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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城址风貌
7月10日下午，记者在新忽热古城遗址看到，有人在古城址南

墙一豁口周边的城墙下拉起了警戒线，并开挖出了几条约1米到2
米深的沟壕。有10多名工人正在这里施工，他们当中有的用镐开沟
破土，有的用铁锹将土铲到小推车上推到不远处堆放，还有的将从
城墙边剥离下的大量浮土直接倒入旁边停靠的铲车上……

“他们不是破坏，是在保护新忽热古城遗址。”乌拉特中旗旗委
宣传部部长张文彪对记者介绍说，争取和实施新忽热古城址抢险
加固工程项目，就是为了对古城址进行抢险加固，减小损坏，使古
城址永远保持现在的风貌。

记者发现，通过工人们将浮土剥离，一大截城墙墙体重见天日。
记者用手摸了一下刚刚挖出的墙体，感觉十分坚硬。一名工地负责人
对记者说：“有的地方的城墙被浮土掩埋了3米多深，将这些浮土从城
墙上剥离下来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城墙的形状、大小和结构，探沟是为
考古提供更精准的数字。为了保证古城墙不受损坏，我们施工尽可能
不使用机械作业，主要靠人工来完成，但工程量大，任务很艰巨。”

在施工现场，不仅有现场指挥，还有技术人员不停地用尺子对
挖开的沟壕进行测量。土体实验室是临时建的彩钢房，里面摆放着
二十几块土体样品，每一块上都贴着标签。

其实，关于新忽热古城址抢险加固工程，乌拉特中旗文物管理
所专门向社会提供了一份前期考古清理说明：新忽热古城址抢险
加固工程项目2016年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2017年抢险加固工
程设计方案由自治区文物局批准实施，同年，国家财政部拨付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补助资金882万元。2017年12月完成工程招
标，由北京凯莱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2018年6月经请示自治
区文物局，工程开始进入前期考古清理和实验阶段。6月15日，内蒙
考古所派出考古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和参与新忽热古城东瓮城和
东大门的考古清理事宜，目的是找出墙体抢险加固的依据。并且以
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墙体掩埋浮沙进行部分人工清理，经过20多天
的运作，清理的土方达上千立方米，若仅靠人工外运，工程量非常
巨大，且按当地的气候条件，已到短时的强对流雷雨季节，古城址
面临被洪水冲刷和水淹的情况。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在古城东墙
外用清理浮土筑起应急防洪坝两道，因用土量较大，故用铲车往外
运土，仅此一项动用机械，并且对本体没有丝毫的干预和影响；其
余工程项目全部为人工运作。

古城的历史记忆
早在2007年末，经自治区考古专家组研究认定：乌拉特中旗新

忽热古城就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兀剌海城，也就是成吉思汗从
漠北南下、6次征伐西夏时第一个攻克的城池。这一发现对于最终
揭晓成吉思汗从漠北到漠南的通道有重要价值。

根据西汉全图和汉书等现有资料和城内发现的陶器残片判断，
在这一地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筑城，时为汉塞外受降城，建于西汉武
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5年），为汉因杅将军率部众所建，是一座军事
治所，后来到南北朝、隋唐、宋、西夏和蒙元时代，历朝都有所沿用和
加固。宋朝时，乌拉特中旗地界为西夏属地，西夏王朝为加强边疆的
固防，将属乌拉特中旗境内的新忽热古城址扩建成现在的古城规模。
此城作为西夏边城，为其黑山威福军司管辖和驻扎。

据张文彪介绍，计划在新忽热古城遗址附近建一个与古城址
风格相匹配的观景点，届时游客登上观景点就可将古城址尽收眼
底，这样既有利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又可以保护古城址。

由于特殊的军事、历史和文化价值，2013年5月3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
新忽热古城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6日，游客杨先
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有人在新忽热古城边上用大型挖掘机在挖土，他担心古城
址会受到破坏。记者奔赴新忽热古城址，一探究竟。

保护古城址

城中的燕麦地

有人在城址附近放羊

城墙土体样本

工作人员在清理浮土

有人在种
农作物

7月10日，记者沿311省
道驱车240余公里来到新忽
热苏木时，已近中午。

远远望去，在阴沉的天
气下，新忽热古城址显得苍
凉、孤寂，而又不乏雄浑和悲
壮。走到跟前发现，这座占地
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古城，其
宏大的规模和历史赋予它的
沧桑，令人肃然起敬。

古城址为正方形，东西
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1000
米，城墙大部分被沙粒遮盖，
裸露地面部分高低残缺不
一。城墙为土夯而成，褐粘土
夯层次清晰可辨，个别墙体
显示有马面。南、东墙各设一
城门，有瓮城，四角有角楼，
墙体最高处为8米。目前城墙
各处均有部分损坏。

记者看到，在新忽热古
城址内外及部分墙顶，有行
人的踪迹和羊的粪便。城墙
内，靠南墙有一条路延伸东
西，约1平方公里的城域被人
种上了燕麦等农作物，还有
一些零星的树木。由于前两
天刚下过雨，城墙下随处可
见新鲜的沙葱。四面的城墙
断断续续，高低不一，有的平
缓，有的突兀，形态各异，东
南有一个宽约六七十米的大
豁口，豁口有山水新近淌过
的痕迹。记者发现，这条山水
通道对古城墙体构成极大威
胁。

据当地文物专家介绍，
解放初期城墙基本完整，上
面可并行4辆牛车。现在，自
古城瓮城、马面墙体外沿向
外扩150米为保护范围。但
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
等原因，古城址亟待得到抢
险加固和修缮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