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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沧桑河山》丛书于2007年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现在经过作者的修订，即将再版了。
作为主编，我自然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了作者们的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产生了预期的社会影响
。
这当然是全体作者和编者辛劳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套书所要告诉读者的内容是大家所需要
的，又是很容易接受的。
    不久前，有网友在微博上问我，为什么古代一些关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呢？
难道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吗？
这样的问题，我不止一次被问过，特别是在现场。
我到过中国大部分名关，还到过今天已在境外而在中国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关隘，每次都会被同行者
问到类似的问题。
因为多数人到了现场都有些失望，甚至是大失所望——与他们读过的史书中的描述，与他们吟诵过的
名句名篇，与他们想象中的雄关险隘差距太大了。
记得2007年深秋，我们“重走玄奘路”的车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行，在进入阿富汗的前一天途经铁门
关。
当我们停车摄影时，我甚至找不到一个稍显险要的地点，但见公路通过一个并不狭窄的山口，两边虽
有逶迤的山岭，但并不陡峭，更谈不上巍峨。
在公路两旁转了一圈，我甚至想象不出当初的关隘和城墙是建在哪里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疑惑大多能迎刃而解。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由于地形、地貌、水文、植被、土壤、气候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景观早已今非昔比。
例如，由于河流改道或水源枯竭，原来的河道已起不到阻碍或防卫作用；因水土流失，沟壑发育，险
峻的土峡深沟已成宽谷；原始植被消失后，山川一览无遗，已无藏身之地。
    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变迁更大，由于今天的人类所具备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想象，因此
如果我们不能复原出当初的人文景观，站在当时人的立场，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例如，用工业化后和热兵器时代的尺度去衡量古代的关隘等军事设施，似乎都不堪一击；当公路甚至
高等级公路取代以往迂回曲折的道路，千年雄关早已被从顶越了。
有的关城虽然不高，但要在一片戈壁荒漠上找到或制造一架梯子绝无可能，而如果要从数百里外运来
，又谈何容易。
长途用兵最难的还是粮食保障，一座关隘只要能阻滞敌军，即使他们毫发无伤，也会因为粮食耗尽而
束手待毙，最终只能铩羽而归。
    其实，我们今天能考察、观赏到的其他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存，无论是巍巍五岳、浩浩四渎、淼
淼五湖、茫茫大漠，还是通都大邑、宫阙楼台、金城雄关、巨津广梁、邮路驿站、古刹名寺、洞天福
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地理背景，不仅能了解历史，理解文化，掌握知识，也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各位的，也是本套丛书再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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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沧桑河山：雄关漫道》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著名关隘，以及相关的重
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从而在更深程度上挖掘关隘景观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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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率先打下宣府（宣化），再攻破居庸关，而后直取明都城北京
，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
顾炎武在居庸关被李自成攻破后曾感慨地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
不行，人心去也。
”真是一语中的。
 数不清的战例证明，居庸关是一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重要关塞。
但在战争中实现其军事功能并不独独是一座居庸关就可以的，它对京都的屏蔽作用是和其他关隘、卫
所相辅相成的，如居庸、倒马与紫荆内三关总是遥相呼应的。
明人于谦说：“险有轻重，守亦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噤喉。
论者常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
正如秦人守函谷而不知武关不固，咸阳遂倾。
蜀人守剑阁而不知阴平已蝓，成都先丧也。
”劳堪也说：“居庸，我之背也；紫荆，吾之喉也。
卒有急，则扼吾喉而拊我背。
”元兵在居庸、紫荆两关实施拊背扼吭的战略并取得胜利就是明证。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居庸关总能引人无限遐思。
 元代萨都刺有《过居庸关》诗云：“居庸关，山苍苍。
关南暑多关北凉。
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
关门铸铁半依空，古来几度壮士死。
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泣山鬼⋯⋯”道出了千年以来长眠于居庸关众多将士的多少沉痛！
 居庸关作为关塞，历代统治者对其都相当重视。
这其中固然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文化的因素。
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国家繁荣统一的方略之一。
居庸关地处控扼南北的交通要道上，在历史上虽饱经战火，但其在经济文化交流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倨庸关图》，生动描绘了当时居庸关的繁华
情景，足以说明居庸关在两千余年前就已是沟通长城内外的重要门户了。
在北齐年间，居庸关曾名“纳款关”，从名字推断，当时的居庸关除了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外，在
经济贸易与民族关系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辽金两代时期居庸关已经成为南来北往的交汇地，经济文化更加繁荣。
936年，居庸关所在地区被后晋割让给辽国。
辽实行五京制，析津府（今北京市）为其南京，在五京中最为繁荣。
作为当时交通要塞和南北交汇之地的居庸关，在辽国南京与西域、中亚等地进行的广泛经济文化交流
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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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沧桑河山:雄关漫道》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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