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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丰州 一座白塔
丰州跨越辽宋金元4

个朝代，曾是一座人口超
过25万的繁华都城，战乱
迁徙使之成为空城。千年
之间，大黑河几经改道，洪
水淤泥将往日的喧嚣深埋
厚土之下，仅留给世人一
座有“白塔耸光”之称的万
部华严经塔……

白塔耸光

7月24日上午，记者来
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
镇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

“白塔”）前。这座八角白塔
总高七层，两层壶门，一层
平座勾栏，一层莲台，造型
洒脱秀逸，塔檐采取“叠涩
出檐式”，层层回收，每层均
在八面檐下嵌以铜镜，共计
224面，菩萨护窗，天王护
门；每层转角和第七层椽下
系风铃，风吹铃响，在细雨
中传来阵阵铃声，空灵悦
耳，塔身兼具辽代木构技术
和宋代装饰风格，被称为

“辽塔的面子，宋塔的里
子”。

当日，由于天气原因，
白塔机场多架航班停飞，两
位从北京来的游客，趁机叫
了“滴滴”出租车，来到这座
盛名在外的白塔，一探究
竟，得知塔内已禁止游客登
塔，两人抱憾而归。

“初极狭，才通人”，这
句描写桃花源的句子正适
合说白塔，白塔第一层非常
低矮，成人需猫着腰通过，
沿着塔内楼梯螺旋而上，楼
层逐渐高挑，视线逐渐开
朗。由于万部华严经塔曾经
香火不绝，不少香客曾在塔
内烧香拜祭，对这座砖木结
构的国家级文物构成了消
防隐患。如今，塔内已撤离
香案，封塔保护，严禁游客
进入。

从发现到保护

由于白塔所在的巴彦
镇自古水土丰美，大黑河从
这里蜿蜒而过，带来了充沛
水资源的同时，也在千年之
间多次洪水泛滥，几经改
道，席卷而来的淤泥逐渐覆
盖了丰州故城，足有6~7米
之厚，将曾经的繁华深埋厚
土之下。根据古人建造的水
文监测站，途经故城的大黑
河河道千年间已经偏移了
近五公里，让人有沧海桑田
之感。

如今，曾经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的丰州故城仅余
西北角的万部华严经塔，由
于历代民间的修缮，再次证
明中国历史上“城倒塔不
倒”的规律。尽管如此，上世
纪八十年代文物部门对白
塔进行修复的时候，黄土已
经漫到塔身6米多高的莲花
台，不少孩童爬上莲花台，
在塔身经洞间穿梭玩耍，这
也是不少呼和浩特市东郊
老人的童年记忆。

7月24日，记者在白塔
底部看到，外墙的护门天王
雕塑衣带飘飘，头部因千年
腐蚀，几乎剥落殆尽，文物
保护工作者用金属条对天
王雕塑进行固定，以免整体
脱落。“由于年代悠久，塔上
部分雕塑受损严重，无法补
配，对它们的修复成了技术
性难题，国家文物局的专家
前来查看，也暂无方法。”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文体广电
局副局长朱珠告诉记者，目
前工作人员只能防止雕塑
进一步脱落，等待将来技术
升级，才能进一步进行修
复。

“走近白塔需要下台
阶，台阶底端才是当年辽代
的地基，经过千年洪水冲
刷，如今我们脚踩的地面已
比一千年前厚了不少。”朱
珠告诉记者，丰州故城的秘
密，全埋藏在如今巴彦镇白
塔周边的地下6米之内。

吟鞭斜袅过丰州

一千年前的丰州故
城，东西横跨1000米，南北
长达1200米，城中有十字
大街，划为四个坊区，常住
人口达到25万，城中一派繁
华气象。

根据白塔内碑文，故城
内城关有东关西关，有药师
阁巷、牛市巷、麻市巷、酪市
巷、固染巷等地址，说明城
内药铺、卖牛、卖麻、卖酪、
染布都成规模，是一个商业
模式比较成熟的城市。元代
诗人刘秉忠在《过丰州》诗
中曾描述当时城市盛景：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
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
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马可波罗途经丰州故
城时曾留下游记：“这个省
（丰州故城所在的天德省）
出产大量优质的石头，可制
成天青色的颜料，这里用骆
驼毛织造布匹，人民以商
业、农业、手工艺维持生
活。”同时，马可波罗还对丰

州故城的多民族混居进行
了记录。记者了解到，根据
学者考据，辽金元时期的丰
州，除了契丹、汉族、女真
族、蒙古族、东通使族、西通
使族、瞎乙刺族、移室族等
多民族人民，还有来自中西
亚的“色目人”，多民族杂
居，共同促进了丰州故城的
融合发展。

“丰州故城最早可以是
呼和浩特市的雏形了，有传
说阿拉坦汗建都时不忍打
扰白塔，西行40里（现在约
20公里），建都旧城。”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文体广电局
文物办主任李平告诉记者，
从此呼和浩特市的中心偏

移，白塔所在的丰州故城逐
渐彻底沦为耕地。

记者了解到，解放初
期，丰州故城的四周墙体还
很清晰，随着河西铁路穿城
而过，城墙加快了腐蚀速
度，如今逐渐湮没，只剩下
南城墙孤居一隅，和地下
的丰州故城一样，成了一
座消失的城市。

探究丰州城

在白塔内，文物工作
者在发现了契丹文字钱
币，一眼望去与汉字及其
相仿，细看又觉得处处多
两笔少两笔，彰显了拓跋

氏鲜卑逐步汉化的野心。
1982年，在白塔内还

出 土 了 一 张 元 代 的 纸
币———中统元宝交钞，根
据纸币上的文字考证，这
张纸币应是元代早期发行
的一张纸币，是世界上迄
今发现最早的纸币实物。

1970年，在丰州故城
内还出土了6件精美的瓷
器，其中一件元代的钧窑
香炉巧夺天工，已成为我
国的“国宝”，并游历了半
个地球。

“当年的丰州故城盛
极一时，随着北方战乱的
频繁，老百姓们逐渐弃城
南下，有些带不走的贵重
物品，就埋在自己院内地
下，等待太平年岁返回挖
走，却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为
宝贵的窖藏，”李平告诉记
者，曾经繁华的丰州故城随
着战乱成为一座空城，随即
又被洪水淤泥深埋，如今地
表约6米之下，埋藏着原汁
原味的故城原址，犹如被火
山岩浆封存的意大利庞贝
古城。

“十几年前，曾有郜独
利村的父子俩联合外地人
进行盗掘古遗址，被抓后判
了十年。”李平告诉记者，如
今整个丰州故城遗址都有
文保员进行巡查，随时上报
情况，地表严禁新栽树木，
以防树大根深，侵蚀地下的
丰州城。

拆除周边违建

距离白塔200米的低洼
地里，有一个二手门窗回收
市场和多处废品收购站，笼
罩在白塔古朴典雅的影子
里，已存在20余年之久。

7月21日，赛罕区巴彦
镇政府组织城管、公安、土
地等单位，进行多部门联
动，对临近白塔的17家废品
收购站和二手门窗回收市
场进行了统一清理。当日，
巴彦镇城管大队巴根那带
领队员20余人，车辆5台，调
用大型机械2台，运输车辆2
台，对塔下约500平米的违
建进行拆除。由于连日阴
雨，拆除地点成了低洼泥
坑，运输车辆几次被陷，最
后采用拖车顶着大车这一
招险棋，让荷重的推车脱
离泥泞。“完成拆除工作
后，已经是晚上21时许，我
们全天冒雨进行作业，还
白塔周边以原貌。”二中队
中队长侯丰告诉记者，巴

彦镇不仅是文物保护的重
镇，还是首府的水源地，根
据相关条例，周边严禁开
设废品回收站。

“文物是历史留给我
们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
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周边
的废品回收站，因历史问
题遗留多年，既不美观，还
对白塔具有一定消防隐
患，”镇党委书记马瑞青告
诉记者，废品回收站所处
的土地性质复杂，部分还
在村民手中，将来政府会
要求村委会理清周边土地
权属，未来根据条件，在这
片土地上进行绿化。

“根据国家规定，文物
保护单位周边有建设控制
地带，万部华严经塔作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边200米内严禁建设其
他建筑物，200米之外延伸
100米，建设需要文物部门
审批。”朱珠告诉记者，白
塔目前正在坚守建设控制
红线，还白塔以原貌。

将建遗址公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不依据土
地的所有权而改变文物的
性质，但文物保护是由属
地负责，自1982年文物保
护法通过后一直如此。

“文物处在哪一级的
政府管辖，哪一级政府就
负责文物安全，自2014年
明确权属后，万部华严经
塔归巴彦镇的属地管理，
保护有责，破坏负责。”朱
珠告诉记者，政府与乡镇
签订了三级文物安全责任
书，具体到区、镇、村。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
首府大遗址保护工作，进
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自治区文物局已将丰
州故城公园建设项目正
式立项。目前，项目推进
工作有序开展，《丰州故
城遗址公园保护规划工
作书》和《丰州故城遗址
公园前期工作预算》已编
制完成。下一步，市文新
广局将通过保护规划，统
筹安排对遗址的考古勘
探、发掘和病害勘查、评
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科学的修缮加固、保护利
用和监测预警计划，确定
丰州故城的历史与文化
展示主题、展示分区及展
示内容。

文·摄影/本报记者 郝儒冰

工作人员在拆除违建

千年白塔依然雄姿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