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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城本质上是军事工程。
长城源于战争需要，长城建筑在一定意义上是弥补装备不足、保障乏力的无奈选择。
最初的长城建设体现着清晰的战术意识，当绵长的墙体拓展到一定规模后，长城才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
在历史上长城产生过其他设施难以替代的作用。
历代文人政客对长城的褒贬损誉只能表明作者的态度，却难以准确评价其军事价值。
    一、长城的本质    万里长城是什么？
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我国古代一项极雄伟的防御工程”，是“中华民
族伟大力量的象征”，是“古代的伟大建筑工程”，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对长城的赞美，而不是长城的本质。
万里长城本质上是一项军事工程，是战争的产物，是弥补装备缺失、保障乏力的无奈选择。
在关于长城的定义中，有些肯定了长城的军事工程属性，如认为“长城是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
，是“由绵亘的城墙和关隘、敌台、烽火台、城堡等组合而成的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这些定义涉及到长城的军事属性，但还不够全面。
如果从长城的本质出发下一定义，可以表述为：长城是中原统治者为达到既定军事目标，针对特定作
战对象建筑的以绵长墙体为主体，以关口要隘为支撑点的带状军事工程。
这一定义包含四项具有内在联系的根本要素。
    ⋯⋯    总之，长城是中原政权为弥补战马等装备不足和草原作战保障不力所建。
长城建筑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明显的战术意识，是军事家发挥己方之长，抑制敌人优势的产物。
长城修筑到一定规模后，其战略功能逐步显现，由此进入政治家视野，成为中原战略选择项目。
战争需要和游牧民族的侵扰，是修筑长城的决定因素。
中原王朝修筑长城的出发点是抑制游牧民族侵扰，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游牧民族的发展和不同民族的
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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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宗藩友好，互不侵犯。
清廷以强大的实力和怀仁、体恤的胸怀对待周边小国。
凡是入侵者，坚决予以军事打击；凡愿意和平交往者，一律接纳欢迎。
如，西南之缅甸一直与清保持和平共处关系，但乾隆年间，一名叫雍籍牙的头目统一了缅甸，并屡次
进犯中国滇西澜沧江下游一带。
云贵总督征讨无功，朝廷得知后，坚决出兵还击。
后因暹罗威胁，缅甸方面愿意订约臣服，做清之藩属，并定期朝贡。
清廷同意，从此，长期保持藩属关系。
 安南在明朝初年已经内附，并设布政司管理。
后与中国建立封藩关系。
清廷继续了这一旧制。
康熙初年，大越王黎维禧受册封为安南国王。
后其地内乱，也多求助于清廷。
清朝末年，由于法国帝国主义的介入，安南从此多事。
 西南地区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遭清廷反击并威胁其首都后，愿意纳贡称臣，并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
。
廓尔喀与清保持了长期的和平。
其近邻不丹国也愿与清建立藩属。
 东方之朝鲜于皇太极、康熙时期就与清建立起藩属关系，坚持按期入朝纳贡。
 清廷中前期，以强大实力为后盾，以平等仁爱为原则，与周边小国建立了相对平等的藩属关系，并以
这种方式维护了主权与领土安全。
 二、合理利用谈判手段 沙俄是北方大国，领土扩张欲望强烈。
东征西讨，强占土地。
顺治初年，沙俄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黑龙江。
杀戮中国民众，强夺土地，私建城寨。
当地军民坚决抵抗，对沙俄的侵略有所遏制。
当时，清政权正为政治稳定、谋求统一、消除割据与分裂进行斗争，还无暇反击沙俄侵略。
 平定三藩、收回台湾之后，朝廷能够集中精力对付沙俄之时，政府决定把军事力量重心转向东北。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4年），朝廷出兵反击侵入中国黑龙江境内的沙俄军队。
其时，沙俄入侵黑龙江的军队约两三千人。
中国军队在当地居民配合下，经过两年多战斗，战败沙俄军队，毙伤敌千余人。
沙俄侵略者非法修筑的雅克萨城即将被攻破。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主动提出通过谈判解决领土归属和边界问题。
善于学习的康熙帝意识到，与沙俄的领土主权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仅仅通过用兵显然不能完全
解决问题。
经过思考和分析之后，康熙帝同意通过谈判确定领土边界。
为了显示中国的重视，清廷先后派出明珠和索额图两位朝廷重臣率团与沙俄谈判。
经过数年艰苦谈判，中国作出了一定让步，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该约规定，中俄以流人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由格尔必齐河至外兴安岭延伸到海为
两国边界。
拆毁雅克萨城。
根据条约，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为中国领土。
沙俄获得了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城一带领土。
由于沙俄坚持，乌第河、外兴安岭之间被划为待议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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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签订这一条约受了一定损失，但至少通过国际公文形式把领土界限稳定下来。
这对于清政府集中力量打击准噶尔叛乱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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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城是百科全书式的军事工程，仅从书本上很难读出它的风貌。
为了获得翔实的资料并感受长城的伟大，作者先后到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研、搜集资料。
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兰州军区装备部、武警内蒙古总队、酒泉军分区、张掖军分区、武威军分区、
敦煌武装部等单位的支持。
63981部队牛军营大队长和李德喜政委、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姚崇虎处长、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刘丽研究员
、张家口国防教育办公室于新民主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郑云箐研究员以及黄晟、杜远、郑立凯等
同志也充分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主要思想观点由常生荣提出。
前言由常生荣、苑士军撰写，第一、二章由苑士军、朱昊江、范浩北完成，第三、四、五、六章由苑
士军、苑薇、陈震、卢伟、杜改君完成，第七章由王宪嵘、孙继峰完成，第八章由孙继峰完成，第九
章由仇鲁源完成，第十章由苑士军、苑薇完成。
全书由常生荣和苑士军统稿。
    在研究与撰写本书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除在脚注和参考文献中具体说明外，在此表示
感谢。
书中使用的摄影作品等，将通过适当途径付酬。
    作者    二○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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