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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87
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内蒙
古是全国长城分布最重要的省区之一，调
查总长度7570公里，包括战国赵燕秦、秦、
西汉、东汉、北魏、北宋、西夏、金、明等多个
历史时期，分布于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
区。

内蒙古境内长城遗址被列入国家大
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我区亦将
境内长城保护纳入自治区”十三五”规
划。加强自治区境内长城保护，内蒙古
长城保护中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长城

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5年内完成 12 个盟
市重点区段长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对面临
严重自然灾害威胁的重点段落和位于重要
交通路线、重大工程选址建设区域的长城节
点，分期分批开展抢救性保护工程；严格遵
守“不改变文物现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
实施一批重点保护维修工程。优先抢修价
值大、濒临损坏的重点区段，坚决反对过度
修缮和借保护名义不惜财力大规模“新建长
城”；改善长城周边环境，妥善保护长城遗存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风貌；开展专业研
究及长城考古、调查，深入研究长城的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探索不同材质长城遗存
的保护管理办法，确保长城保护管理、研究
利用工作科学化、常态化；对长城进行合理
利用，将长城保护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和自治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

本版特别推出“内蒙古境内长城遗
址”系列，展示内蒙古丰厚的长城文化资
源，目前已刊发赵北长城、金界壕、明长
城、秦汉长城4期。本版今日带您感受北
魏长城的苍凉、雄浑之美。

——编者

在美丽的达茂草原，两条土夯长城相伴而行，呈现出一种苍凉、雄浑之
美。这就是有着近1600年历史的北魏长城。

北魏是鲜卑人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即代王位，定都盛乐（今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县），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
同市），次年拓跋珪称帝。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公元493年，
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据
史书记载和专家研究，北魏为防备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南下，以及南方其他割据
政权的进攻，先后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

泰常八年长城与六镇长城

据《魏书·太宗纪》记载，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蠕蠕
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
戍卫。”蠕蠕，即柔然，因其势力不断扩大而侵扰北魏。明元帝于公元423年，在
北方草原上修筑了一条长城，东起今河北省赤城东北，经张北县、尚义县，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商都县、察右后旗、察右中旗、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武
川县，包头市固阳县，至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总长度约1000公里。

这道长城因在泰常八年修筑，所以被称为泰常八年长城。
我区考古人员在包头市哈德门沟古城、昆都仑沟障城、色气湾遗址，发现

了北魏时期的手捏波浪纹板瓦建筑遗物和具有北魏典型特征的生活遗物。由
此推断，泰常八年长城曾利用了战国赵北长城。

泰常八年长城在修筑初期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但作为单一的防线无
法长久地阻挡柔然，必须依托于军镇，构成统一的防御体系。于是，北魏在长
城一线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镇，作为长城防线的支撑点
和战略依托，形成一条点面结合的坚固防线。

据《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记述，六镇长城为复
线结构，分布于乌兰察布草原上，总体呈东北至西南走向。达茂草原上的北魏
长城属于六镇长城中的一段，均为夯筑土墙，呈土垄状，部分墙体呈内墙外壕
式结构。

六镇长城分南线和北线，南线起自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东北部的山丘前坡
地上，呈东北至西南走向，贯穿于商都县中部，再经察右后旗中北部、察右中旗
北部，到四子王旗。这段墙体大体为东西走向，但到四子王旗中南部后呈东北
至西南走向，进入包头市达茂旗东南部，在丘陵草原地带西南行，止于阴山山
脉北麓。南线东段起点位于商都县二吉淖尔村，西至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2.5
公里处终止，全长260公里，有戍堡15座。六镇长城北线东段起点位于四子王
旗白音朝格图嘎查，西至武川县水泉村西南0.8公里的丘陵北坡沟口东岸，全
长190公里，有戍堡17座。

六镇长城南线和北线成为北魏疆域两条纵深绵延的军事防线，既解决了
防御问题，也节约了成本。

内蒙古境内的北魏长城4条线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通过专家研究与本次调
查成果的比较，初步将内蒙古境内的北魏长城分为4条线路。

第一条便是泰常八年长城，主要修缮利用了秦汉长城，大致以秦代蒙恬
修筑的位于阴山山脉北坡的秦始皇长城的东端，即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
营镇坡根底村附近为界，以西部分利用了阴山秦汉长城，以东部分利用了战
国赵北长城，再向东至卓资县三道营古城东北，又向南利用了蛮汉山秦汉长
城。泰常八年长城在北魏六镇长城筑成之后仍在使用，是六镇长城之南又一
道重要的军事防御线；第二条为六镇长城南线，主要分布于阴山山脉以北的
乌兰察布草原；第三条为六镇长城北线，由东向西分布于四子王旗、达茂旗和
武川县境内。初步推断，六镇长城南线始筑于北魏皇兴年间（公元467年-
471年），其后，又增筑了北线，这些营建活动一直持续至太和年间（公元477
年-499年）。第四条为太和长堑，东自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延伸至锡林
郭勒盟多伦县、正蓝旗境内，修筑于太和年间。

北魏除了在北方草原筑长城置军镇外，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
在平城周围筑“畿上塞围”。《魏书·世祖纪》载：“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
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畿上塞围”指环绕京城
地区所筑的军事防御工程，有环绕平城北面的，起点是今北京市延庆县附近，
由居庸关向北，经河北、山西北境，而后进入内蒙古兴和县，由兴和县经丰镇
市、凉城县、和林格尔县及清水河县，到达黄河东岸；“畿上塞围”有环绕平城南
面的，从居庸关起向西南行，至山西灵丘后向西，经今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
至偏关。

北魏长城还与村庄相互交错。很多村落沿长城而建。村民们祖祖辈辈在
长城周边种植、放牧，沿袭着古老的生活习惯。

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说：“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一带，凛冽的寒风在时
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融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
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浑厚多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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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在修筑长城的同时，沿阴山地区设置了
著名的边防六镇，替代原来的州郡。六镇西起今内蒙
古巴彦淖尔市、东至河北张北县，在内蒙古地区有沃野
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和柔玄镇遗址。六镇也是
北方草原通过“秦直道”“稒阳道”“白道”等咽喉要道，
连接中原与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古代欧亚草原丝
绸之路的重要商道。

唐代《元和郡县志》载：“沃野镇
古城在军（指天德军）城北六十里，即
后魏时从西数第一镇也。”

据史料记载，沃野镇故址在今磴
口县布隆重淖古城。北魏孝文帝太
和十年（公元486年），沃野镇迁至朔
方故城，即今杭锦旗东北什拉召一
带。北魏末年，又迁至天德军城北，
即今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场古城。

沃野镇古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古城坐北朝南，为中、
东、西三连城，呈“凸”字形。城东西
约1150米，南北约1000米。城中间
向南为瓮城，中、北部有大型台基。
城东北角有一高大夯土堆，为角楼遗
迹。古城内砖瓦和碎陶片俯拾皆是，
曾出土莲花纹瓦当，均属北魏遗物。

（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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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朔镇故城遗址位于包头市固
阳县城东北35公里处，面积为1.6平
方公里，城墙周长4667米。

城址西南40公里处是穿越阴山
的咽喉要道“稒阳道”。由城址东行
60公里是武川镇故城，沿阴山北麓
西去75公里可达沃野镇古城。

怀朔镇故城一带土地肥沃，水
源充足，耕牧两宜。据史书记载，
北魏时期，这里“修水田，通渠灌
溉。”

故城被河道分为东西两个区
域。在东区和南门外，发现了陶器、
石磨盘、铁剑、铜佛像以及三眼古井
等。西区地势较高，可看到瓦砾堆和
建筑物基址。我区考古人员在西区
靠南的一处建筑物废墟发现了一座
佛教殿堂遗址，呈正方形，外墙用土
坯砌成，共有 32个圆形的柱础。殿
门朝北，门道宽1米，殿堂中央有一座

夯土台，台的四角为弧形。土台四壁
用白灰泥涂抹，隐约可见壁画的痕
迹。殿堂的四壁与佛坛之间有一条
宽1.5米的回廊。殿堂遗址出土了一
批与佛教有关的小型泥塑像，其中佛
的头像束发，头顶有髻，面相丰满。
这些造像与大同云岗石窟第二期造
像的风格相同。

考古专家考证，怀朔镇最早建于
北魏始光年间（公元 424 年—428
年），距今有近1600年的历史，当时
属朔州管辖，鼎盛时人口达 10 余
万。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7年）朔
州内迁，怀朔镇废弃。

怀朔镇故城遗址对于研究北魏
军事设置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怀朔镇故
城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丁铭 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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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大青山北坡的武川镇，在
北魏时期既与沃野镇等五镇构成较
完整的横线防御体系，又与天险白道
以及白道南端的白道城构成了一条
纵深防线。武川镇又是白道城前哨。

白道是古今大青山南北的主要通
道。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两次翻越
大青山，到达武川镇。他在《水经注》中
记载：“芒干水（今大黑河）又西南，迳白
道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
泽，谓之白道城（今坝口子村）。自城北
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今蜈蚣坝）。”他
写白道旁的溪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
水南流迳武川镇城……西南流历谷，迳

魏帝行宫东，世谓之阿计头殿。”
据史料记载，北魏天兴元年（公元

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其东部地区的
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
以镇守边塞，宇文陵“随例徙居武川”。

武川镇为当时守边的要地，聚集
了许多勇猛善战的将领，在六镇之乱
后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武川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
年）建镇，迄今已近1600年，这一地
名始终保留下来。从明清特别是清
乾隆以后移民垦殖以来，这里逐渐形
成了大大小小近千个村落。

（张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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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冥镇故城址位于乌兰察布
市四子王旗东南。古城呈长方形，
南北约 1000 米，东西约 800 米，城
内偏北部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城
墙基宽约 10 米，残高 1.5-2 米，四
墙中部各设 1 门，宽约 10 米，外加
筑瓮城，墙外附加马面，四角有角
台 址 。 城 外 有 护 城 壕 ，宽 约 20
米。地表散落有绳纹砖、板瓦、兽
面纹瓦当等建筑构件，采集到灰陶
几何喇叭口瓶、素面罐等残片。抚
冥镇故城址已被列入内蒙古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柔玄镇故城遗址位于兴和县

台基庙乡东北，北魏时镇戍和统辖
相当今察哈尔右翼后旗和苏尼特
右旗等一带地区；怀荒镇治所在今
河北省张北县，北魏时镇戍和统辖
相当今正镶白旗、化德县一带地
区。

据史料记载，北魏王朝在各镇设“镇
将统兵屯戍防御，主一方城隍仓库守土
之责，官衔与刺史同。”

（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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