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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之旅

探古寻今向新行呼和浩特，有着2400多年

的建城史，1986年，被国务院

正式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呼

和浩特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大

青山脚下、黄河岸边这片神奇

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中国旅

游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开启历

史文化之旅，一同探古寻今，聆

听文明回声，感受呼和浩特新

时代发展轨迹。

呼和浩特 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04

内蒙古清水河县红门口马市遗址
王东麟摄

□文/图 本报记者 李蒙

一座城市的确立，离不开其行政
归属，当确立了这座城市的名称和地
址，也就有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战国
时期，赵国云中郡成为呼和浩特这片
土地最早的城市名称。公元前475年
至前221年，战国赵武灵王在此设云
中郡，城址在今托克托县。

据介绍，现有的云中城遗址，周
长约 8公里。南墙保存较好，长约
1.9公里，宽6.5米，最高可达8米，夯

层厚8至12厘米。东、西、北三面墙
体已圮废。但从断壁残垣仍可想象
当年云中城雄踞塞上的英姿。

实际上，在没有建城之前，这
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位于呼和
浩特郊区保合少镇的“大窑文化”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 50万年前，呼
和浩特一带就有人类居住。大窑
遗址区内地表散布有大量的石渣、
石块、石片等，发现了包括石制品、

动物化石等在内的大量文化遗物，
其中出土石器工具有石锤、石片、
石核、龟背形刮削器等，石器的单
体形状较大，原料为燧石，时代为
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草原地区旧
石器标本的特色。

今天，游客们还可以在内蒙古
博物院、大窑文化遗址、托克托县
古云中遗址、汉代古长城等地探寻
历史的痕迹。

从古代先民到最早行政划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
秋战国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
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原，划分天下
为三十六郡，云中郡成为其中之一。

北魏时期，云中郡成为云中镇
所在地，北魏皇帝北巡时曾在此休
息。除了云中镇，北魏定都在盛
乐，盛乐或称盛乐古城，是拓跋鲜
卑时代的北都。考古证明，位于今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北的和
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为盛乐城遗
址。拓跋鲜卑迁居盛乐，逐步建立
北魏，盛衰延续长达近 300年。盛
乐城延续使用时间长达1000多年，
到隋朝筑起为安置突厥民众居住
的大利城，唐朝先后改置为云中都

护府、单于大都护府、振武军城。
辽置振武县，金改镇。盛乐古城穿
越多个朝代，承载着各民族多姿多
彩的古代文明。

随着呼和浩特的人口逐渐增
多，城市不断扩大，辽、金、元时期
又在这里建丰州城。丰州故城遗
址现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境内，
始建于辽神册年间，城址近正方
形，周长约4500米，可见西墙、东南
墙残高 1 至 2 米，南门遗迹较清
楚。城址内已废作耕地，文化层厚
达 6米，曾出土有辽、金、元精美陶
器。丰州故城仅余西北角的万部
华严经塔，是现存辽代佛塔中保护
较好的一处。

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至
今巍然耸立的万部华严经塔仍旧
默默讲述着历史。蒙元时期，丰州
城已从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边疆
重镇成为车马络绎、市场喧嚣的塞
外商城了。如今，来盛乐博物馆、
丰州故城博物馆中可溯源历史。

从盛乐到丰州见证时代更替

云中城遗址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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