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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隘是古代社会为保卫战略要地或领土、抵御主要方向的敌人而修筑的军事设施，是冷兵器时代的有
效防御工具。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关隘不仅是中原政权的重要军事设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和文
化。
    ⋯⋯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关隘长期处于社会的聚焦点上。
战乱时期，关隘是主要战场，战事频发，英雄辈出，关隘生活充满血雨腥风。
在和平年代，关口交易活跃，关市繁荣，促进了区域经济。
    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关隘都是交通要道，人员往来的聚集地。
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自然吸引文人墨客。
关隘成为创作的主题，并因此留下了大量吟咏关塞的著名诗篇。
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人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些吟咏关隘的诗歌，都是脍炙人口的诗中佳品，也是关塞文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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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东汉政权灭亡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分裂与战争时期。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589年的400年中，在中原及周边地区先后产生过数十个政权。
不同政权为争夺领土，不断进行战争。
为了充分利用地形，掌握战争主动，各政权在确立政治中心后，就根据地势和地形特点，建城筑塞，
防御敌人，建立根基。
在这种条件下，旧有关塞获得重新利用，新的关塞也随之建立。
 （一）三国互防关隘。
东汉灭亡，豪强争立。
中原进人大分裂、大战乱时期。
到赤壁大战结束后，北方的曹魏政权、江南的孙吴政权、巴蜀的刘汉政权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相互
之间谁也没有力量消灭对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史称三国。
三国之中，魏国控制着黄河南北及四川、湖北部分地区；蜀国控制着四川、湖北部分地区及贵州、云
南等地；吴国控制着长江沿岸及东南地区。
在这一时期，三个政权为了防止被其他政权消灭，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加强关隘建设。
 偏安东南的孙吴政权，没有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雄心，一心自保为安。
主要依托长江天险防御曹魏政权的进攻，在自己控制地域加强了关隘、渡口建设。
如充分利用如今安徽境内的昭关，控制水上关塞夏口。
寓居巴蜀、控制西南的蜀汉政权，在政治上打出的旗帜是“恢复汉室”，企图以此维持政权，所以，
时常出兵征讨。
但由于力量有限，不得不攻防兼顾。
在诸葛亮执政期间，虽然有“六出祁山”对曹魏主动进攻之举，但也同时加强了关塞建设。
如沿大江加强瞿塘关建设，以防御来自东吴的进攻；在川陕交接地带，加强剑门关、白马关建设，严
密控制人蜀通道。
曹魏政权是三国之中力量最强、政治目标最明确的政权，曹氏集团一直怀有消灭割据、统一中原的意
志，但限于力量不及，不得不在加强进攻的同时，做必要的防范。
为了保护政治中心并在与东吴、蜀汉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掌握主动，也对周边关塞进行了建设。
如在南部加强了金堤关控制，在西部加强大散关控制。
特别是在与蜀汉政权争夺汉中的斗争中，更是积极利用川蜀一带的险要地势，建设了米仓关、阳平关
、白水关、大震关等关隘。
 （二）晋朝关隘。
晋朝消灭蜀汉和东吴政权后，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原来魏、蜀、吴三国相互防御的关隘一度丧失了功能。
但晋朝统治集团是一个门阀、贵族势力的组合，统治集团奢侈腐朽，藩王拥兵自重，各类矛盾异常尖
锐。
政权建立不久，就陷入争权夺利的武装纷争，并演变为大范围的割据战争。
战争与地形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有头脑的军事家，都懂得充分利用地形。
不管是藩王拥兵擅权，还是各类势力独立，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充分利用关塞。
于是，在晋朝初期一度被废弃的关隘，很快又被恢复起来。
 西晋政权为了保卫政治中心，在洛阳北部恢复了旧轵关的建筑，在南方的沈丘加强了项关建设，在正
南方向加强了武胜关建设。
 东晋时期社会动乱加剧，各割据势力无不重视关隘作用。
东晋政权也曾试图收复被割据势力占据的土地，如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东晋名将桓温攻破尧关
，进军灞上，威胁长安；晋将司马勋出子午谷（在今陕西宁强县）夹击长安；凉州刺史王擢攻陈仓，
使秦主苻坚大为紧张，派出太子率军5万在尧关拒守，双方在尧关展开了拉锯战。
可见关隘在东晋时期为各政权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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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隘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设施，具有独特的军事和文化内涵。
但因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大都已残缺不全。
为了获得较多的一手资料，研究者先后到10余个省、自治区调研搜集资料。
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国防教育办公室、陕西省军区学生军训办公室、四川省学生军训办公室
等单位和冯耀忠、谢辉荣、成龙昌、傅家振、郑立凯、范浩北、杨杰、黄晟、贾斌等同志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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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陆军完成，第三、四、五章由苑士军、苑薇完
成，第六、七、八章由苑士军、苑薇、陈震、武国强、杜改君、王宪嵘、耿跃廷完成。
第九、十章由仇鲁源完成。
全书由常生荣、苑士军和耿跃廷统稿。
插图及图片由苑士军、侯林溥等提供。
绘画由侯林溥完成。
    在本书研究与撰写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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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图片相应付酬。
    作者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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