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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 砥砺前行
——楚长城文化的现代启示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中华文明史

和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地位。

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各个诸侯国之间出于防御需要建造的工程，遍布

祖国大江南北。前些年，史学界认为春秋时期齐国建造的齐长城（公元前 555 年）是最早

的，比秦长城（公元前 214 年）还早 300 多年。后来，根据考证发现，最早的长城不是齐长

城，而是楚长城。《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公元前 656 年，楚国就已经出现修建好了的长

城。事实上，楚长城在东汉以前并不叫长城，而是被称为方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

“叶（今叶县）有长山，曰方城”，后来的史书也都以

长城、方城并称之。如《晋书·地理志》记载：“叶（今

叶县），侯国，有长城山，曰方城”；《水经注》记载：

“叶（今叶县）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今鲁山县东南

55 里，隋朝末年废除），至瀙水（今沙河），达比阳（今

泌阳县）界，联联数百里，号为长城”。此后，就称方

城为长城了。

从历史沿袭来看，楚方城亦即楚长城，起初只

是形态意义上的一座方形的、用于防御的城池，后

来逐渐发展成列城，相互支援，再把列城连起来，就

叫长城。其发展轨迹为：方城-列城-长城。

作为最早的长城，楚长城是长城文化的历史

起点。研究弘扬楚长城文化，是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

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

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

体实践，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周朝取殷商而代之，然后采取分封

制度，大肆分封皇室子弟和功臣于各地，

埋下了诸侯割据的种子。黄河流域的多

数封国国君被赐予侯爵或伯爵，此时作

为周人的盟友，南方的楚人满怀欣喜地

寄希望于得到同等的待遇，结果却事与

愿违。在极度重视血缘的周人眼中，身

处荆蛮之地的楚人是蛮夷，属于化外之

地，不在周王朝认可的正统华夏范畴之

内，但念在周王老师季连之后裔熊绎曾

为周成王守燎，周成王就勉强给了熊绎

一个子爵的级别，封于丹阳（今南阳市淅

川县东南部），地五十里，楚始建国。按

照公、侯、伯、子、男这样高低等级来看，

熊绎是非常低的等级；按照面积来说，其

封地可谓弹丸之地。

最新出土的《清华简·楚居》记载了

楚 人 立 国 之 初 ，在 鄀 国 盗 牛 祭 祀 一 事

【1】，说明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熊绎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启了楚国漫长而艰

难的创业之路。起初以桃弧、棘矢供奉

周王【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改为以

滤酒用的苞茅供奉周王。到

熊 渠 时 ，江 汉 间 民

众 很 拥 护

他，于是他就灭了好几个小国，如庸、杨

粤和鄂等，自称为王。周厉王时，熊渠畏

周伐楚，又自去王号。到了熊咢的时候，

楚国冶铸业初具规模，已能铸造成组编

钟，这为楚国修筑长城奠定了生产力基

础。到了熊通的时候，楚国渐成气候，征

伐濮地并占为己有。公元前 704 年，熊通

僭越称王，自封楚武王。楚文王时势力

急剧膨胀起来的楚国，正式定都在郢（今

湖北省荆州北面离城 8 公里的纪南城），

然后向北越过汉水，灭掉吕、邓、申三国，

并继续北进，灭了应国，控有叶地，征伐

郑国，占据了滍水、汝水流域，即今平顶

山境域，史称楚文王“封畛于汝”【3】，基

本划定了楚国的北方边界。在长期频繁

的战争实践中，楚国积累了许多攻防经

验。公元前 688 年，楚文王开始在叶（今

叶县）之南山上修筑长城，号曰方城，于

是长城产生。公元前 678 年，楚文王综合

分析楚国国内与国外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形势，在有楚长城防卫的基础上，

在长城外设立军事支点叶邑（今叶县叶

邑镇），作为楚国的战略外延。今平顶山

境域成为楚国长期经营对付北方诸侯的

前沿阵地，而叶邑成为楚国进行军事斗

争和外交连纵活动的重要据点。之后约

400 年时间里，楚国一边发展生产，一边

依托地理环境建立起沿秦岭余脉，扼守

黄淮平原和秦岭山系过渡地带的长城防

御体系。在此基础上，以长城为屏

障防御秦、晋、郑、齐等周边

强势国家，守住楚国核心区

域，营造安定的国内

环 境 ，对 内 不 断

发展，对外不断扩张。到了楚庄王时期，

楚国灭了江汉间 100 多个小国，控地 5000

余里；向北发展，兼并许、胡、柏、江、息、

赖、承、随、轸、毛、曾等国，观兵周郊，问

鼎之轻重，称霸春秋一时。楚平王父娶

子妻，招来灾祸，几乎被伍子胥灭国。幸

有申保戌哭秦庭七日，秦王派兵为楚昭

王复国。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仍

然没有放弃对长城的修筑和加固。后历

经多代国君，楚国均借助于楚长城形成

的坚实战略屏障作用，使得国内相对稳

定、生产力较快发展。吞灭吴越之地，有

盛有衰。楚怀王时期，楚国中了张仪连

横之计，国力逐渐削弱。楚襄王迁都寿

春，楚长城防御体系及屏障作用渐失。

再经楚考烈王、楚幽王，到楚王负刍止，

楚国自拥有封地始，历时约 800 年，称王

近 500 年，历经 42 代国君被秦所灭。显

而易见，正是由于从楚文王修筑长城开

始，经楚成王、楚庄王等 20 代楚国君王

的接续修筑，楚长城拒北方秦、晋、郑、

齐等强国于长城之外，既是楚国北上问

鼎中原的跳板和基地，又是防御中原诸

侯南下的屏障，充分保证了楚国北方边

境的稳定，为楚国不断西侵、南伐、东征

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各个诸侯国都

意识到长城的重要作用，开始在边境或

者重要位置修建长城，用以防御别国的

入侵。可以说，楚长城的存在是楚国能

在那个战争频发、丛林法则盛行时期站

稳脚跟、称王称霸的坚实基础，为楚国波

澜壮阔的发展史平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9 年春，河南省文物局长城调查

队对河南省楚长城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

的考察，确定了楚长城在河南境内自伏

牛山主峰尧山，循南阳盆地北沿的伏牛

山支脉向东，大体沿今天的平顶山市鲁

山县、叶县与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交界

处，经叶县常村镇歪头山、夏李乡高楼

山、保安镇五里坡、花山头等再向东过甘

江河，经叶县辛店镇七棵树村土尤岗、龙

头山、鹞山，延伸至辛店镇刘文祥村小梁

沟，穿南阳市方城县杨楼乡而过，至摞摞

石山、关坡一带进入平顶山市舞钢市境

内，至石漫滩水库东端大坝处折转向南，

沿驻马店市泌阳县东部的五峰山、塔山、

白云山、铜山一线分布。整个线路绵延

300 余公里，其中在叶县有 19 段楚长城，

并有两处烽火台，显性遗址 31.5 公里，是

所有县域中楚长城连绵最长、最紧凑的。

唐李泰所著《括地志》记载，楚长城

的修建是“有土之处，夯土为城；无土之

处，垒石为固”。实地考察证明了《括地

志》的记载与现存遗迹完全吻合。楚长

城的建筑原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有土用土，无土用石，有的还是土石并

用。石城墙占比例较高，根据地形的起

伏变化，有平垒、斜垒、斜立垒、立垒等

不同砌筑形式，石与石之间没有任何粘

连 刮 缝 之 物 。 这 就 形 成 了 现 在 所 看 到

的在整体地势海拔低于 300 米的地段大

规模修筑人工墙体，海拔在 300 米至 400

米 的 地 段 则 是 山 险 和 人 工 墙 体 相 结 合

的防御特点，在海拔 400 米以上地势较

高的地方，以山险为主，采取关寨扼守

通 道 的 防 御 形 式 。 整 体 呈 现 出“ 时 期

早、种类多、体量小、价值高、遗址多、景

观弱”的资源特征。

根据考察情况，楚长城主要有五个

方面的特点：一是历史最古，是世界上最

早的长城。二是线路绵延长，经过的村

庄、山脉、水系众多，沿线关堡多，涉及范

围广。三是修筑方法科学，布局合理。

四是修筑时间长，从公元前 688 年开始持

续 到 公 元 前 300 年 前 后 ，大 约 持 续 387

年 。 五 是 名 头 响 亮 ，最 早 走 出 国 门 。

2014 年，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电影节上展

播并获奖的影片《长城脚下的中国人的

故事》开篇第一集，就是介绍叶县楚长城

和志愿者的故事。

楚文王征服申国、邓国之后，矛头直

指北方，以图争霸中原。想征伐其他国

家就兵出长城，遇到其他国家征伐楚国

就退守长城，长城成了楚国与其他国家

对抗的堡垒。春秋时期，在楚长城外的

今平顶山市、驻马店市、漯河市等地曾发

生过 3 个楚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比较著

名的历史事件。

（一）召陵之盟

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因其夫人蔡姬

改嫁，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

国联军攻打蔡国，蔡军溃不成军，齐桓公

意犹未尽转而攻楚，驻扎在郾城（今漯河

市郾城区、召陵区），楚王派大夫屈完到

齐桓公军中去谈判，齐桓公摆了个阅兵

式让屈完观看，以此震慑楚国。屈完说，

您如果用德来领导诸侯，没有人不听您

的；您如果要以武力来征服我们，我楚国

就以方城作为我们的城墙，汉水作为我

们的护城河，您的兵再多也不能把我们

怎么样，齐桓公意识到了楚长城强大的

防御屏障作用，知道楚国有长城作为屏

障不好攻破，所以就与屈完订立了盟约，

收兵回国【4】。

（二）伐楚救江

公元前 624 年秋，楚国进攻江国。冬

天，晋国派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江国。

江国领地即今驻马店市正阳县，是一个

小国。当时江国正依附于晋国，所以晋

君就派阳处父去攻打楚国的方城之门，

即“门于方城”【5】，阳处父攻打方城之门

未能得逞，就率兵撤退了。

（三）湛阪之战

公元前 557 年，晋国大将中行偃和栾

桓子率军队进攻楚国，楚国派公子格与

晋军战于湛阪（今平顶山市区湛河以北至

北环路一带擂鼓台及落凫山南伸之慢坡），

楚军大败，退回楚长城以内，晋军袭掠方城

之外的几个城邑，只劫掠了许国，却始终未

能攻破楚长城进入到楚国腹地【6】。

综上所述，足见在当时诸侯纷争、相

互征伐的乱世中，楚长城是影响战争进

程的战略屏障，是楚国防御外敌入侵的

国之重器。楚长城的修建，使楚国军队

进可攻退可守，保证了楚国百姓的安宁，

促进了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

展，是“军强国安”思想的历史实践和世

界军事地理的雏形积累。

读史以明智,鉴以往而知未来。楚长

城的修建是先人智慧的结晶，除了带给我

们“军强国安”启示以外，其作为“中国长城

之父”所展现出的长城文化精神内涵，更对

我们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和奋力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楚长城是楚

人结合时势和自身实际实施的一项创造

性工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

所体现的大胆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当前我国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就国内而言，全面深化改

革进入深水区，就国际而言，世界呈现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暗流险滩多，硬骨头难

啃，要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中国梦，唯有

持续解放思想，突破藩篱，不断探索，以

世人未有之创新争创宏伟基业。

艰苦创业的奋进精神。楚国以五十

里封地的弹丸之国，艰难地在诸侯征伐

夹缝中顽强生存并逐渐壮大，最终实现

几百年春秋霸业，历程艰辛。回顾中国

共产党从寥寥数人的星星之火走到今日

燎原盛世的百年奋斗史，中华民族由饱

受列强欺凌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奋进史，一样的披荆斩棘，一样的艰难

困苦，但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从不畏惧。

我们只有持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党和

人民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400 年的修

城史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家国

情怀史，它是楚国儿女众志成城、保卫国

家的爱国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昂立世林的缩影。中国地大物

博，也多灾多难，尤其是近、现、当代中，

中华民族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唐山大地

震、九八洪水、非典、汶川大地震、新冠肺

炎疫情等无数艰难险阻，但中华民族从

未屈服低头。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极其

复杂、瞬息万变，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以长城思

想，筑长城意志，聚长城力量，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省现存楚长城概况及特点

楚长城与楚国兴衰的联系

楚长城文化的现代启示

注

【1】“至酓狂亦居

京宗，至酓绎与屈紃，

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

楩室，室既成，无以内

之，乃窃鄀人之犝以

祭，惧其主，夜而内尸，

抵今曰夕，夕必夜。”

【2】“昔我先王熊

绎，辟在荆山，筚路蓝

缕，以处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唯是桃

弧 、棘 矢 ，以 共 御 王

事。”——《左传·子革

对灵王》

【3】“ 彭 仲 爽 ，申

俘也，文王以为令尹，

实县申、息，朝陈、蔡，

封畛于汝。”——《左

传·哀公十七年》

【4】“ 四 年 春 ，齐

侯以诸侯之师侵蔡。

蔡溃，遂伐楚……屈

完对曰：‘君若以德绥

诸侯，谁敢不服？君

若以力，楚国方城以

为城，汉水以为池，虽

众，无所用之！’屈完

及诸侯盟。”——《左

传·僖公四年》

【5】“ 楚 师 围 江 。

晋先仆伐楚以救江。

冬 ，晋 以 江 故 告 于

周。王叔桓公、晋阳

处父伐楚以救江，门

于方城。”——《左传·

文公三年》

【6】“ 晋 荀 偃 、栾

黡帅师伐楚，以报宋

扬梁之役。楚公子格

帅 师 及 晋 师 战 于 湛

阪，楚师败绩。晋师

遂侵方城之外，复伐

许而还。”——《左传·

襄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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