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亭区惊现“齐长城”遗址？
石墙长2000多米，附近一村名叫长城村，初步断定是古城墙遗址
文/片 本报记者 孔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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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寻找齐长城，交谈中意外获线索

10月9日，记者和水泉镇文物管
理部门人员等一行，来到了该镇长
城村北侧的山坡上，查看被大家猜
测为“齐长城”的遗址。随行人员刘
明祥一见到这些遗迹，就兴奋地谈
起他寻找“齐长城”的事情。

刘明祥作为该镇的一名工作人
员，以前从书籍上了解到，长城村的
名字是以“齐长城”来命名的，可一
直未找到齐长城的遗址。“书籍上写
道，齐长城的遗迹在滕州东60里。假
日期间我自己或者和朋友经常来长
城村附近寻找遗迹，可找了很多地

方，并没有打听到遗址的任何消
息。”刘明祥说，今年国庆节期间，他
在朋友家聊天时得知一个重要的信
息，“由于他家住在山脚下，我朋友
经常用望远镜向山上看，他能模模
糊糊地看到山上有用石头垒砌的围
墙，但不知是不是当地村民的作为，
所以也并未实地查看。那天，他把这
一奇怪的现象告诉了我，我们猜测
会不会是一直寻找多年的齐长城遗
迹。”

刘明祥得知这个意外的线索后，
决定尽快寻找机会到山头上实地查

看。10月5日，刘明祥约了几位朋友一
起来到长城村北侧的山坡上。“这片
区域目前属于田坑村，距离长城村不
远，当时并没有把寻找的范围扩展至
其他村庄。当天，我们初次见到这个
用石头垒砌的石墙时，感到意外惊
喜。不论是不是猜测的齐长城，但对
于自己来说，是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当日，刘明祥拍摄了照片，回家
后在网上与其他地区的齐长城遗址
照片对比，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注意
到两者极为相似，于是将此遗址猜
测为齐长城遗址。

2000余米遗迹，可判断曾用于防御工事
刘明祥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水

泉镇文化站站长李秀剑，他也对这
件事感到异常兴奋。9日，他站在石墙
上，拿着米尺丈量着石墙的尺寸。

“这堵石墙总宽1 . 5米，包括60
厘米宽的遮挡墙和90厘米宽可供站
立的步行墙。墙高2 . 5米至3米，还有
很多石孔可供观察。另外，石墙周
边还有2平方米左右的区域，有明显
烧过的痕迹，可能类似于烽火台。”
李秀剑告诉记者。

在李秀剑和刘明祥的指引下，
记者注意到，这堵石墙从悬崖边向
里延伸至山坡上，绕过山头后继续
向西延伸。其中，现在为道路穿过

的部分石墙已经被推平，可依然能
看出曾是一座石墙。“根据石墙的
位置，可以判断它曾用于防御工
事，并且是抵挡从南向北的侵略。
现在发现的2000余米石墙，不论是
不是‘齐长城’遗迹，都具有一定的
历史研究价值。”刘明祥说。

在石墙的北侧100余米处，记者
一行又注意到有一堵东西走向的
石墙，与最初见到的不一样，构造
稍微简单一些。“这可能是第二道
防线，但也是用于抵御外来侵略
的。”刘明祥说。

走访中记者在山上遇到了干
农活的田坑村村民宋玉国，他介绍

了关于石墙的一些故事。宋玉国
说，他的老爷爷以前向他讲述，这
个山崖周边全是石墙，石墙北有很
多富贵人家居住，他曾经天天沿着
石墙巡逻。“听老人说，一百多年
前，这里还有很多居民居住，石墙
也正常使用。可最近几十年，石墙
渐渐地失去了防御的作用，由于大
家都不知道石墙到底是什么时候
修筑的，有的被村民推倒，有的石
头被村民们运到山下去建了房
子。”宋玉国说。

李秀剑说，石墙被毁是一件很遗
憾的事情，希望专家尽快判断石墙的
历史价值，并对其进行保护。

这个山头100多年前很繁荣，住着许多人
“这个山头在一百多年前挺繁

荣，并且住着很多人，是不是一个山
寨的围墙？如果是大家所说的齐长
城遗址，那就更好了。”长城村村民
刘先生笑着说。

枣庄市文管办工作人员介绍，
长城村北侧的石墙疑似齐长城遗
址，这在两年前就有所发现，但目
前还没有断定。2009年3月份，山亭
区在开展田野文物普查时，在位于
山亭区水泉镇长城村东约2公里的
青龙山北部山脉唐王寨山上，发现
一处古城墙遗址，疑为齐长城遗
址。遗迹位于山顶之阳，有疑似烽
火台状石基一处，长约4米、宽约4
米、高约1米，沿烽火台状石基向
东、向西各有宽约1米、长数十米的

石基，台状石基北部约5米处的东
西两侧，各有一处南北长约3米、东
西长约4米的房基。沿烽火台状石
基向南的山腰间为平坦地，其东西
两侧各有南北走向的石质墙基，最
高处约2米，宽约1米，南北绵延数
十米。山亭区文化局遂作初步研
究，查阅地方志等资料，并向市文
物部门作了汇报。

2009年10月，枣庄市文管办主
任周传臣、枣庄市博物馆馆长李光
雨、枣庄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石敬东
等市文物部门领导和专家，在山亭
区文化局局长冯统义、分管文物工
作的局党组成员郭启源的陪同下，
对唐王寨山上的古城墙遗址进行了
实地调查。10月14日，山亭区文化局

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信息，又对位
于水泉镇长城村西约10公里处的桑
村镇玉子山进行了实地调查，山顶
上有方圆一公里的平地，无树木，中
间有一处直径约5米、高约1米的土
石丘。山顶四周有宽约1米、高约1 . 5
米、绕山四周绵延数公里的古城墙
遗址一处，墙体正南方位有一处烽
火台，正西方位有两处烽火台，正东
方位有一处烽火台，山顶东部沿墙
处有房基数处。该城墙遗址由东侧
向正东方向山丘过渡，又折东南方
向绵延数公里。

“目前初步断定是一处古城墙
遗址，但是否为史料所载的齐长城
遗址，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枣庄
市文管办工作人员介绍。

齐宣王乘山巅

之上筑长城

清道光二十六年《滕
县志》古迹考曰：“在城东
六十里无故址。《齐记》云：
齐宣王乘山巅之上筑长
城，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
千余里，以备楚，疑即齐所
筑。”

山亭区驻地西北

5公里有“长城村”

1983年11月建立山亭
区，由原滕县东部的山亭、
桑村、城头、冯卯、店子、水
泉、徐庄、辛召8个乡镇及
原齐村区的6个乡镇组成。

《滕县志》载：“城东六十
里”即在今山亭区境内。位
于山亭区驻地西北5公里
有“长城村”，又延西10公
里有“城头村”，与《滕县
志》记载的长城遗址的方
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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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剑查看并测量石墙。

李秀剑查看石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