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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2010_c34_635243.htm 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军

事作用 游牧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擅长骑射。他们在马

上作战，机动灵活，但攻坚战却是弱项。中原王朝处于战略

防御时，横在游牧民族骑兵面前的高大坚固的长城，迫使其

弃长就短，优势被化解。而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时，长

城会起到步步为营的作用，在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提

供各种供给之便。 二、经济作用 (一)屯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

经济发展 解决守城官兵军备给养的最佳途径就是开发屯田和

徙民实边。秦始皇时期，在长城沿线设置了12个郡和44个县

，大量移民前往开发，进行农牧业生产，保证长城沿线供应

。汉代在长城沿线进一步垦荒开地，兴修水利。到明代，军

屯已发展到“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春明梦余录.屯田

》)。军屯与民屯不仅使边疆地区大量处女地得到开垦成为良

田，也使许多不毛之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尤其是将中原

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到了边疆，促进了边疆地

区生产力的发展。 (二)和平互市加快了经济交流 长城内外的

人民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希望相互往来。在和平时期，

长城沿线的关城，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互通有

无、贸易往来的货物集散地。通过关市贸易流人中原的有马

、羊、牛、骆驼、动物皮毛、奶制品等，大量畜力投入农耕

和交通，提升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力。而流人草原的有铜器、

陶瓷、织锦、粮食、生产工具等，也推动了游牧民族经济发

展。 三、促进民族融合的纽带 早期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



扰和掠夺，虽然获得了一些生产和生活资料，甚至劳动力，

但这种状况并不利于生产力、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的提高。

长城的修筑，有利于游牧民族加速封建化进程。在和平互市

期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相学习，增加了解，促进了社

会进步。 四、保卫亚欧大陆桥 著名的“丝绸之路”正是在长

城的有力保障下，才得以畅通并不断发展的，成为今天亚欧

大陆桥的基础。长城在中西方文化、艺术、经济等方面的交

流发展中，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