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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阳县百亩油菜花田

应劭注：“城旦者，旦起行治城。”不

管是军人、民工还是犯人，都是秦王朝

治下各郡各县的臣民；秦王朝集中了当

时全国各地的人群共同修筑了秦长城，

也可以说，固阳秦长城是各民族先人共

同团结协作的成果。

固阳秦长城发挥了哪些作用？

秦始皇派兵修筑长城，虽然极大

地损伤了民力，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但在客观上也有效保护了中原的农耕文

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融

合。西汉著名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

中说：秦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

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对秦朝

修筑长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古无其

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始皇虽无

道，而长城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

等”；“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

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

无疑，在我国封建王朝所处的冷兵器时

代，长城对于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的防

御是卓有成效的。

另据董耀会先生讲，固阳秦长城

筑成后，真正在长城上打仗的很少；修

筑长城的目的，更多的是一种物理隔断

与心理阻隔，有效避免了人群的正面接

触和直接械斗。因为不常见，矛盾纠纷

少，从一定意义上避免了民族纠纷和部

落冲突，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和解。

固阳秦长城沿线是各族人民共同

的立身之所

走西口人群——长城脚下是我家

从清朝乾隆中期开始，晋、陕、

冀、豫等省靠北地区的人口逐步穿越明

长城的几个关口，来到今内蒙古西部地

区务工、经商，后逐步发展为垦荒种

地，形成大量人口迁徙现象，史称“走

西口”。固阳秦长城沿线便是走西口人

群的重要落脚点，这在史学界已经基本

形成了共识。

这些来自山西、陕西、河北、河南

等地的内地人，一小部分经商做买卖，

而大部分人来到草原，得到蒙古族牧户

的收留，为其打杂、帮工及放牧，双方

和睦相处、各取所需。南来的内地人带

来了与北地牧民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性和

生产方式，在漫长的时日里，潜移默化

感染和改变着草原牧民的生活。后来，

这些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发现此处土地肥

沃、气候适宜，十分利于开垦种植，即

与蒙古族王爷或牧户协商，开始垦荒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