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1045 雁门关
九塞尊崇第一关

雁门关在雁门山上，古称勾注山，《吕氏吞秋》说，天下九塞，
勾注其一。其得名源自《山海经》，“雁门，飞雁出于其门”，大意
是山高峰险，只有大雁才能飞过。

雁门关有关，是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败林胡、破楼烦之后，在
此建郡立关。雁门关得名，却是在唐初，为防备突厥，驻军雁门山。
在最绝顶置关，名为西陉（xíng）关，亦曰雁门关。明朝有内外三
关的说法，河北省沿长城一线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为内三关，
山西省境内的偏关、宁武关和雁门关为外三关。

雁门关东接平型关、倒马关、紫荆关，西连宁武关、偏关，为大
同之屏障，太原之锁匙，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防备北方游牧民族
入侵的重要战略支点。从战国到明代，无不是名将坐镇，如赵之李牧，
秦之蒙恬（tián）、汉之李广、宋之杨家将。名将雄关，相得益彰，
才成就了雁门关“三关要冲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的显赫地位。
今天雁门关上，依然建有李牧词和杨将军词，这是对那些保境卫国
的名将、军人的永远纪念。

在和平时期，雁门关也是沟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天然通道，
民族交往，多从此出入，所以也是中原与漠北民族融合、民族和平之
关。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雁门关已经身处腹地，这个功能反而越发



凸显，再到今天，成为一方旅游名胜，人们游览欣赏，抒发怀古之
幽情，称赞今日之胜景。

雁门关其实有双关，现在所见的雁门关，是明初吉安侯陆仲亨
所建。唐宋以前，关城都在曲陉关，在现关城西10千米的山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