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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称之为“先秦长城”或

“战国长城”。

内蒙古境内的长城

有7570公里，位居全国第

一，分布于全区的12个盟

市的76个旗县。有战国时

期的赵长城、燕长城、秦

昭襄王长城、秦始皇长

城、西汉长城、东汉长

城、北魏长城、北宋长城、西夏长城、金

代长城、明代长城。其中赵长城是我国现

存最古老的长城，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赵

烈侯，是晋大夫衰的后代，和魏、韩一

起，三家分晋。疆域拥有今河北西南部、

山西中部、陕西东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最初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赵敬

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又迁都邯郸（今

河北省）。赵国东邻齐国，东北与燕国、

东胡接壤，南面和西南与魏国为邻，北与

匈奴为邻，西与秦、韩为界，西北有楼烦

林胡。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国君，他

十二岁即位时，赵国正处于国势衰落时

期。在即位的19年间，常被横插在中间的

小国中山国侵扰，被秦、魏攻伐战败六

次，损兵折将、城邑被占、忍辱削地。同

时游牧部落林胡、东胡、楼烦、匈奴乘诸

侯兼并特别是燕、赵全力御齐防秦的时机

经常以骑兵发动骚扰。

赵武灵王在亲历的战斗中发现，中

原的作战工具和胡人的相比显得特别不

灵活，中原将士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

外裹重甲，作战速度不快，战车在山地如

废物一样。而胡人在马背上，则是短衣紧

身，腿着长裤，外套轻坪、弯刀劲弓，如

风来去。公元前307年为有效抵御强敌威

胁，赵武灵王决定“变服骑射，以备燕、

胡、秦、韩之边”推行“胡服骑射”实行

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说到底就是向胡

人学习，推行胡人便于骑射服装，学习胡

人骑射技术，废除中原当时传统的宽袍大

袖衣着，汰除笨拙的兵甲、战车，组建一

支穿短装、能骑射，以骑代车机动灵活的

骑兵队伍，以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赵武

灵王是一位意志坚定、意识创新、讲求实

用、富有谋略、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他

在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在大臣肥义的

坚定支持下，力排众议，坚决进行变革。

他采取逐步推广的办法，带头穿胡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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