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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到清朝重镇双城并存

追溯青城文脉 感知首府魅力

明朝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在
呼和浩特建立“库库和屯”。这里
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清
代中期，随着驰名中外的“大盛
魁”等旅蒙商号的兴起，这里成为
我国北方的商贾重镇。清代诗人
以“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
丰年”的优美诗句来描绘这里的
繁荣景象。

库库和屯，蒙古语里意为“蓝
色的城市”（今译为“青色的城
市”），是呼和浩特的前身。呼和浩
特城最初不大，城墙是顺义王府外
围的大围墙，内之为城，外之为
郭。据《旧绥县志记载》：“归化城
周长二里，砌以砖，高三丈”。库库
和屯原本是草原上的一座王府城，

置南北两门。万历九年（1581年）
阿勒坦汗和夫人三娘子决定扩建
呼和浩特城，此举得到明朝政府的
支持，后改名为“归化城”。

清乾隆四年（1739 年），清朝
政府在归化城东北五里的地方筑
成一驻兵城，赐城名“绥远城”。
绥远城的设置与归化城互为犄
角，是一座军事驻防城。由于绥远
城建于归化城后，故被人们称之为

“新城”。绥远城城名和建城年代
在《敕建绥远城碑》载：“于乾隆丁
巳季春三月开工，乾隆己未之夏六
月竣工，钦定佳名曰绥远城。”《绥
远旗志》载：“绥远城九里十三步，
高二丈九尺五寸，顶阔二丈五尺，
底阔四丈。”门四，东曰“迎旭”，门

楼“得澍”；南曰“承薰”，门楼“仰
日”；西曰“阜安”，门楼“控河”；北
曰“镇宁”，门楼“吞山”。四门外筑
箭楼瓮城，其东瓮城筑东岳庙，西
瓮城筑龙王庙，南瓮城筑火神庙，
北瓮城筑真武庙。角楼亦四座，七
楹。中置钟鼓楼。西街东北筑有
将军衙署，东南置有绥远城厅同
知衙署，城内置协领署十二所，左
领署六十所。置大街四道，小街
二十四道，小巷四十八道。绥远
城筑城时有意将城内四条大街与
四座城门位置错开，故在民间留
下“四门不对，鼓楼不正，将军衙
署坐当中”的传闻。从明建归化城
到清建绥远城为后来的呼和浩特
市扩建奠定了基础。

1928年，归化城、绥远城合并，
称归绥市。后绥远省撤销，并入内
蒙古，改名为呼和浩特，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首府。 循着历史脉络，我
们一步步走来，探古寻今，在感叹
呼和浩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丰
富历史的同时，更骄傲它的现代与

繁华。
沿着历史的足迹，今天，游客

们来到呼和浩特，可以到大窑文
化遗址探寻旧时器时代的遗存，
还可以到大召寺、席力图召公主
府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等众
多景区、博物馆溯源历史，寻脉

青城，或是来这里感受辽阔的草
原被森林环抱、重峦叠翠的自然
风光……

呼和浩特丰富的历史文化赋
予了她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一起
走进这座城，开启一场历史文化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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