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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TS/TC 0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大同市华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大同市新荣区文化和旅

游局、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麦斯达夫（大同）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炜、王雪妮、朱孟麟、袁德团、袁建琴、张曼、王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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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长城旅游讲解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同长城旅游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讲解方法与技巧、电子语音讲解及讲解词。

本文件适用于大同长城的讲解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LB/T 014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大同长城特色文化内涵。

解说词中涉及史实、神话传说、人物故事等，应经过严谨考证，不确定或有争议的内容，用中性

词汇和语段表达，或者引用出处；引据他人此前研究成果的，应在解说词中给予注明。

解说词中的专业用语应当符合 GB/T 16766 的规定。

应建立讲解培训机制，根据时代发展、讲解客体的变化，及时更新内容，培训记录存档。

多语种解说词，应经过翻译领域专家审阅。

5 人员要求

资质

5.1.1 应符合 GB/T 26355、GB/T 15971、LB/T 014 规定。

5.1.2 宜具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经过相关培训、有特殊经验的人员，如长城周边土生土长的人员，

可讲述故事。

5.1.3 应熟知长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态资源、产业发展等相关信息，长城文化掌握全面。

知识水平

5.2.1 讲解应繁简适度，讲解语言应准确易懂，吐字清晰，富有感染力。

5.2.2 应了解游客的行程，合理控制讲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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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在讲解进程中发生意外情况时，应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应重点掌握长城区域天气状况，如发生

气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培训

应定期参加主管部门或协会组织的长城旅游讲解培训，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大同长城的历史价值；

b) 讲解稿的组织、要点介绍；

c) 讲解方法与技巧；

d) 讲解礼仪、讲解员的仪容仪表、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礼貌用语；

e) 长城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

f) 讲解规范的重要性。

6 讲解方法与技巧

长城文化探访线路主题选择：文脉、人脉、生脉。

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长城文化探访线路应考虑主题选择，主要考虑 3 方面因素：

a) 突出重头故事重点事件，抓住重要空间节点，兼顾游客需求；

b) 阐释解说内容和形式丰富，专业水准高，考虑游客理解接受程度；

c) 线路选择尊重现有环境及文化遗存的现实面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依托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建设主题鲜明、内涵明确、功能完善、文化标识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

创新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

长城自导式解说（阐释）标识的创新实践：故事、营建、保护。

讲解方法技巧包含以下方面：

a) 综合类：包括总体说明、点位历史沿革等的解说；

b) 设施类：如敌台、便门、关口、砖窑等长城设施的介绍；

c) 构造类：主要表述长城建筑细部，引导游客仔细观察与了解；

d) 故事类：从战事情况解说；

e) 文献类：将有关文献记载直接录文说明；

f) 病害类：对于如风化、裂缝等长城产生的病害现象进行说明；

g) 保护类：对实施的保护工程应对重砌工程、保护级别等方面说明。

宜通过渲染法叙述，字数短、整散结合，多使用排比句、反问句。

介绍长城整体形态时宜运用比喻修辞手法。

介绍长城历史上战争场面和修筑场面时宜运用夸张修辞法。

根据游客的需求和背景提供个性化的讲解体验，与游客进行互动，发挥出个人优势。

7 电子语音讲解

应提供中英等多语种，内容准确、丰富、生动并提醒讲解点附近的注意事项。

讲解内容应较为权威且及时更新，外语翻译应做到内容准确、语言通顺。

语音讲解语速应适宜，于游客游览正常步速相配合。

8 讲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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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

欢迎词包括：

a) 代表大同长城对游客的到来表示欢迎；

b) 介绍本人（讲解员）以及讲解内容；

c) 确认游客的旅游需求，并尽可能满足；

d) 对游客的旅途进行祝福；

e) 游览期间注重长城保护。

解说词

8.2.1 背景知识：

a) 环境背景：地理位置、气候状况等自然条件；

b) 历史背景：修筑时的时代特征；

c) 建筑背景：修筑时期、修筑原因等。

8.2.2 框架内容：

a) 地理分布：大同长城所有组成部分以及地理分布；

b) 建筑风格：大同长城各个部分不同长城的建筑风格；

c) 特色景点：大同长城的镇边楼、镇宁楼、墩台密布的长城乡、世外桃源花塔村等特色景点的

介绍。

8.2.3 遗产保护与传承，应从以下 5 方面系统阐述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化进展：

a) 数据采集与处理；

b) 信息系统研发；

c) 保护状况监测；

d) 病害诊断与保护；

e) 价值挖掘与传承。

8.2.4 解说词示例具体见附录 B。

欢送词

欢送词包括：

a) 回顾游览过程；

b) 感谢游客对讲解员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c) 向游客征求关于工作的建议与意见；

d) 表达对游客的美好祝愿、期盼再次相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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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附 录 A

（资料性）

大同长城解说词

大同长城解说词

一、背景介绍

长城从春秋战国开始经秦、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

明、清十八个朝代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约为21196.18km。

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2km。大同的长城资源整体所

跨的朝代较多，现存的主要是明长城。大同作为当时的九边重镇之一，承担着拱卫京都的屏障作用，管

辖着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偏关东北）的长城防御区。明长城分外长城

和内长城，如今的大同市居于内外长城之间，东部与云州区、南部与怀仁市、西部与左云县、北部与新

荣区相接，行政区划线大部分以长城为界。而现在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长城。

大同的长城资源具体分布于天镇县、阳高县、新荣区、左云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7个县区，

共有长城493公里，其中明代长城共计343公里，分为内外长城，内长城85公里，经灵丘、浑源两县；外

长城258公里，经天镇、阳高、新荣、左云四县（区）。其余150公里为汉代、北魏和北齐长城，主要集

中在天镇、左云、浑源、广灵四县。

相传在北魏时期，鲜卑族的拓跋部统治着中原地区。当时，鲜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紧张，为

了防止外敌入侵，拓跋部下令修建一座高大坚固的长城，名为大同长城。然而，在修建大同长城过程中，

工匠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因木材储备有限，无法完全铺设封土，在某些地方只能用稻茎和芦苇代替。这

使得修建的城墙不够坚固牢固，缺乏真正的保护作用。拓跋宏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命令工匠们在城墙外

再修筑一道虚墙，并且在城墙内加强守卫力量，以掩盖真正城墙的薄弱之处。这样一来，外敌看到的是

一道稻草编织的虚假城墙，而内部的真正城墙却非常坚固，起到了防御作用，从而有了今天的大同长城。

二、明长城介绍

大同明长城的城和堡，修筑贯穿于整个明朝，可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从洪武朝到正统朝（1368～1449）。其中，洪武朝时期的防御体系是都司卫所体系，都司是明代地

方的最高军事机构，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管辖地方各卫。

明代大同的重要性，从明初的设置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原本都司是省级地方军事机构，但朱元璋

却在大同单独设立了一个都司，称为山西行都司。也就是说，山西一省，除了有山西都司外，还有一个

位于大同的行都司，从洪武三年在大同设卫开始，到洪武三十年（1397），在山西行都司的守御范围内，

建立了将近三十多个卫。

置卫的同时，各卫也开始在自己的屯守范围内修筑关塞隘口等。这些分布在北方的关塞隘口，就是

明初的大同大边。

从永乐朝开始，在大同设立镇守，大同开始称镇，这也是大同成为明朝九边重镇的开始。从永乐朝

到正统朝，大同镇着重修筑了墩台和军堡等。

2. 第二阶段

从成化到弘治两朝（1465～1505），大同进行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

成化十年（1474），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在宁夏修筑了第一道连续的边墙（即长城），其在以后

的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修筑长城便成为明朝的一项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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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三年（1477），筑起第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大同长城。成化二十年（1484），在余子俊任宣大

总督期间奏请朝廷修筑了大同西路的长城。

在弘治八年（1495）和弘治十四年（1501）两次修筑长城。其中，弘治十四年修筑长城的碑文，是

由时任户部尚书周经撰写。

洪武朝修筑的关塞隘口和成化、弘治朝修筑的长城，其主体目前都位于内蒙古境内。

3. 第三阶段

从嘉靖十八年开始到隆庆朝，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同境内的长城，主要就是这一阶段修筑的。

嘉靖初年，大同经历了两次兵变，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到四年，一次是嘉靖十二年（1533）到

十三年。在处理完两次兵变后，蒙古俺答部已经近边。明朝前期修筑的所谓边墙等，已遭到破坏，北部

的防线已严重内缩。为此，嘉靖十八年（1539），宣大总督毛伯温上任后，决定在大同镇城以北修筑五

堡，这五堡从东到西分别为镇边堡、镇川堡、弘赐堡、镇鲁堡、镇河堡，又在五堡以北修筑了一道长城，

由五堡分段驻守。这样，就如同在大同镇城的北部修筑了一道屏障，对大同长城起到了保护作用。

由毛伯温开始，开启了大同镇大修长城的又一个阶段。

嘉靖二十一年（1542），宣大总督由翟鹏担任，二十二年（1543），翟鹏在毛伯温所修五堡的基础

上，向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了延伸，东段从镇边堡向东延伸至阳和口，西段从镇河堡，向西延伸至老营堡。

嘉靖二十五年（1546），宣大总督翁万达奏请修筑从阳和口到宣府段的长城。从阳和口修至天镇的

李二口（水磨口），向北越上山梁，到达新平堡，再向东在平远堡与宣府长城相接，从而就有了新平、

保平等堡。

位于新荣区的弓弦形长城。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同总兵周尚文考虑到防御形势的需要，在弘

赐堡以北又修筑了四堡，即镇羌、助马、拒墙、拒门四堡，这四堡在当时被称作“塞外四堡”。后来，

又分别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与二十七年（1548），添设保安堡和得胜堡，合起来成为“塞外六堡”。

当时六堡孤悬塞外，北面无长城阻隔。结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俺答在进攻大同没有得

逞后，便转攻六堡，总兵周尚文率军出塞，在弥陀山一带展开攻防战。这次战役结束后，嘉靖二十八年

（1549），翁万达奏请修筑六堡以北长城。这段长城从宏赐堡起向北在镇羌堡处向西拐弯，至助马堡后

又向南拐，在徐达窑处与原长城相接。从而形成弓弦形长城。

其中，弓弦形长城内部的弦部分，现在被称为二边。其余从新平镇的平远头沿现天镇、阳高、新荣

区及左云县就是大同的外边长城，这段长城也是现在的晋蒙分界线。

内长城在明代时属山西镇长城，它的修筑主要开始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靖二十年（1541）

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蒙古吉囊、俺达两次越过宁武、雁门等关，对包括太原等晋中腹地进行了大

规模的抢掠。两次抢掠之后，山西巡抚都御史曾铣等奏请筑雁门长城，从老营堡的丫角山起，至平型关

东止。二十五年（1546），雁门三关长城工竣，共筑长城五百里，是雁门长城大规模修筑的开始。

4. 第四阶段

从隆庆议和到万历三十年（1603）。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俺答汗议和，俺答被封为顺义王。

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事已就此结束。利用这段和平时间，明朝对北部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许多城

堡甚至长城都包了砖，一些主要关塞、隘口等，还修筑了空心箭楼等。

到了万历中期，明朝的对外战争转移到对付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重心上了，大同镇长城的修筑也

随之结束。

三、天镇县长城

（一） 总则

长城入晋途经 3 个乡镇 24 个村进入阳高县，天镇是它的第一站。天镇县明长城 64 段，长 62 公里，

堡 10 座，单体建筑 287 座。

明隆庆 5 年（公元 1571 年），明王朝在新平堡开设马市，成为明朝和蒙元部落开展边境贸易的重

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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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部分

1. 天城城

位于袁治梁村长城、白羊口长城南 9km 的天镇县县城中。据清光绪《天镇县志》载，天城城创建于

唐，辽、金、元、明代屡有修葺。古城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东西方向宽 1000m、南北方向长 1200m，

周长 4400m，占地面积 120 万㎡，约 1800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城墙、西门、北门、北门外

瓮城、街道 4 条、慈云寺等。原设东南西北四门，现仅存西门和北门，西门位于县城内西街，称“武宁

门”，砖券拱门，五伏五券；北门位于县城内北街，称“镇远门”，砖券拱门，五伏五券。4 座城门外

原设瓮城，现仅存北门外瓮城。城内有东、南、西、北 4 条街道。城内西街有慈云寺，原名法华寺，有

“关北巨刹”之誉。

2. 平远堡

位于新平堡镇平远堡村中，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本堡土筑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

隆庆六年（1572 年）复议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二里八分。”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边长 350m，

周长 1400m，占地面积约 85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堡墙、马面 4 座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

存内部夯土墙。堡墙用黄土夯筑而成，含砂砾。马面存东墙 3 座、西墙 1 座，底宽 8m、凸出墙体 3m。

堡内东侧有清代马王庙乐楼一座，坐南朝北，卷棚顶，东墙内壁有壁画。堡内一座居民门前有石碑一块，

碑文损毁。平远堡地处西洋河谷地平川地带，南侧紧邻西洋河河道，东侧邻冲沟。堡墙坍塌脱落严重。

3. 新平堡

位于新平堡镇新平堡村中，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为大同镇阳和道辖新平路参将驻扎之处，

“设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隆庆六年（1572 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三里六分。”堡平面呈

矩形，坐西朝东，边长 450m，周长 1800m，占地约 371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堡墙、北门、街

道 4条及玉皇阁、参将署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存内部夯土墙。原设东、北门，存北门，门外原设瓮

城，北门为砖券拱门。堡墙原有角台、马面，现无存。堡中心有玉皇阁，占地面积 64m
2
，为正方形三层

重檐歇山顶式楼阁。底部为石基砖券十字形通道，东、南、西、北方向设街道 4 条。二、三层为木结构

建筑，歇山顶，四出回廊，上层为木结构雕花勾栏平座，下层砖栏。堡内西街有参将署一座，现存为清

代建筑，占地面积 440m
2
。坐北朝南，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堡外南 40m 处有一座八龙庙。

4. 保平堡

位于新平堡镇保平堡村中，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设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隆庆

六年（1572 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六分零。”据《三云筹俎考》所载，城周为一里七分。堡

平面呈矩形，坐西朝东，边长 160m，周长 640m，占地 38.5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东门、角

台 4座、马面 3 座，挡马墙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存内部夯土墙。东墙正中设堡门，为砖券拱门，基

部为条石砌筑。门洞上方有砖雕门额，门额原嵌石匾，阴刻“镇云”二字。堡外南侧有东西向挡马墙，

黄土夯筑而成。堡整体保存一般，堡墙设施基本完整。

5. 桦门堡

位于新平堡镇红土沟村南 0.5km，又称花面墙。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万历九年（1581

年）始设，十九年（1591 年）砖包。高三丈九尺八寸，周七分有奇。”又据《三云筹俎考》所载，城

高三丈九尺。堡平面呈矩形，坐西北朝东南，东西 65、南北 120m，周长 490m，占地面积 9400m
2
，约 14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东门、瓮城、角台、堡内建筑基址等。堡墙为砖墙，外部砖石混砌，

内部为夯土墙。东墙正中设堡门，为砖券拱门，门洞上有石匾，位于居民院中，石匾上阴刻楷书“桦门

堡”三字。堡门外设瓮城，平面呈矩形，边长 40m。东墙原有城门。堡整体保存一般。

6. 永嘉堡

位于逯家湾镇永嘉堡村中，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设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万历

二年（1574 年）砖砌女墙。通高三丈六尺，周一里四分。万历十九年（1591 年）始议砖包。”又据《三

云筹俎考》所载，城周为二里五分。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边长 400m，周长 1600m，占地约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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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堡墙、东门、角台 2 座、马面 9 座、堡内矮墙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

存内部夯土墙，东墙正中设堡门，现为豁口，存东北、西北角台，平面呈矩形。马面存东、西、北墙各

3 座，平面呈矩形。西墙内距西北角台 100m 处有东西向矮墙，矮墙将堡内分为南北两部分，称为南、

北营，南营住家眷，北营驻官兵。堡内建筑现在全部不存在。堡整体保存一般。

7. 瓦窑口堡

位于逯家湾镇瓦窑口村中，亦称瓦窑堡。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

建，隆庆六年（1572 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零。”又据《三云筹俎考》所载，城周为一里六

分。堡平面呈矩形，坐东北朝西南，东西 224m、南北 166m，周长 780m，占地约 56 亩。现存主要设施、

遗迹有残存堡墙及马面 1 座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存内部夯土墙。原设西门，门外原设瓮城，瓮城设

南门，现不存在。堡墙四角原设角台，现无存。堡内原有东西向矮墙，将堡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即南、

北营，南营住家眷，北营驻官兵。堡整体保存较差。

8. 镇宁堡

位于谷前堡镇白羊口村中，又称白羊口堡。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本堡设自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年），隆庆六年（1572 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二分零。”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

周长 500m，占地约 23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4座、马面 1 座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

存内部夯土墙，黄土夯筑而成。南墙正中原设堡门，现已损毁。堡墙四角设角台。东、西、北墙正中原

各设马面 1 座，现仅存西墙马面，平面呈矩形。堡内有明清民居多座，堡外南侧有清代庙宇 1 座。

9. 镇口堡

位于谷前堡镇水磨口村中，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建，隆庆六

年（1572 年）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三分零。”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边长 160m，周长 640m，

占地约 38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北墙、角台 1 座等。堡墙原为砖墙，现仅存内部夯土墙，仅存北

墙。原设南门，现已损毁。西北角台仅存基础。堡内有明清民居 2 座、庙宇 1 座。堡整体保存差。

10. 新平堡马市

位于新平堡镇西马市村内北侧、新平堡村西 0.84km 处，又名西马市，为隆庆五年（1571 年）“隆

庆议和”后设立。据西墙、南墙及残存的两座敌台的布置推测，马市应坐西朝东，原设东门。

11. 李二口长城

长城又北行，攀越上二郎山、跨桦岭，一直至南口，整个地段为山地，长城沿着高低起伏的山峦弯

曲北去。李二口“丁”字长城，距天镇县北 11 公里，明嘉靖年间修筑。东面是李二口村，因此得名叫

李二口长城。两段“丁”字长城，北面的一道墙体沿着二郎山山脊逐步升高，扶摇直上，墙体厚重连贯，

雄伟高大，修筑质量之高在山西首屈一指，可谓是“国之干城”。南面的一道墙体沿着山坡逐渐下延，

稍显单薄。据考古研究，并非错修。是明代防御政策调整，做出了更加有利于防御系统完善的结果。

李二口长城是首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是在 2020 年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

会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被点名推进的工程，李二口与壶口瀑布、王莽岭并列成为省委、省政府锻造“黄

河、长城、太行山”文旅板块的主打品牌。

四、阳高县长城

（一） 总则

阳高县境内明长城从东由天镇县水磨口进入阳高县，途径 3 个乡镇 35 个村进入新荣区。

长城墙体 30 段，长 49 公里；关堡 8 座（关 2 座、堡 6 座）；单体建筑共 273 座（敌台 105 座、马

面 28 座、烽火台 140 座）；相关遗存 2 座（马市 1 座、老爷庙 1 座）。

（一） 主要部分

1. 镇门堡

位于罗文皂镇镇门堡村中，镇门堡长城南 0.23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北朝东南，东西 213m、

南北 194m，周长 814m，占地约 62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 座、瓮城 1 座、角台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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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面 1 座等。堡墙为砖墙，东墙无存，南墙残长 155m、西墙残长 162m，北墙基本完整。南墙设城门一

座，南门外有，残存瓮城东墙 5.5m，东墙设门。堡墙四角设角台，残存东南、西北角台。马面仅存一

座，位于北墙中部，马面南侧有登顶坡道。堡内残存清代城隍庙一座，占地面积 527 ㎡，坐北朝南。

2. 守口堡

位于龙泉镇守口堡村中，守口堡长城 2 段东南 0.35km 处。北距守口关和守口堡马市 0.35km。堡平

面呈不规则矩形，坐西朝东，东西 184m、南北 196m，周长 844m，占地约 67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

仅有堡墙。堡墙为砖墙，外部砖石砌筑，内部为夯土墙体。东墙、南墙东段无存，北墙大多无存。

3. 靖鲁堡

位于长城乡镇宏堡村中，镇宏堡长城东南 0.6km 处，又名镇宏堡。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东西

250m、南北 350m，周长 1200m，占地面约 133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4座、马面 9 座等。

堡墙为砖墙，外部砖石砌筑，现无存；内部为夯土墙体，黄土夯筑而成。南墙设城门 1座，现为豁口。

南门外有瓮城，仅存小段东墙。堡墙四角设角台，马面存 9 座，东、西墙各 3 座，南墙 1 座，北墙 2

座。堡内中央原有玉皇阁，阁有石匾，阳刻“靖虏”二字，左边落款“钦差整饬阳和等处兵备山西承宣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徐”，右边落款“钦差分守大同东路地方左参将都指挥佥事郝□□大明万历岁次丁酉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秋吉日立”（石匾现存于阳高县文物管理所）。

4. 镇边堡

位于长城乡镇边堡村中，镇边长城 3 段南 1.2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朝东，东西 462m、南北

334m，周长 1592m，占地约 231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2 座、瓮城 1座、角台 3 座、马

面 6座、堡内乐楼 1 座等。堡墙为砖墙，外部砖石砌筑，现在已经损毁。东、西墙各设城门 1座，东门

为条石基础的砖券拱门，三伏三券，门额石匾刻“镇边堡”三字，现位于一户居民院中。西门为条石基

础的砖券拱门，三伏三券，门额石匾刻“怀远”二字，位于一户居民院门外。东门外有瓮城，堡墙四角

设角台，西南角台无存。堡内存乐楼和少量明代居民建筑。乐楼坐南朝北，砖木结构，下部有砖券门洞

可通南北。堡整体保存一般，堡内有耕地和民居。

5. 守口关

位于龙泉镇守口堡村北 0.35km 处，守口堡长城 1段墙体上，倚墙而建，西北墙即为长城墙体，现

在不存在。南距守口堡 0.35km，西邻守口堡马市。关平面形状不详，坐西北朝东南。现存主要设施、

遗迹有关墙、角台 1 座、马面 1座等。关墙为土墙。

6. 阳和城

位于龙泉镇东关村。城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边长 1300m，周长 5200m，占地面积 169 万㎡。现

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城墙、瓮城 1 座、角台 1座、马面 4 座、庙宇 1座等。城墙为砖墙，外部砖石砌筑，

内部为夯土墙体。阳和城原设东、南、西 3 座城门，东门称“成安门”、南门称“迎暄门”、西门称“成

武门”，现 3 座城门无存。3 座城门外有瓮城，仅残存南门外瓮城。城内西南部存云林寺，原名华严寺，

清末改名为“云林寺”。寺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1.2 万㎡。

五、新荣长城

（一） 总则

新荣区长城由阳高县镇边堡向西进入新荣区，基本走向从元墩向西，经镇川口，抵达宏赐堡后分为

两条线。第一条线为主体部分长城，从宏赐堡向北，经河东窑、饮马河，而后向西至镇羌堡；再由镇羌

堡经拒墙口、拒门口、助马口至十三边；由十三边向南至砖楼沟继续向南，出大同后进入左云县地界。

第二条线由宏赐堡向西，经新荣、破鲁堡至吴施窑村进入左云县。

长城墙体65段，长110公里；单体建筑共424座；相关遗存2处（马市1座、砖瓦窑1座）。途径5个乡

镇37个行政村。长城关堡总数11个。著名的“边墙五堡”属二道边防御体系，境内有镇川堡、宏赐堡、

镇鲁堡、镇河堡四堡。属于头道边防御体系的屯兵堡有六座。包含著名的“塞外四堡”即镇羌堡、拒墙

堡、拒门堡、助马堡，另外还存有得胜堡、破鲁堡，依长城建于山底，并与护边诸堡成体系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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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部分

1. 得胜堡

位于堡子湾乡得胜堡村中、得胜堡大边长城南 0.65km 处，东北距得胜口关 1.3km。堡平面呈矩形，

坐西北朝东南，东西 420m、南北 528m，周长 1896m，面积约 333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

门 1 座、瓮城 1 座、角台 3 座、马面 13 座、堡内楼台 1 座等。堡墙为砖墙，南墙设城门，砖券拱顶，

三伏三券，南门外瓮城，平面呈矩形，东西 22m、南北 30m，瓮城设东、南门，现均为豁口。堡墙四角

设角台，现存 3 座，西南角台无存。堡墙共设马面 13 座，间隔 100m。瓮城外原有“八”字墙、照壁，

现无存。瓮城南门“八”字墙外原有一对石狮，现存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堡内有明代楼阁 1座，平

面呈矩形，原有上下两层，现上层木结构阁楼已经损毁，仅存下层，边长 14m、高 6.4m；下层为石基砖

券十字形通道，三伏三券，门洞宽 4m、高 5m。原有四壁门额嵌有木牌楼 1 座，衙署 2座，庠学 1 座，

库房、兵营各 1 处，现均无存，堡内仅发现木牌楼的一根立柱。堡外东南设教场，教场筑点将台 1 座。

堡东墙上正对玉皇阁处建一钟楼，玉皇阁建有牌楼。堡的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四座阁楼，北堡墙墩

台上建有神武阁。现存玉皇阁下部砖碹四门相通建筑，上部原为木楼，门洞上方分别有石刻嵌于门楣上

方为东“护国”、西“保民”、南“雄藩”、北“镇朔”。门洞内西北墙上留有容一人登阁楼的小门洞。

2. 镇羌堡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4 年）筑，万历二年（1574 年）砖包。为边塞首冲之地。位于堡子湾乡镇羌

堡村中，镇羌堡大边长城 3 段南 0.3km 处。西北距得胜口关 0.32km。堡平面呈矩形，坐西北朝东南，

周长 980m，面积约 90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4座、马面 3 座等。堡墙为土墙，褐土夯

筑而成。东墙残长 250、南墙残长 140、西墙残长 240、北墙残长 250m。堡墙四角设角台，角台宽 13m、

凸出墙体 8m。马面存 3座，东、西、北墙正中各 1座。

3. 宏赐堡

亦称红寺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位于堡子

湾乡宏赐堡村中，宏赐堡大边长城 1 段西 0.88km，宏赐堡二边长城 2 段东北 0.506km 处。堡平面呈矩

形，坐西北朝东南，周长 1902m，面积约 336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3 座、马面 11 座、

堡内庙宇 1 座等。堡墙为砖墙，内部为夯土墙体，夯土中夹碎砖。东、南各设城门 1 座，东门位于东墙

略靠北，南门位于南墙正中，南门外设瓮城，瓮城设东门。堡墙四角设角台，西北角台现不存在。马面

残存 11 座，东墙 2座、南墙 2 座、西墙 6 座、北墙 1 座。堡内东门外西 0.1km 处有龙王庙乐楼 1 座，

砖木结构，平面呈矩形，坐南朝北，面积 70 ㎡。

4. 拒墙堡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周一里八分，高三丈六尺。堡平面呈矩形，

坐西北朝东南，周长 936m，面积 54756 ㎡，约 82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4 座、马面 12

座等。堡墙为砖墙，南墙正中原设城门，砖券拱顶，门额嵌石匾，有“拒墙堡”三字。南门外原设瓮城，

瓮城设东门，门外原有照壁。堡墙四角设角台。东、西墙各设马面 6 座。堡内原有老爷庙、龙王庙、观

音庙、胡神庙、城隍庙、马神庙等庙宇 12 座，木牌楼 1 座，现均无存。堡外西侧有一段东西向土墙，

当地俗称“二道边”，夯筑而成。

5. 拒门堡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万历元年（1573）砖包。周一里七分，高三丈七尺。明设守备一员，军

604 名，马骡 18 匹头，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三座，火路墩七座。位于堡子湾乡拒门堡村西南 0.5km，

拒门堡大边长城 1 段南 2.4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朝东，东西 254m、南北 193m，周长 894m，面积

约 74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 座、瓮城 1 座、角台 4 座、马面 5 座等。堡墙为土墙，

夯筑而成。东墙正中设城门，现为豁口。东门外设瓮城，瓮城设南门，现为豁口。堡墙四角设角台。马

面南墙设 2 座、西墙 1 座、北墙 2 座。

6. 镇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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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十四年（1586）包砖。与史书记载相近。大同五堡虽然地势平夷无

险可恃，如果敌虏一旦突入拒墙，不测之祸必延及本堡，危及云冈和大同，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堡位

于西村乡镇虏堡村中，外教场沟二边长城南 2.3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东朝西，边长 350m，周长 1460m，

面积约 200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4 座、马面 2座等。堡墙为砖墙，外部原有包砖石，

内部为夯土墙体，含碎石。堡门内外侧门额上嵌有石匾，现存当地村民家中。堡墙四角设角台，东、北

各设马面 1 座。

7. 镇河堡

于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十四年（1586）包砖。明时设操守一员，驻军 358 人，骡马 7 匹头。

位于西村乡镇河堡村中，鲁家沟村二边长城南 3.1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南朝东北，边长 350m，

周长 1400m，面积约 184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座、瓮城 1 座、角台 4 座、马面 3 座、

堡内水井 1 口等。堡墙为砖墙，外部原有包砖石，现砖石无存；内部为夯土墙体。东墙设城门，砖券拱

顶，五伏五券。东门外侧门额上嵌石匾，有砖雕垂花门罩，石匾上原有“镇河堡”三字，被凿毁。东门

外设瓮城，瓮城设南门。堡墙四角设角台。南、西、北墙正中各设马面 1座。堡内东南部有古井 1 口，

石砌而成。

8. 镇川堡

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创筑、万历十年（1582）砖包。位于花园屯乡镇川堡

村中，镇川口长城 2 段南 3.5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东朝西，由东侧堡城与西侧关城组成，堡城西墙

即关城东墙。堡城东西 320m、南北 300m，总周长 1540m，面积约 223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

角台 4 座、马面 1 座、关城 1座等。堡墙为砖墙、外部原有包砖石，现砖石无存，内部为夯土墙体。西

墙残存南、北段各 45m。堡墙四角设角台，北墙设马面。关城原设西门，门外有照壁，堡内有“官井”

1 座，砖砌而成。堡外东北侧有烽火台 1座（镇川堡瞭望台）。

9. 助马堡

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内驻参将、守备、中军、坐堡各 1员，把

总 8员，军 2175 名，马骡驼 890 匹头只。分守长城 20 里 3 分，边墩 25 座。位于郭家窑乡助马堡村中，

助马堡大边长城 1段东 1.5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朝东，由西侧堡城和东侧关城组成，堡城东墙即

关城西墙，总周长 1028m（包括堡城东墙或关城西墙，长 222m），面积约 118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

有堡墙、护城壕、城门 1座、瓮城 1座、关城 1 座、关城城门 2 座、堡城和关城角台共 4座、堡城和关

城马面共 3 座等。堡墙为砖墙，北墙外有护城壕。堡城设东门，砖券拱门，东门外设瓮城，瓮城墙体坍

塌损毁严重，仅存地面痕迹，瓮城设南门。关城设东、南门，砖券拱顶。存堡墙东南、西南、西北角台

和关城东北角。存堡城西、北墙马面和关城北墙马面，堡城内原有关帝庙、玄天庙、白衣寺、土地庙、

龙王庙等，千总署、守备署等衙门，现均无存。关城内原有街道、店铺、乐楼等，现均无存。

10. 破鲁堡

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创建，万历元年（1573）砖包。周二里二分，高三丈五尺。内驻操守、

坐堡、把总各 1员，军 663 名，马骡 217 匹头。分守无边，火路墩 5 座。 位于破鲁堡村中，黄土口二

边长城南 1.5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西北朝东南，边长 385m，周长 1540m，面积约 232 亩。现存主要

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1 座、马面 9座、堡内庙宇 1 座等。堡墙为砖墙，外部原有包砖石，现砖石无

存；内部为夯土墙体。南墙无存，东墙消失 70m、北墙消失 35m。堡城原设南门，现无存。角台仅存西

北角。东、西、北墙各设马面 3座。堡内北部有宁静寺，现存为清代建筑。

得胜口是明代“九边重镇”的北门户。得胜口原为石砌砖包，口子上有建筑精美的门楼，现门楼及

包砖等尽被拆毁，仅存门洞两侧条石遗迹。口子外面是得胜口瓮城、月城，其规模和形制还在，面积较

大，呈倒“凹”字形。口子东是正方形敌台，往东 20m 处有一高一低两个建筑物，即为关口大小马市楼。

得胜口于乾隆五十八年设置了税卡。通过得胜口形成一条以茶叶、丝绸、皮毛等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国际

贸易商道。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边贸口岸，每日的税收以黄金计、以斗量，时有“金得胜”之美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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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大同北经丰镇至俄国恰克图的商贸线，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了成本、方便了商人，也使得胜口以

真正的“国际贸易关口”，成为万里茶道大同段的重要节点。

六、左云长城

（一） 总则

左云明长城位于县境北边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交界处。从保安堡西北 2.5 公里入境，向西蜿蜒至

二十边西 2.5 公里外出境，沿边有关隘 3 处（保安口、威鲁口、宁鲁口），边墩 34 座，境内全长 26 公

里，这段长城史称“大边”。在“大边”之南，为确保大同重镇，当时又修筑低而薄的重边，史称“小

边”，从本县西黄土口村东北入境，向西经黑土口至徐达窑村北与大边相合，全长 4公里。这两段明长

城，其“大边”现存虽有部分坍塌和破坏，但整体比较完好，墙体底宽 10m，平均高 4m 至 6m。

左云县明长城墙体 21 段，长 37 公里；关堡 10 座（关 1 座、堡 9 座），单体建筑 232 座（敌台 87

座、马面 5 座、烽火台 140 座）。

（二） 主要部分

1. 左卫城

位于左云县城中、宁鲁堡长城 1 段南侧 18.5km 处。城平面呈向西偏斜的平行四边形，坐北朝南，

周长 6300m，占地面积约 3600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城墙、城门 1 座、瓮城 1 座、角台 1 座、马

面 22 座等。城墙原有包砖，现仅存内部夯土墙。南、西、北墙原各有城门，西、北门损毁，南门包砖

痕迹清晰。南门外有瓮城，残存部分瓮城墙。城墙四角原设有角台，仅存东南角台。

2. 保安堡

位于管家堡乡保安堡村中，保安堡大边长城 2 段东侧 1km 处。堡平面呈不规则形，坐西朝东，东西

180m、南北 330m、周长 1038m，占地约 86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角台 3座、马面 2座、庙

宇 1 座、乐楼 1 座等。堡墙原有包砖，现仅存内部的夯土墙。东墙正中设堡门，原为砖券拱顶，外侧门

额上书“云羊”二字，现为豁口。原有罗城及城门，门额上书“永泰”二字，现无存。堡内原有玄天庙、

龙王庙、马寺庙等，玄天庙内置地动仪 1台，现损毁。堡内仅存南禅寺 1 座，为清代重修。堡外东侧存

龙王庙乐楼 1 座，坐南朝北，砖木结构，为明代建筑。

3. 威鲁堡

位于管家堡乡威鲁堡村中，威鲁堡长城 2 段南侧 0.6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由北侧的堡

城和南侧的关城组成，总周长 1520m，占地约 135 亩。堡城平面呈矩形，边长 240m，周长 960m，占地

约 87 亩。关城周长 620m，占地约 48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堡城角台３座、马面８座、关

城１座、关城角台２座、庙宇３座等。南墙正中设堡门，外侧门额上书“永镇”二字。南门外原有瓮城，

现已损毁。

4. 宁鲁堡

位于三屯乡宁鲁堡村中，宁鲁长城 1 段南侧。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边长 300m，周长 1200m，

占地约 135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 座、角台 4 座、马面 7 座等。堡墙原有包砖，现仅

存内部的夯土墙，东、北墙保存较完整，南、西墙残存约一半。南墙有城门，南门外原有瓮城，现不存

在。堡墙四角设角台，东、北、西北角台坍塌约一半；东南角台中间坍塌成缺口，两边残存；西南角台

保存较好，东、西、北墙各有马面 2 座，保存较好。

5. 三屯堡

位于三屯乡三屯堡村中，八台长城 1段南侧 7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东西 80m、南北 81m，

周长 322m，面积约 10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 座、瓮城 1座、角台 4 座、马面 3座、

壕沟等。堡墙原有包砖，现仅存内部的夯土墙。南墙设城门，南门外有瓮城，瓮城东西（内测）16、南

北（内测）18m，东墙有豁口，应为瓮城门。堡墙四角设角台，东、西、北墙设马面。整体保存较好。

6. 云西堡

位于张家场乡云西堡村北，徐达窑长城 1 段南侧 14km 处。堡平面呈矩形，坐南朝北，边长 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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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 600m，占地面积约 34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城门 1座、瓮城 1 座、角台 5座、马面 2

座等。北墙正中设堡门，北门外有瓮城，平面呈矩形，瓮城设东门，现为豁口。

7. 灭鲁堡

位于长城南约 3.5km，平面呈方形，边长约 260m，面积约 100 亩。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土筑，

万历元年（1573 年）砖包。东墙残长约 160m，西墙残长约 200m，北墙残长约 260m，南墙基本完整，墙

体夯筑。北墙中部设 1 门，砖券顶，包砖尚存。北门外侧有瓮城，东西长约 30m，南北宽约 30m，为抗

战时日军所筑。存角台 3 座，马面 4座。堡内距北门约 60m 处由 2 座土筑台基，据传为玄天庙遗址。

8. 镇宁箭楼

为长城沿线上最为完整的一座箭楼。箭楼北面基座外露 7 层石条，东西 12m，南北 13m。箭楼东侧

有一砖碹拱门，进深 4m，现只能弯腰通过。南市场城南北 50m，东西 50m。四墙基本残存，残高 3m～6m。

正对箭楼南墙上有一砖碹门洞，现已残破。箭楼总高 17m，内侧外露 9 层石条，门额上有阴刻楷书：“镇

宁”二字。镇宁楼分上、下两层，下层由南门进，有梯道可通上层；上层东西各四箭窗，北有三箭窗，

南有一小门居两箭窗中。楼为回廊结构，顶上原有铺房为仿木结构，被当地人叫做“狐仙楼”。

七、灵丘县长城

（一） 总则

灵丘县明长城墙体 3 段，长 4298m；关堡 6 座（堡 6 座）；单体建筑共 14 座（敌台 4 座、烽火台 10

座）；相关遗存 1 处。途径独 5 个乡镇 7 个村庄。

（二） 主要部分

1. 柳科村堡

于柳科乡柳科村东北部的山坡上。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周长 189m，占地面积约 2 亩。堡整

体保存一般。墙体坍塌损毁严重，南墙被洪水冲毁无存。

2. 石家田村堡

位于石家田乡石家田村西南 0.25km 的耕地中。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周长 270m，占地面积约

7 亩。墙体坍塌损毁严重，南墙被洪水冲毁无存。

3. 落水河堡

位于落水河乡落水河村中，高程 955m。堡平面呈矩形，坐西朝东，周长 452m，占地面积约 20 亩。

现存主要设施、遗迹仅部分堡墙。墙体坍塌损毁严重，部分段无存，部分北墙外壁有现代包石。

4. 红墙儿堡

位于落水河乡落水河村南 1.35km 的耕地中，高程 973m。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东墙长 84m，

南墙长 85m，西墙长 84m，北墙长 82m，周长 335m，占地面积约 1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堡墙、

城门一座等。墙体坍塌损毁严重，部分段无存。

5. 蔡家峪村堡

位于东河南镇蔡家峪村西南 0.1km 的山顶上，高程 1130m。堡平面呈不规则梯形，周长 242m，占地

面积约 5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分堡墙、角台 2座、马面 1 座等。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 4m，宽 2.7m，墙厚 2.7m，

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而在南北两侧的山岭上，长城尚存。

八、浑源县长城

（一） 总则

明长城墙体 25 段，长 80 公里；关堡 26 座（关 5 座、堡 21 座）；单体建筑共 133 座（敌台 95 座、

烽火台 38 座）。

（二） 主要部分

1. 李峪堡

位于东坊城乡李峪村北部。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无法测量周长和面积。现存主要设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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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堡墙和角台 3 座。存东北、西北、西南角台，东北角台底宽 2.9m、凸出墙体 2.7m、残高 4.8m。

2. 太安岭堡

位于王庄堡镇太安岭村中山顶上。堡平面呈不规则形，坐东朝西，占地约 7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

迹有堡墙、北门、瓮城、角台 4 座。堡墙为土墙。北墙设门，中部有 1 座瓮城，瓮城呈矩形，西墙中部

设一拱门，底部石砌，顶部砖券，三伏三券。

3. 西河口堡

位于王庄堡镇西河口村北。堡平面呈矩形，朝向不详，占地约 2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堡墙和

南门 1 座。东、北墙保存较完整，西、南墙高度与堡内平台相当。堡南墙正中有宽 7m 的豁口，疑为堡

门，坍塌严重，结构不详。堡建于平台上，比堡墙外地面高 4m，平台上无任何建筑，现为耕地。

九、广灵县长城

（一） 总则

广灵县明代长城 1 段 98m，堡 28 座，单体建筑 15 座（敌台 1座、烽火台 14 座）。

（二） 主要部分

1. 殷家庄堡

位于蕉山乡殷家庄村中。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周长 788m，占地面积约 58 亩。现存主要设施、

遗迹有部分堡墙、城门 1座、角台 2座、马面 4 座、街道 1 条等。南墙东段设城门，砖券拱门，三伏三

券。门洞内地面铺石，遗有车辙痕迹。南门内外门拱上有石匾，外侧石匾有砖雕门额，双线阴刻“殷家

庄”三字，其下有“壬丙门”三个小字；内侧石匾楷书阴刻“北堡”二字。

2. 西马庄堡

位于蕉山乡洗马庄村中。堡平面呈矩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 45 亩。现存主要设施、遗迹有部

分堡墙、城门 1 座、角台 1 座等。南墙设城门，经过现代修缮，条石基础砖券拱门。门洞内存木门 2

扇，用小号的铁钉组成“天下太平”字样。门洞内地面铺石，遗有车辙痕迹。南门内外有砖雕匾额，外

侧石匾书“西马庄”三字；内侧石匾阴刻“西马庄堡”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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