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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迅速波及全

国。塞外古城呼和浩特（当时称归绥或绥远
城）的蒙古族、汉族等各族学生也纷纷响应，
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爱国运动。

当时，在北京蒙藏学校上学的部分蒙古
族热血青年，为了把五四运动的热潮带回内
蒙古，不仅参加了五四运动，而且昼夜兼程
地回到家乡，在呼和浩特各校学生中讲述五
四运动的经过，进行宣传和发动。呼和浩特
仅有3所学校：一所是土默特高等小学，位
于旧城南文庙街，也称南高；另一所是归绥
高等小学，位于旧城北端，故称北高；唯一一
所中学是归绥中学。3所学校共有学生500
多名。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呼和浩特后，学
生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
爱国运动之中。各校成立了学生会，呼和浩
特还成立了绥远省学生联合会。学生召开
座谈会，主张向北大学习，实行罢课，提出：

“罢不罢，看北大，北大罢，我们就罢”的口
号。5月中旬，归绥中学的学生率先罢课，
接着南高、北高也于当月下旬相继罢课。学
生们走出校门，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的
学生运动。并由各校部分师生组成10多个
宣传小组，沿街宣传，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
散发传单。呼和浩特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
了广大市民和商人的支持，当时的“绥远总
商会”向全国通电，表示声援学生的爱国运
动。在南高学习的李裕智成为呼和浩特地
区学生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任归绥学生
联合会委员。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北京出版的《新
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经常在呼和
浩特各校学生们手中传阅。这些书刊登载
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封建军阀，反对
孔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文章。这些新思
想、新潮流，使呼和浩特各族青年受到了深
刻的思想启蒙教育，使他们最早接触到进步
思想，激发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由热血青
年向革命青年转变，标志着内蒙古青年的觉
醒。

1920年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绥
远省学联召开了纪念大会，会上提出了“发
扬‘五四’革命精神，废除卖国的‘二十一
条’”的口号。

1921年呼和浩特地区的爱国运动继续
发扬五四精神，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
争。一天上午，在学联负责人李裕智的统一
指挥下，呼和浩特各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他
们举着三角小旗，一路高喊：“反对日本经济
侵略！”“不许日本人投资办电灯公司！”“废
除卖国的‘二十一条’！”等口号。在这场斗
争中，乌兰夫、吉雅泰、赵诚、云润、李裕智、
多松年等始终冲在前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也就是这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
呼和浩特传播。上半年，归绥中学新任校长
祁志厚从北京请来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
学李广和，担任学校的国文教员，教白话
文。当时，李裕智、吉雅泰、杨令德同为归绥
中学第十一班同学，并住在一个宿舍，李广
和在课堂上把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思想传
播到这里来，使他们感到很是新鲜，很快就
在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
新文化高潮。这年冬天，北京蒙藏学校的蒙
古族进步青年荣耀先，带领学校的话剧团到
呼和浩特公演反封建的话剧《孔雀东南飞》
《一念差》等，土默特小学的学生积极配合演
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2 年春，荣耀先还在南茶坊“朋顺
召”开办“平民读社”，讲述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故事，传播进步思想，给呼和浩特带来
了一股新鲜空气。

1923年5月，呼和浩特地区的学生爱国
运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大南街的“盛
记”商行，专卖日货。学生们决心打击一下
日本侵略者的气焰。5月7日上午，绥远省
学联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周年，在归绥中学大
操场召开大会。学生代表孟纯发表了演说，
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列举了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二十一条”对内蒙古地
区进行侵略的种种罪状。会后，学生们进行
了一场抵制日货的爱国大游行。乌兰夫、李
裕智、吉雅泰、奎璧、贾力更等在游行中向群
众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其中
许多围观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形成了全
民性的抵制日货大示威。5月9日，学生们
将抵制日货的斗争引向深入，绥远学联会同
绥远商会共同组织了日货检查团，决定市内
商号凡存日货一律登记封存；各商号有日本
资本一律交出，听候处理；每日派出检查组
到火车站检查到站货物，发现日货，予以没
收。这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在绥远地
区震动很大，它在内蒙古早期革命斗争历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3年暑假，荣耀先受北京蒙藏学校
委托，回绥远地区招生，临行前，中共北方党
组织嘱咐他尽量多动员一些有进步思想的
蒙古族青年来北京读书。这年，乌兰夫、奎
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佛鼎、康根成、
赵壁臣、孟纯、云润等41名内蒙古青年来到
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他们中间的一大批进步青年成为内蒙古第
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
古地区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五四运动在呼和浩特

二道井子遗址，人们美誉其为“东亚保存最好的废墟”。4000年
前，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这里居住劳作，他们在此建造了生产、生活的
完整聚落，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开创出文明的先河。

从“大灰包”中发掘遗址

二道井子遗址坐落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这
里多浅山丘陵，河流密布、黄土丰厚，是古代先民们繁衍生息的
理想之所。

早在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观民先生、徐光
冀先生就对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进行考古调查，并命名了
夏家店文化。1963年，刘观民等人对红山区兴隆街蜘蛛山遗址进行
发掘。发掘出由远到近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
化、战国到汉初5个不同时代相互叠压的地层，明确了5种文化的相对
年代和地层关系。二道井子遗址属于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二道井子遗址是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当时
文物工作者在赤峰城区南发现了一处由灰土堆积而成、面积达3万平
方米的遗址。根据地表采集标本，判断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被初步定名为“大灰包遗址”。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其进
行了重点复查，为与红山区其他遗址相区别，更名为“二道井子遗址”。

红山文化博物馆馆长林杨介绍：“因为土遗址的保护至今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当时并没有急着进行挖掘。直到2009年，
为了配合赤峰到朝阳的高速公路建设，线路选址正好经过该遗址。
当时的想法就是把遗址发掘完成后线路由此经过。然而在发掘的过
程中，无论是从它的规模还是从完整程度上来看，它的价值都是不可
估量的。所以，当时领导专家开过多次论证会，决定把这处遗址保留
下来。高速公路在遗址的下方，以隧道的形式通过。”

从2009年4月开始，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
恩带队，对该遗址进行考古挖掘。目前已探明面积5万多平方
米，共清理出环壕、城墙、院落、灰坑、窖穴、墓葬等遗迹单位710
余处，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500余件。

发掘过程中，二道井子遗址深厚的地层堆积、保存完整的建
筑居址，以及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2010年，二道井子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年度中国六
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文物局在4000多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把二道井子遗址作为重点保护的150处大遗
址。2016年3月，被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为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
同年10月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计划》。

保存完整的古城体系

二道井子整个遗址是按照墓葬区、作坊区、窑址区、居住区（河
道）有序排列组成。城内是由街巷连接起的大小不等的院落，院落内
有土坯垒砌起来的圆形房子，分主房、配房。房屋前后有储存粮食等
物品的窖穴和盛放垃圾的灰坑。一条条1米多宽的蜿蜒街巷，将不
同的院落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城体系。

墓葬区共发现墓葬268处，当时并没有棺和椁的概念，葬式
均为竖穴土坑墓，简单来讲就是挖一个土坑，将人平放进去。墓
葬区还发现了二次葬，可能有迁坟的现象，还有叠压葬，将两个
不同的墓葬叠压在一起。墓葬除少数朝向不同以外，其余大多
数是南北走向，排列比较整齐，说明经过了统一规划。

作坊区位于居住区的南侧，共发现4处烧陶器所用的窑址，
当时的先民们已经统一生产生活中所用的陶器。

整座遗址是由环壕、城墙以及城内建筑3部分组成。环壕与
城墙是庞大而重要的防御设施。环壕平面大体呈环状椭圆形，
南北长约190米，宽约140米，剖面大体呈“V”字形。壕内的堆
积物并不多，底部也未见淤土的痕迹，说明当时应该是一个干

壕。到了后期将壕内注入水，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护城河。
遗址中的圆形建筑就是当时先民们所居住的房子。城内共有

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房址149座，除了2座半地穴式建筑，其余均为地
面式建筑。

怎么判断它是房子呢？需要具备几点要素，第一是有门，第二
是有灶，第三是有踩踏面。二道井子遗址的房子有3种建筑方式，第
一种是用土夯砌起来的房子，类似于土墙；第二种是用土坯垒砌起
来的房子，类似于砖房，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三七错缝这种建
筑方式，直至今天，我们依旧沿用这种建筑方式；第三种是被我们
称为“被绳捆绑的房子”，它的建筑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混凝土浇筑。

早期房址并没有回廊、隔断、院落，只有一个圆形建筑。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到了晚期，房址就
产生了一些变化，在主房外围还有一圈回廊，回廊用于保暖，回廊
中间出现了横向短墙打的隔断，隔断的作用是用于储存一些粮食
作物或者生活用品。

“考古人员在清理最上层房址时，发现很多房子已经住到了
城墙的上面。一般来说，不可能把房子建得比城墙还要高。可
见，他们是在一次次把房子推倒重建的过程中，地势也一点点地
被抬高，所以就住到了城墙的上面。你可以看到早期房址下面
叠压着房子的痕迹。所以当时的人们已经存在宅基地的概念，
这是一个文明的开始。”林杨说道。

在遗址中还有一个祭祀址。在祭祀址中发现了一个儿童的遗
骨。这具遗骨是整个居住区中唯一一具遗骨，所以学者们判断它是
一个祭祀址，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庙。判断是否是城市，有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要看它是否存在祭祀址，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二道井
子遗址曾经是一座城市。

用科技包裹古老文明

林杨说：“虽然二道井子遗址在所有夏家店遗址中，面积不
是最大的，但是从保存的完整性，以及遗址内容的丰富性来讲，
它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在二道井子遗址发掘过程中，来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遗
产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各省市考古研究所等单
位的考古专家学者，以及美、日、蒙古等国学者先后来到工地参
观考察，对遗址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遗址今后的保
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2015年，在二道井子遗址的基础上建设了一座二道井子遗
址博物馆，这是国内不多见的气膜屋顶建筑博物馆，它把遗址全
部纳入到博物馆当中，形成了一个长达 137米的巨大室内展
厅。这种现代科技感十足的轻体气膜结构，具有大跨度和良好
的密闭功能，能将文物环境与外界干扰完美隔离。

走进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宽阔、高大、肃穆、庄重的序厅，带给
参观者一种想要一窥究竟的强烈欲望，展墙和飞屏等设备将发现遗
址、瞩目遗址，到保护遗址的全过程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从二道
井子的复原沙盘中，可以看到整个遗址是由墓葬区、作坊区、窑址
区、居住区有序排列组成。

展厅中没有一根柱子和横梁的设计，让参观者从视觉上有一种
置身遗址之中的感觉。通过一张张美轮美奂的照片，一段段珍贵的
历史视频资料，以及裸眼3D电视和文物展示，重现了夏家店下层文
化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全过程，帮助参观者唤醒4000多年的古老记
忆。目前，建成不久的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已经面向广大参观者正
式开馆。

“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在保护、阐释、展示、传承文化为核心的基
础上，还具备生态、科研、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功能。这里已经成为
古文明与新时代拥抱的文化结合点。”林杨说。据悉，二道井子考古
遗址附近还将不断完善附属服务设施以及开展景观绿化等工作。

二道井子遗址下，G16丹锡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来往穿梭。
这座躺在高速路上的古老文明，正与时代拥抱 、与科技接轨，它
来自遥远的过去，必将驶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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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陶器

遗址复原沙盘遗址复原沙盘

红山文化博物馆馆长林杨
介绍二道井子遗址发掘过程

悬挂在墙上的陶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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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是与中原夏王朝北方青铜文化同时期的遗址，该遗址是全国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和土质城堡。

二道井子遗址历经千年，房屋地面、门窗、通风口等都保存完好，整个遗址聚落要素齐全。环壕围绕着城墙，城墙环
护着院落，整个城堡布局井然有序，具有完整的古城体系。

如今，遗址之上已经建立起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考古人员运用现代技术完整保存了遗址原貌。对二道井子遗址
的开发与保护，不仅为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等方面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人们开启了进入千
年古堡的时空大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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