石器时代（5）

　　（二）新石器时代（7）

　　（三）青铜时代（8）

　　（四）战国秦汉时期（10）

　　（五）魏晋北朝时期（12）

　　（六）隋唐时期（13）

　　（七）辽宋夏金时期（15）

　　（八）蒙元时期（16）

　　（九）明清时期（19）

　　（十）近现代（20）

　三、鄂尔多斯长城概况及修筑起因（22）

　　（一）鄂尔多斯长城基本数据（22）

　　（二）鄂尔多斯长城修筑的自然、地理原因（23）

　四、国内外长城概况（24）

　　（一）长城基本概念（24）

　　（二）全国长城概况（31）

　　（三）内蒙古自治区长城概况（43）

　　（四）国外长城情况（47）

第二章 战国秦长城（49）

　一、鄂尔多斯战国秦长城（49）

　　（一）伊金霍洛旗战国秦长城（49）

　　（二）准格尔旗战国秦长城（58）

　　（三）达拉特旗战国秦长城（65）

　　（四）东胜区战国秦长城（67）

　二、鄂尔多斯战国秦长城特点分析（70）

　　（一）总体认识（70）

　　（二）长城墙体（71）

　　（三）单体建筑和汉代古城（73）

　三、战国时代古城与长城（74）

　　（一）战国、秦代、汉代的广衍县城（74）

　　（二）伊金霍洛旗“上郡守寿”铜戈（75）

　　（三）广衍县故城与战国秦长城的关系（76）

　四、战国秦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与人物（77）

　　（一）义渠王与宣太后（78）

　　（二）一代枭雄秦昭襄王（78）



　五、战国秦长城在秦代、汉代的沿用（79）

　　（一）战国秦长城在秦代的沿用（80）

　　（二）战国秦长城在西汉的沿用（80）

　六、有关鄂尔多斯先秦时期长城的种种误解（81）

　　（一）战国秦长城北端止点辨析（81）

　　（二）鄂尔多斯高原存在西周长城的误解（82）

　　（三）鄂尔多斯高原存在魏长城的误解（83）

　　（四）鄂尔多斯高原存在赵长城的误解（85）

第三章 秦长城（86）

　一、鄂尔多斯秦长城（86）

　　（一）达拉特旗秦长城（86）

　　（二）鄂托克旗秦长城（88）

　二、鄂尔多斯秦长城特点分析（97）

　　（一）达拉特旗秦长城特点分析（98）

　　（二）鄂托克旗秦长城特点分析（98）

　三、秦直道与秦长城（99）

　　（一）秦直道（99）

　　（二）秦直道与秦长城的关系（103）

　四、秦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与人物（104）

　　（一）匈奴的兴起（105）

　　（二）秦始皇经略鄂尔多斯（106）

　五、鄂尔多斯秦长城辨析与研究（109）

　　（一）达拉特旗秦长城辨析（109）

　　（二）鄂托克旗秦长城为西夏所沿用（110）

第四章 隋长城（116）

　一、鄂尔多斯隋长城（116）

　　（一）长城墙体分布与走向（116）

　　（二）长城墙体保存现状（117）

　　（三）典型墙体（118）

　　（四）鄂尔多斯隋长城特点分析（120）

　二、隋长城的发现与相关研究（120）

　　（一）鄂托克前旗隋长城的发现和确认（120）

　　（二）关于隋长城的相关研究（121）

　三、隋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与人物（123）

　　（一）突厥的兴起（123）

　　（二）隋文帝修长城（126）

　　（三）隋炀帝巡幸十二连城（127）

　　（四）隋长城南北的烽火与交往融合（131）

第五章 宋长城（132）



　一、鄂尔多斯宋长城（132）

　　（一）沙梁川与清水川河险长城（132）

　　（二）北宋烽燧线（132）

　　（三）典型烽火台（134）

　　（四）永安砦、保宁砦和丰州城（137）

　　（五）鄂尔多斯宋长城考证（141）

　二、鄂尔多斯宋长城的发现及其价值（141）

　三、油松王与宋长城（142）

　四、宋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与人物（143）

　　（一）西夏的兴衰（144）

　　（二）富有传奇色彩的李元昊（147）

第六章 明长城（150）

　一、鄂尔多斯明长城（150）

　　（一）准格尔旗明长城（150）

　　（二）鄂托克旗明代烽火台（152）

　　（三）鄂托克前旗明长城（152）

　二、鄂尔多斯明长城修筑特点分析（166）

　　（一）墙体（166）

　　（二）敌台（167）

　　（三）烽火台（168）

　　（四）壕沟（168）

　　（五）陷马坑（168）

　三、对鄂尔多斯明长城的新认识（169）

　　（一）对鄂托克前旗头道边的再认识（169）

　　（二）鄂托克前旗头道边与二道边西端交汇点的新发现（170）

　　（三）鄂托克前旗清水营东城为明代马市的分析和考证（171）

　　（四）鄂尔多斯明长城的重要作用（176）

　四、明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与人物（181）

　　（一）明朝与蒙古对鄂尔多斯的争夺（181）

　　（二）鄂尔多斯明长城修筑简史（185）

　　（三）准格尔旗明代延绥镇所辖长城修筑过程（187）

　　（四）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明代宁夏镇所辖长城修筑过程（187）

　　（五）宁夏镇长城的设置和建制（190）

　　（六）力促民族交往、贸易的俺答汗（198）

　　（七）明代鄂尔多斯高原周边的互市贸易（198）

第七章 长城带、长城文化分析与研究（201）

　一、鄂尔多斯长城总体分析（201）

　　（一）因地形，用险制塞（201）

　　（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202）



　　（三）超大型建筑工程的创造性管理智慧（202）

　　（四）严谨周密的军事防御系统（203）

　　（五）促进民族交往融合的互市政策（203）

　　（六）独特的艺术价值（204）

　　（七）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205）

　二、长城文化与传说（206）

　　（一）秦始皇跑马修边墙（206）

　　（二）孟姜女哭长城（207）

　　（三）昭君出塞（207）

　　（四）君子津（208）

　　（五）茶马互市（209）

　　（六）走西口（210）

　　（七）漫瀚调（213）

　　（八）鸡鸣三省（214）

　　（九）封贡互市明蒙商贸文化街（215）

　三、长城带综合分析（216）

　　（一）农耕与游牧（216）

　　（二）经济交流（218）

　　（三）文化交融（219）

　　（四）商业贸易（221）

　　（五）民族融合（224）

　　（六）多元一体（225）

　四、长城的巨大影响力（227）

　　（一）长城的作用（227）

　　（二）长城带对今天的巨大影响（229）

　　（三）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232）

第八章 长城现状与保护（233）

　一、往年长城调查研究和保护情况（233）

　　（一）往年鄂尔多斯长城调查、研究情况（233）

　　（二）往年长城保护情况（233）

　二、鄂尔多斯长城现状（235）

　　（一）长城保存现状（235）

　　（二）长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238）

　三、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的长城保护工作（239）

　　（一）加强长城管理工作（240）

　　（二）长城保护措施（240）

　四、长城保护建议（241）

　　（一）政府大力加强保护（241）

　　（二）大力弘扬和宣传长城文化（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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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及研究利用工作（242）

　五、鄂尔多斯长城的展示与利用（244）

　　（一）鄂尔多斯长城研究、保护、利用的建议（245）

　　（二）纳林塔战国秦长城保护开发研讨会（245）

　六、弘扬长城精神的现实意义（247）

　　（一）提高国际影响力（247）

　　（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247）

　　（三）促进民族大团结（247）

第九章 长城资源调查工作（249）

　一、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249）

　　（一）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缘起（249）

　　（二）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实施（250）

　　（三）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技术支撑（254）

　　（四）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成果（255）

　二、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工作（256）

　　（一）任务分工情况（256）

　　（二）组织落实情况（257）

　　（三）建立资料管理制度（258）

　　（四）建立专家咨询制度（259）

　　（五）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纪实（259）

　三、鄂尔多斯市长城资源调查工作（263）

　　（一）前期准备工作（263）

　　（二）长城野外调查情况（265）

　　（三）长城调查室内资料整理情况（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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