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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线膛炮和爆破弹使

火炮射程、精度、威力空前提高，投入

战场兵力达百万计，堡垒式要塞孤立

脆弱，加大核心堡垒与外围堡垒距离

也难以避免被摧毁。许多战役表明，

要塞无法有效阻止敌人、成为野战军

立足点或封锁交通路，仅能在被围攻

时坚守较短时间。

而由散兵壕发展而来的野战筑城

阵地在战争中作用凸显。1862年美国

南北战争，北军骑兵将领谢尔曼指挥

部下一夜构筑大量散兵壕，出其不意

逼近敌人阵地。一战时，大炮、飞机、

坦克主宰战场，孤立环形要塞易被集

中轰击，往往几天就被攻破，难以完

成防御使命。双方将领意识到，要阻

止百万敌军，需连绵的筑城阵地和筑

垒地域，于是以堑壕为主体，纵深、梯

次配置的野战筑城阵地迅速发展。

中国的野战阵地体系有自身特

色。当年，外敌入侵时敌军常翼侧包

围迂回，为适应这一变化，1894年甲

午战争期间，清军在旅顺、威海等要

塞外构筑堑壕和交通壕，取得一定效

果。1910年清政府陆军部颁布《新订

陆军操练法》，阐述构筑阵地的目的、

方法和积极性，要求阵地便于转入攻

势。1932年国民政府在京沪杭地区

构筑永备筑城阵地，保障了“一 ·二

八”淞沪抗战，19路军和第5军依托阵

地抗击日军一个多月。而在中国革

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创造出符合不同

时期战略战术要求的阵地形式。土

地革命时期，红军创造并构筑竹签障

碍阵地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抗战时

期，创造地道阵地；解放战争中，灵活

构筑适用于阻击战和围歼战的野战

阵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创造

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野战防御

阵地体系，在上甘岭战役中让美军无

计可施，创造辉煌战例。
▲ 二战末期，美军
坦克跨过德军的
“龙牙”障碍物

漫
话
防
御
工
事
变
迁

在近年来发生的军事冲突
中，交战双方无论有多少先进
武器，传统的防御工事仍是最
有效的“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的手段。而防御工事的历史贯
穿人类文明，其发展与战争形
态、社会结构和技术进步紧密
相连，见证了军事技术的革新
和人类社会的变迁。

从洞穴到城池
人类最早的防御工事可追溯至远

古时期，人们借助天然洞穴、山脊等地

形抵御野兽与敌人。随着社会发展，

更复杂的防御设施开始出现。宗教

经典里曾记载，中东的迦南人在杰里

科城筑起6米高的围墙，还挖掘6米

宽、7米深的护城沟，虽简陋却具备基

本防护功能。在中国，夏朝建立标志

着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山东龙山文化

晚期的城墙和河南登封王城岗的城

墙，约有4500年历史。统治者为镇压

反抗和抵御外敌，利用有利地形和天

然障碍，还学会人工设置障碍，如伐树

埋桩、构筑栅栏，形成“封树”防卫体

系。后来，人们堆土垒石构筑土围子，

防御设施愈发坚固。

奴隶社会中后期，分封制度促使

统治者建造更复杂的王城和都邑，用

于防御外敌和隔离阶层。周武王灭商

后大分封，形成城寨体系。周成王时，

国都迁至洛邑（今洛阳），按王城制度

构筑城池，大致方形，周长约13公里，

城墙黄土夯筑，四边有12座城门，城墙

上有楼橹，城外有护城河。随着生产

力发展，兵器和作战方式更新，城池也

不断演进。唐宋时期，燃烧性和爆炸

性火器出现，城墙逐渐由低变高、由薄

变厚，从黄土堆筑变为砖石砌筑，周长

也不断扩大。明初南京城，内城周长

达33.4公里，外廓达84公里，城墙用砖

石加糯米石灰浆砌筑，十分坚固。

古代防御工事中，长城无疑是最

伟大的建筑，它历经近两千年、二十多

个朝代构筑和修缮。公元前7世纪，楚

国率先在边界筑长城；春秋战国时，各

诸侯国纷纷筑长城自卫。秦始皇统一

后，将燕赵秦长城增筑连接，西起临洮，

东至辽东，西汉在阴山以北修外长城，

将秦长城西延至盐泽，并在盐泽以西至

焉耆构筑亭障、烽堆，使长城长达一万

余公里。明代为防蒙古和女真，两百多

年间加修旧长城达十八次，明长城点线

结合，以点护线，在重点防区利用地形，

构成纵深、多道筑城体系，战斗、生活

设施完善，能长期坚守作战。

要塞应运而生
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墙让各路

人马头疼不已，以至有“攻心为上，攻

城为下”的说法。但火器出现后，尤其

是14至16世纪火炮广泛应用，城墙越

高越易被命中打开缺口。防御者降低

加厚城墙，加宽加深护城河，使城池核

心尽可能远离火炮射程，城池筑城体

系也发生变革，相继出现了炮台式要

塞和堡垒式要塞。

炮台式要塞以炮台为主体，多个

炮台连成整体，驻扎守备部队，扼守地

区或封锁交通要道，主要通过火炮的

集中射击来拦阻敌人的进攻，保护重

要的军事和战略目标。每个炮台可以

配置数门至数十门火炮，通常由置炮

台、望楼（瞭望塔）、药局（弹药库）、人

员掩蔽室、围墙等组成。置炮台是主

要组成部分，用块石砌筑或用三合土

构筑，火炮的配置呈圆周形、半月形或

一字形。可到了18世纪后半叶，火炮

射程和破坏威力飞速发展，相形之下，

炮台式要塞的范围就相形见绌了，很

容易遭到炮火全面压制。于是，在西

欧率先出现新式堡垒式要塞，它将核

心堡垒置于敌炮火最大射程之外，而

在核心堡垒的外围6至8公里的区域

内配置一线堡垒带，堡垒之间相距3到

4公里，这样一线堡垒带与核心堡垒之

间就形成很大纵深，允许防御兵力相

互机动支援，也使敌火无法直接轰击

核心堡垒，保持整条防线的灵活性。

像成名于二战的苏联塞瓦斯托波尔要

塞，就由多个核心堡垒和堡垒群组成，

这些防御据点均由钢筋混凝土建造，

重炮、加农炮、迫击炮等火炮掩体均采

用下沉式设计或布置在坚固的防御工

事内，防御阵地周围布满了铁丝网、雷

场和防坦克障碍，曾给予法西斯军队

极大杀伤。

而在中国的明清时期，为抵御外

敌入侵，也曾修建过各类海防、江防炮

台式要塞数十处，只是它们没有明显的

核心与外围，而是较为分散的点式设

防，大都建在海港和重要江口高地上。

从山脚到山顶，分层重叠构筑炮台，形

成层层火网，以控制海口、江面。像鸦

片战争中著名的虎门要塞，就位于广东

珠江口东北，周围层峦叠嶂，江心小岛

星罗棋布，是省城广州的咽喉与门户。

1839年9月，英舰闯入珠江口，遭到清

军水师和要塞岸炮的回击、拦截。同年

11月，英舰再次来犯，又遭失败。其后，

英军主力攻击虎门要塞未果，只得转

舵北上，迫使清廷屈膝投降。

野战阵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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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长城古北口段

■ 一战前夜，法军工兵正在构筑要塞甬道

■ 波黑萨拉热窝的地下抗炸坑道

■ 二战期间的英国地下指挥所构造

▲ 现代战争中常
见的X形反坦克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