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 记 》 载 秦 简公 七年 ① ( 前 4 0 8

年 )
,

秦为设防三晋而
“

堑洛
” .

史念海先

生首揭其内涵为长城气 笔者近年考察了秦

昭王长城之后。 ,

在陕西省教委和文物局的

大力支持下
,

1 9 9 1~ 1 9 9 3 年春
,

先后三次

沿洛河右岸徒步考察
,

在大荔
、

菠萝
、

白

水
、

宜君
、

黄陵诸县
,

均发现了堑冶遗迹
.

其中尤以浦城
、

白水最为丰富
。

现将蒲
、

白

二县的考察简报如后
。

在乡政府南 5 00 米的砖瓦厂
,

距地表

0
.

3~ 0
.

5 米的文化层
,

厚 0
.

5~ 1 米
。

取土

时挖出大量灰层
、

绳纹板瓦
、

筒瓦 (未曾使

用过 )
、

云纹瓦当 (图四
: l)

、

菱形几何

纹曲形砖 (图四
:

3)
。

砖背面为细绳纹
,

厚 2
.

5 厘米
。

瓦除大量弓形瓦外
,

亦有少量

凹形绳纹瓦
。

少 t 云纹瓦当带较长瓦身
,

瓦

面皆为绳纹
,

瓦内为麻点纹
.

此外还有绳纹

陶水管
,

外径 15
、 ·

内径 12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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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县洛河右岸自南向北依次为铃耳
、

龙阳
、

平路庙
、

东陈
、

西头
、

蔡邓六个乡镇

(图一 )
。

一
、

铃耳乡遗迹

1
.

重泉遗址 (图二 )
。

位于铃耳乡政府
。

《史记》 “ 堑洛
”
下

,

有
“
城重泉

”
的记载

.

遗址面

积约为 2 平方公里
。

在此范围内
,

战国至秦汉

时期的瓦片
、

肉片分布密集
,

板瓦
、

筒瓦的主

要纹饰为粗细不同的绳纹
,

瓦内麻点纹
、

席纹

(图三
: l ~ 3) 以及麻布纹

。

灰陶器皿
,

如

瓮
、

雄
、

盆
、

钵
,

多为细绳纹
、

网纹
、

麻点
.

纹等
。

茧形壶
、

蒜头壶皆灰陶素面
,

或饰平

行划纹
.

在乡政府西水利工地看到一处文化

层的断面
.

文化层堆积距地表下 0
.

7~ 0
.

8

米
,

厚 1
.

8~ 2 米
,

分为上
、

下两层
。

每层

厚 0
.

5~ 0
.

6 米
.

层内主要堆积为瓦
、

陶

片
.

纹饰与地面所见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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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器皿残片中
,

有绳纹瓮
、

罐
、

扁
、

蔽
,

以及素面钵
、

蒜头壶等
。

另有较多柑祸

残体
,

上有铜迹
,

以及石器
。

我们认为这里应是堑洛中的重泉遗址
,

但考察中未发现城墙遗迹
。

2
.

晋城遗址
。

位于乡政府东北的晋城

村
,

北距洛河 1 0 0 0 多米
。

原有一方形 夯土

城
,

边长约 5 00 米
。

现仅存一节南墙
,

残长

4 0
、

顶宽 3
.

5 ~ 4
.

6
、

高 2
.

6 米
。

夯 层厚

10 ~ 12 厘米
,

夯土纯净
。

遗址中有绳 纹瓦

片堆积
,

这里常有铜器出土
,

据了解曾出土

l 件约 15 公斤重的有铭铜瓦
,

已流失
。

3
.

堑洛遗址
。

共发现两处
。

一 处位于

晋城村东北洛河右岸最高处的源头
,

即三级

台地前沿
,

距晋城村 6 00 多米
。

南侧为一深

沟
,

对岸为上堡村
。

遗迹为东西走向
,

长约

40 0 米
,

上夯下堑城墙遗址 (图五 )
。

当地

称为
“

外洛城
” 。

临沟外侧
,

陡峭深 20 多

米
,

内侧现高 1 米多
。

基部利用自然地形
,

宽 3
.

5~ 15 米
。

内侧有大面积瓦片分布
,

其

中有饰绳纹
、

麻点纹
、

席纹 的板瓦
、

筒瓦

残片
,

以及绳纹灰陶瓮
、

罐残片及 云纹瓦

当
、

灰层等
。

. 奥简公
“

匆洛
”

遗迹 考察简报

另一处位于晋城村北的一条冲沟南侧
。

在现代二
、

三级台地之间
。

裸露的夯土墙残

高 1
.

2
、

长 2
、

层厚 0
.

08 ~ 0
.

12 米
,

夯层清

晰
,

夯土纯净 (图六 )
。

墙下存大量绳纹瓦

片和 陶片
。

在冲沟 口两侧 舌地 上
.

均有瓦

片
、

陶片分布
,

其纹饰
、

质地与上述各遗址

相同
。

4
.

烽健
。

共发现 7 处 ( F l ~ 7)
,

其

中 3 处 ( F 4
、

F S
、

F 7) 近年被毁
,

但基址

清楚
。

F l 位于 乡政府西 公路北侧
,

残 高 6

米
,

基略呈方形
,

顶 部为约 20 平方米的平

台
,

夯层厚 20 一 30 厘米 (图七 )
。

F Z 位于

五更村东北
,

残高约 6 米
,

呈南北走向
,

原

长约为 1 0 0 多米
,

基宽 25 米
,

夯层厚 20 ~

40 厘米
。

原应为
“

三联烽
”

形
,

现 存中
、

北二烽
。

中烽塌裂处有大量灰层遗迹
,

并有

条砖
。

砖 4 0 又 ( 1 6一 1 8 ) x 6 厘米
,

均饰绳

纹或菱格席纹
。

F 3 南距 F Z 约 3 00 米
,

呈

圆形
,

残高 3
、

基径约 20 米
。

F 4
、

F S 在

F 3 东南
,

F 7 在晋城与重泉遗址之间
,

均毁

于平整田地
,

基址及周围地面上大量遗存绳

纹瓦片
。

F 6 位于晋城遗址 东南
。

当地群 众

将其烽体修削成一土塔
, _

上筑小庙
。

现烽高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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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蒲城铃耳 乡堑洛遗迹位置示意图
图三 铃耳 乡重泉遗址采集的部分陶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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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飞奋洲
日四 陶瓦当

、

砖纹饰拓片

1
、

3
.

铃 耳乡重泉遗址出土云纹瓦当

6
.

7米 (图九 )

、

菱形 几何纹曲形砖 2
、

4~ 6
.

西头 乡遗址采集弦纹
、

云纹瓦当 (均为 l 2/ )

二
、

龙阳乡遗迹

各烽隧间均有良好的视野空间
。

遗存的

大量绳纹瓦片
、

陶片
,

证明当时烽上曾有建

筑
。

5
.

洛河沿岸三级台地遗迹
。

在沿洛河

右岸二
、

三级台地迁迥的地形中
,

凡是三级

台地的前沿突出部位
,

都可发现有战国时期

的绳纹
、

麻点纹瓦片分布
,

其面积从 800 ~

2 6 0 0 平方米不等
,

共发现 13 处
。

部分二级

台地上亦有发现
,

经勘察
,

证实皆从三级台

地上跌落
。

今三级台地皆小于 2 0 0 0 多年前

的原貌
。

在这些有瓦片分布的突出部位
,

其

内侧皆有一道人工堑稼
,

宽度一致
,

底部平

整
。

约宽 3 0
、

深 3 米
。

龙阳乡处于铁镰山正西
,

洛河在这里西

转
。

据 《蒲城文物 》 1 9 8 6 年第 4 期记载
,

从前这一带有秦长城遗迹
。

考察后
,

仅发现

南湾坡上村西的原头一处崖壁上裸露文化堆

积
。

总长约 4
、

厚 0
.

4 ~ 1
.

2 米
。

灰层中主

要为大量的瓦片
、

陶片
。

纹饰
、

质地与上述铃

耳乡诸遗址相同
。

推测应为堑洛内侧遗迹
。

三
、

平路庙乡遗迹

平路庙乡位于龙阳乡之北
,

发现与堑洛

有关遗迹较多
,

现介绍两处
。

1
.

前阿村长城遗迹
。

《太平寰宇记 》

载
: “

秦长城在蒲城县东南五十里
” 。

《蒲城

县 ( 旧 ) 志 》 说
: “

秦长城在蒲城县 东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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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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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 铃耳乡晋城村东北的城墙残迹 `从西向东摄 )

日六 铃耳乡晋城村冲沟痛侧的夯 卜墙残迹

日七 铃耳 乡饰健 (F 1 ) (由南向北摄 )

. 九 铃耳乡蜂健 (F 。 (由南向北摄 )

十里
,

秦筑长城即是堑洛也
。 ”

这些记载与

今前阿村的方位
、

距离相符
。

这里的一段长

城遗迹十分显著
。

1 9 8 5 年史念海先生曾有

考察
,

今考察后作如下补充
。

第一
,

史文测

得此段长城为 3 44 米
。

实际总长应超过 400

米
。

因其南端临河坡地上还有一节城基
,

已

成为一道硬土梁
,

易被忽略
.

第二
,

这段遗

迹为上夯下堑的典型
。

在其西侧
,

可以清楚

. 八 平路庙乡前阿村长城 (有清晰的风蚀线 )

地看到长城完全利用原有的长梁地形
,

上部

施以夯筑
,

高 1
.

5~ 3
.

5 米
。

夯筑层与下堑

层之间
,

由于硬度不同
,

故形成了一道起伏

的风蚀线 (图八 )
。

第三
,

在长城西侧的前

阿村东头
,

曾有一烽健
,

现仍可辨其遗迹
,

其周围发现战国时期的麻点纹
、

绳纹瓦片
。

据了解烽体原残高 4 米以上
。

此烽东北 1
.

5

公里的常乐村
,

原亦有一烽
。

常乐村北侧秦

汉遗址所见遗物与铃耳乡诸戍守遗址所出相

同
,

应与堑洛长城有关
,

可能属障塞类遗

址
。

2
.

南黎起长城 遗迹
。

黎起分为 南北

两个自然村
,

位于平 路庙乡东 端 洛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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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0 平路 乡南黎起长城位置示意图

上 (图一O )
。

南黎起村南约 90 0 米处的洛

河北岸
,

发现一段长城遗址
。

现残存总长约

10 0 0 米
,

已割蚀为数段
。

其中一 段约 7 00

米
,

皆为上 夯下堑筑法
,

个别地形高亢处
,

完全为堑削墙
。

残高 1一 2
、

基宽 4一 10
、

顶

宽 3~ 4 米
。

夯层厚 8~ 12 厘米
。

其夯堑结

合部
,

皆有明显的风蚀线
。

西段城上有
“

骑

城烽
” ,

残高 4
.

5 米
。

长城内侧
,

亦有堑

沟
。

内外侧均发现较多绳纹
、

麻点纹瓦片
。

村北亦有一处战国至秦汉时期遗址
,

文化内

涵与常乐村相同
。

四
、

东陈乡洛河岸边的战国墓葬群

墓葬群位于 乡政府东北 3 公里的洛河西

岸三级台地
。

墓地地形为一北高南低的向阳

坡地
,

已被破坏
。

发现墓葬 20 多座
,

皆土

坑竖穴
,

约宽 1
.

2~ 1
.

5
、

长 2 米
,

深度不

清
。

均出土 3~ 5 个细绳纹灰陶罐
,

亦有蒜

头壶
。

少数墓中有黑红 二彩绘夔云纹茧形

壶
。

墓地北侧发现绳纹
、

麻点纹瓦片
。

五
、

西头乡遗迹

1
.

遗址
。

西头 乡遗址位于 洛河右岸

一
、

二级台地 (图一二 )
。

在约 300 万平方

米的范围内
,

分布春秋至汉代的大量瓦砾和

灰层
。

一
、

二级台地间的断崖上裸露灰层长

10 0
、

厚 1 ~ 2 米
。

板瓦
、

筒瓦纹饰有麻 点

.

7 0
.

纹
、

绳纹
、

布纹
。

瓦砾堆和农田中发现瓦当

甚多
,

有弦纹
、

云纹
,

大多涂朱砂
,

皆为半

当
,

直径为 巧
.

5 ~ 16
.

5 厘 米 (图四
:

2
、

4 ~ 6)
。

陶片可辨识的器形有瓮
、

雄
、

击
、

盆
、

壶
、

茧形壶
、

蒜头壶
、

钵
、

敏等
。

纹饰

多为细绳纹
、

网纹
,

器内壁有小麻点纹
。

晚

期陶器多素面和水波纹
、

蓖纹
、

篮纹
。

并发

现汉代有字瓦当
。

2
.

烽健
。

位于西头 乡火车站西侧山如

上
,

共发现三处
。

烽隧周围均有绳纹
、

麻点

纹瓦片和细绳纹灰陶片
。

六
、

蔡邓乡遗迹

1
.

长城和戍守遗址
。

位于 乡政府东南

县办水电站南侧 250 米处
。

此处河岸多为石

崖石壁
,

台地发育窄狭
。

长城和戍守遗址位

于二级台地 (图一二 )
。

残城长 30 米
,

上

夯下堑
。

夯层厚 10 ~ 15 厘米
。

内侧高 1
.

5 ~

2
、

顶宽 2 ~ 3 米
。

城内侧为一东西宽 30 ~

4 5
、

南北长约 8 00 米的台地
。

地面遗留大量

细绳纹灰陶片和绳纹瓦片
。

台地西侧崖壁上

裸露大量灰层
,

厚 0
.

3~ 1 米
。

叠压细绳纹

灰陶罐
、

击等器残片 (图一三
:

” 及红烧

//
、
、

圈一一 西 头乡遗址范围示意图



. 一 二 蔡邓乡水电站南长城残迹

(由北向南摄 )

土
、

木炭烬
、

绳纹和麻点纹瓦片
。

台地以西 7 00 米的山顶部
,

发现烽隧

遗迹 4 处
。

又西行至家子梁 ( 七屹塔 )

经查为七 个烽隧
,

原高 4 ~ 6 米
,

现存两

个
.

其中保存较好者位于 梁西端
,

残高 4
.

2

米
,

烽体 已成不规则方形
,

四 周夯层清

晰
,

层厚 10 ~ 12 厘米
。

每个烽健遗址均有

瓦片
、

陶片遗存
,

其纹饰 与上 述遗址相

同
。

烽健一线南侧
,

有两处戍守遗址
,

地

面下堆积最厚达 1 米多
。

其中板瓦宽 34 一

36
、

长 42 ~ 4 4 厘米
。

瓦面饰绳纹
,

瓦内为

麻点纹
。

多大型灰陶器
。

2
.

麻子屹塔
。

位于白水与洛河交汇 口

最前沿
,

山顶面积约 30 亩
,

地面有少量绳

纹瓦片
。

东侧台地出土绳纹灰陶雌
、

击甚

多
。

应为烽健或戍守遗址
。

菊城县洛河右岸战国时期堑洛烽隧遗

址尚有多处
,

如白起寺原
、

袁家坡
、

苏家

河 (参见图一 ) 等
。

白 水 县

白水县境内
,

沿洛河溯流而上
,

为西

固
、

雷 牙
、

门公
、

收水 四 乡镇 ( 图 一

四 )
.

堑洛遗迹最多的是西固和雷牙二乡

镇
。

一
、

西固乡遗迹

西固乡地处 白水与洛河交汇的西北

二
I 公

“

扭洛
-

. 泊匆. , 报

部
。

这一带地貌特征是被众多的冲沟

割蚀为破碎的梁
、

那
、

台地
,

河谷谷

岸多为石质
.

许多烽健利用了相对独

立的梁
、

弗
、

台地地形
。

1
.

烽健
。

自蒲城麻子屹塔溯河而

上
,

共发现王家山
、

南如
、

秦家滩
、

者家河五处烽健
。

现举秦家滩烽健为

例
。

烽健位于一独石山顶部
,

可俯瞰

洛河
。

烽体东侧残高 3
.

5
、

径 20 米
。

烽体及周围山坡有细绳纹陶片
。

2
.

戍守遗址
、

墓葬
。

自秦家滩烽

隧西行
,

约 2 公里至西弗村
。

发现农

田中有较多绳纹
、

麻点纹瓦片分布
,

其纹

饰
、

质地与上述蒲城铃耳 乡
、

蔡邓乡诸遗

址相同
。

此处应为戍守遗址
。

遗址北部为

近年 因筑路整地挖 出的墓葬区
,

已被破

坏
。

从残墓遗迹观察
,

皆为土坑竖穴
,

葬

式不清
,

出土器物有绳纹灰陶峨
、

击
,

灰

陶尊等
。

其中最多的是茧形壶
,

有的有彩

绘
。

3
.

方山塞 (图一五
、

一六 )
。

位! 紧

临洛河
,

为一独体石 山
,

南为者家河
,

北

连田家河
。

主要遗迹有
:

石长城
:

从山顶至东侧山脚
,

残存多处

石块砌筑的长城
。

山顶南侧长 60
、

高 1
.

2

米
。

竖卧交错砌筑
,

最大石块重约 300 公

斤
.

这是处于 山上障塞的一种胸墙
,

在作

战 中可推 倒成 为 滚 向敌 人 的 巨 大
“

雷

石
” .

从东侧山顶至山脚
,

共发现块石城

墙六级
,

总长约 550
、

高 1
.

2~ 2 米
。

每级

间皆有斜坡道相通
。

房址
:

位于山顶东端
,

石块砌筑
,

原

为相连的四间
,

每拍】宽约 3
、

进深 4 米
,

门

向东
。

.

平台
:

位于房基北侧
.

平谷东沿残长

30
、

高 。
.

3~ 。
.

4 米
.

皆为石块砌筑
,

十分

规整
。

石堑稼
:

位于伸向东南的两处山脚
,

在此处两道 石梁上凿出两处堑漆
。

漆宽
.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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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水 乡
.

先资勺

方山

图例

人
口口

五

长 帷通边

蜂 妞

戍守姗址

. 井 价

z.. ’ 水
门.. ’
、/

. 一三 阅片拓片

1
.

集邓乡遗址采集细绳纹残内器

2
、

3
.

西团乡方械塞采集残内器上的文

字符号 (均为/ 1 2 )

图一四 白水县堑洛遗迹位 置示惫图

1 0~1 2
、

深1 ~ 2
.

5米
。

从残迹分析
,

当初

稼内侧曾有石砌矮墉
。

蜂健
:

位于 山顶西端最高处
。

仅余残

迹
。

土长城
:

位于东北侧田家河沟与洛河交

汇处的台地上 (图一七 )
。

残长 16
、

外侧高

4
、

宽 3~ 4 米
,

夯层厚 10 ~ 14 厘米
。

内侧为缓

坡
。

城道
:
从山顶至田家河沟 口

,

依山略加

开凿
,

有明显台阶
.

为汲取水源和与田家河

对岸戍守联系所用
。

遗物
:

瓦片
、

肉片遍布山顶和 山坡
。

以

东端最为密集
.

主要有绳纹
、

麻点纹板瓦和

筒瓦片
,

烧制厚重
。

陶器中夹砂灰陶多细绳

纹
,

一件绳纹灰陶鼎 ?( ) 足及档上有烟

奥
。

小型灰陶器皆为泥质素面
,

少数器肩有

三三二二奏奖塑掣岁岁

顿顿顿{{{
. 一五 西固乡方山塞长城遗迹位 t 示意 图



二
蔺公

“

扭洛
.

琦泊考 . 闷报

口一六 西固乡方山塞东侧城堵残迹之一 图一七 西固乡方山塞田家沟 土城墙

环纹
。

有的素面灰陶上刻有小篆文字或符号

(图一三
:

2
、

3)
。

调查得知此 山上曾拾到

过多枚铜链
。

4
.

田家河村遗迹

战国遗址
:

田家河村遗址南北约 300
、

东西 50 ~ 70 米
。

农舍中随处可见从地下挖

出的绳纹峪
、

瓮
、

茧形壶
,

以及其他陶器
。

村南靠近田家河入洛的台地较开阔
,

地表及

灰层中散布大量绳纹
、

麻点纹
、

席纹瓦片
。

从

器物类型及纹饰
、

质地等分析
,

可确定为战国

秦戍守障塞遗址
。

烽健
:

一处在田家河村西台地
,

现为土

塔状
,

残高 4 米
,

夯层厚 10 ~ 12 厘米
。

周

圈有绳纹瓦片
、

绳纹灰陶片
。

另一处位于村

西原头 (三级台地 )
,

已夷平
,

周围农田中

有绳纹瓦片
、

陶片
。

’

石城道
:
在村南

、

田家河沟北侧
,

呈之

字形
,

石块铺成
。

完好部分长约 1 00
、

宽 1
·

6~

2
.

5 米
。

最大石块重约 10 0 公斤
,

城道石基

下为黄土 (图一八 )
.

墓葬
:
位于村西台地

。

近年挖出数座
,

皆为土坑竖穴
,

有棺木朽灰
,

葬式不清
.

每

墓均出土 3~ 5 件绳纹陶雄和 3~ 5 件茧形

壶
。

茧形壶小者高 22
、

大者高 32 厘米
。

皆

饰环形刻划纹
,

有的器底有 戳记 ( 图一

九 )
。

调查知此处曾出土玉
、

石器及少量铜器
.

二
、

雷牙乡遗迹

1
.

耀家河石长城 ( 图二O )
。

在雷牙

乡政府东
。

洛河于此被一突向东北的石山梁

阻绕
。

山梁长约 3 公里
,

临河山崖形成垂直

状 石 壁
。

南坡 山脚下 筑 石 长 城
。

总 长 约

20 0 0
、

残高 1一 2 米
。

中间 多处被 山洪冲

日一八 西固乡田家河村南山城上的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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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

田家河村西台地

鑫葬区出土绳纹

自 . 器底砚记拓

片 (原大 )

暖暖暖

翅翅幽幽幽

扁扁扁
坪坪浑咨礁礁

圈二
_〕 月家河 长城位炭 示愈图

图二 一 雷牙乡堑洛遗迹位 t 示惫图

目 - - 百 才 , 四 两仃里 J C忆柯仲任
( F )I 残迹 (由东南向西北振 )

纪
,

皆为石块砌筑
,

石块最重者约 200 公

斤
.

城顶即为平台或山坡
,

山坡布满山上滚

落的石块
,

尤以东端最多
.

山坡上一小沟
,

顺沟攀登
,

有五级阻沟的石墙
。

山顶有少 t

绳纹灰陶片
.

1 9 7 4 年山上曾发现一把铜剑

与数枚铜铁
。

粗家河村亦有一处古遗址
,

文

化内涵同于 田家河
。

2
.

西沟村至北乾村遗迹
.

7 4
·

口二三 雷牙乡北乾村东

石城上的门枢

烽健与戍守遗迹
:

西沟村西洛河右岸台

地至北乾村 (图二一 )
。

东西 5 公里内共发

现烽隧 5 座 ( F I ~ F )S
。

其中 F l 位于西沟

村西二级台地中央高阜处 (图二二 )
。

残高

4
、

基径 14 米
。

上有夯层
.

台地上遍布绳

纹
、

麻点纹瓦片和细绳纹灰陶片
。

石长城与石城道
:

位于 F l 与 F Z 之间

陡峭的山腰上
。

这里长城又是上下城道
,

沿



山腰依地 形开 凿加石 块砌筑
。

坡度 5~ 1 5

度
,

现存长约 5 0 0
、

宽 2
.

5一 8 米
。

在转弯

的宽阔平台上
,

有门枢石孔
,

孔径 5
.

5
、

深

4
.

5 厘米 (图二三 )
。

另发现石屋两处
,

附

近发现细绳纹灰陶片
,

其纹饰
、

质地与前述诸

戍守遗址和烽健相同
,

未发现后期遗物
。

秦家道等地的烽隧遗迹
:

由北乾村溯河

而上
,

经秦家道
、

槐河沟
、

太香
、

五峰
、

东

弗一线
,

均有烽健及戍守遗址
。

现仅简介秦

家道至王莽寨间的烽隧
。

秦家道东北为突向

洛河的一条山梁
,

全长约 4 公里
。

山梁上均

发现较多的细绳纹灰陶片
。

在秦家道东北约

2 公里的洛河岸边
,

发现一处经人工堑 修的

高大烽镬
,

筑于一突起的如上
。

烽体周围坡

面上有许多细绳纹灰陶片
,

纹饰
、

质地与北

乾
、

耀家河所采集者相同
。

小 结

一
、

堑洛是战国秦国数条长城中的一条

重要长城
,

其中遗迹最多的是蒲城
、

白水二

县
。

秦秋至战国
,

秦晋
、

秦魏间的多次战

争
,

均发生在这一带
。

《史记
·

秦本纪 》 载

秦缪公 34 年 (前 6 26 年 )
,

孟明视将兵伐

晋
,

秦晋战于彭衙
,

而彭衙就在北乾对岸的

史官乡
。

《春秋传 》 载鲁文公十年 (前 6 18

年 ) 秦晋的少梁之战
、

激邑之战
,

就发生在

铃耳对岸的铁镰山和其山以北
。

战国时期秦

魏间争夺
“

河西地
” ,

重点仍是这些地方
。

所以这一带不但堑洛遗迹多
,

且其后的魏国
“

河西长城
”
遗迹亦较集中

。

二
、

堑洛是以自然河沟为倚托
,

大量工

程是用自然河岸堑削为城
。

这与秦昭王长城

二
蔺公

“
扭洛

”
奋迹 考 . 简报

中长约 40 。 公里的河沟长城修筑工程完全一

样 ④
。

其中亦有不少地段为地形上的补胭堵

隙之需
,

而出现夯土长城
、

上夯下堑长城
。

至于石长城
,

更是以就地取材为原则
。

三
、

它的内侧戍守遗址发现最多
,

但皆

无汉长城内侧障塞的那种夯土城圈
。

这与秦

昭王长城完全 一样
,

说明昭王长城是秦国
“

堑河旁
” 、 “

堑洛
”

的继承与发展
。

四
、

铃耳
、

家子梁
、

北乾等地的烽隧遗

迹
,

都是将信息传向西北的咸阳
,

相互间皆

有 良好的视野 空间
。

遗迹 所发现的 瓦片纹

饰
、

质地等
,

与昭王长城中的遗存基本相同
。

五
、

个别大 型遗址中有可能有属于 晋

(魏 ) 的遗物
。

如西头遗址中的弦纹瓦 当
,

在关中秦遗址中不 见
。

六
、

我们将遗址
、

烽隧中发现的斗械河

卵石
、

石块
,

按 《墨子 》 中所记
,

称
“

雷

石
” 。

附记
:

这一考察工作
,

能有一些发现
,

应感谢戴居仁
、

薛迪生
、

张廷浩
、

刘云晖等

同志和宝鸡文理 学院的领 导同志
,

以及蒲

城
、

白水二县的有关同志
。

摄影
、

绘 图
:

彭 曦

① 《史记
·

秦本纪 》 为简公六年
.

而 《 六 国年表 》

为七年
.

② 史念海 《黄河中游战国 及秦时诸长城遗迹 的探

素 》 , 《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

文物出版

社 1 9 8 1 年
.

③④ 彭曦 《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 》
·

西北大学出

版社 1 9 9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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