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辽阔的内蒙古，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文古
迹荟萃。漫漫张库大道，曾是
我国北方一条重要的国际贸
易运输线，是古丝绸之路北线
和古茶道之一。兴盛了数百
年的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到恰
克图，穿越蒙古高原，留下了
极其珍贵的遗迹遗存。本版
推出“张库大道寻访”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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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历
史的长河中播迁交融，其认
识自然和解释万象动态的智
慧蕴含着哲学、科学、感性、
信仰等因素。从北方少数民
族起名文化习俗看，自古以
来他们给子女起名有“人如
其名”的理性认识，特别重视
名字的象征意义。

命名是一个记忆过程，
前人的命名和称谓活动形成
后人的社会记忆，并且在此基
础上、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到
调整和丰富，形成新的社会记
忆。人本身是客观物质性的
实体存在，社会性呈现出人的
社会存在。命名有所指人的
物性、行为、感性的符号功能，
同时也映射出人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等的指号功用。

北方少数民族有借用自
然物象、天体、动物、英雄人
物及一些植物的名称给子女
起名的习俗，通过名字这一
文化符号含义表达对大自然
的热爱，对健康长寿的渴望，
对理想志向的追求，折射出
长辈对后代的美好期冀，希
望子女“人如其名”，或身体
强健、或充满智慧、或光明磊
落、或茁壮成长等。

北方民族姓氏命名来源
可以概括为六类，即以地名
命名的姓氏、以先祖名命名
的姓氏、以信仰对象命名的
姓氏、以职业命名的姓氏、汉
姓的采用、以敌人的姓名命
名和赐姓名。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
载，山戎“戎后来居此山，故
号曰骊戎”。《晋书·礼》记
载，“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
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
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
也”。古老的姓氏人名命名
习俗，传其子孙后代。

据史料记载，突厥的伊
然可汗仅出任数月，便选择
原始信仰的天神“登里”为其
帝号，即登里可汗。以信仰
物为名字的习俗传承至今，
如蒙古族有起名为“腾格尔
（天）”“阿尔斯楞（雄狮）”“巴
日斯（老虎）”等。这不仅与
蒙古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更与本民族的文化思维
特征和伦理观念深有联系。

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
伦理道德观与生产经营方
式、原始信仰意识息息相
关、环环相扣。他们的内心
世界如突厥碑文里所述的

“我们至少可以指责它们在
描述战斗时具有某种程度
上的单调乏味，轮流使用诗
与赋具有节奏的句子，以试
图打破这样单调，却未获成
功。其中表达出来的感情
具有一种真正的尊贵感：忠
诚、勇气、热爱自由……其
中包括对于失去的人那美
好的心灵深处的呼唤：如果
在眼睛中流出了泪，如果在
心魂和心中流出了血……
当夏天来临时，当上空有彩
虹升起，当山中有兔鹿跳走
时，我想到了他。”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姓氏
人名的命名习俗、社会结构
的转变和人伦思想的兴起，
对他们政治伦理观、法律道
德观等的进步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成为人类社会步入
上层文明阶段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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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驱车沿209国道，一路向北，至中
蒙俄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二连浩
特市。这里地势平坦，地表无河流，地下有古
河道穿境而过。这里历史悠久，古代为东胡、
匈奴、乌桓、鲜卑、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
息之地，是茶叶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交
通节点。元朝在此设玉龙栈，为连接漠北、漠
南的主要驿站、交通枢纽。玉龙栈西靠木怜驿
道，往东南可到元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境内），往南走木怜驿道可至丰州城（今呼和浩
特市白塔村）。“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有500多辆
牛马车经过玉龙栈，向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
（今蒙古国境内）运送货物，其中一部分牛马
车、驼队沿着驿道经哈拉和林，远至中亚和欧
洲。”二连浩特市文化馆斯琴毕力格说。

《元史·宪宗纪》记载：“冬，帝渡漠南，至于
玉龙栈。忽必烈及诸王阿里不哥、八里土、出
木哈儿、玉龙塔失、昔烈吉、公主脱灭干来迎大
宴，既而各遣所部。”公元1257年冬，蒙哥汗率
大军从漠北进入漠南，在玉龙栈驻跸，并设大
宴。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在此设
置伊林驿站。‘玉龙’‘伊林’和现在的名称‘二
连’，均为蒙古语“额仁”的讹意转写。

伊林驿站附近的二连盐池，系蒙古语“额
仁达布散淖尔”的汉译，“额仁”有“海市蜃楼”

之意，“达布散淖尔”意为盐湖。大约在六七千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恐龙出没于
此。后来，恐龙以及其它爬行动物在地壳运动中葬入地下。浩瀚的水面由于气候干
燥而逐渐蒸发，形成了今天的二连盐池。

张库大道沿二连盐池，经过伊林驿站，向北延伸，遗迹清晰可见，古车辙印已深深
镶嵌于草原上。古道无言，马蹄声远，凡是走在古道上面的人，都被深深的车辙印和
散落于路面的铁马掌等所震撼。“千百年来，从中原至草原深处的古商道、古驿道和张
库大道，时而重叠，时而相望，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路段之一。伊林驿站作为进入漠
北之前的重要驿站，是连接中原和北方贸易通道的咽喉要地。”斯琴毕力格说。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公元1698年至1718年），俄国商队沿
恰克图（今属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张家口、北京这
条路线进行大宗商业贸易11次。清朝时期各商队沿此路进行贸易，主要依靠驼队和
牛马车队。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将恰克图开辟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埠，张库商
道作为通往恰克图的货运通道日渐繁荣。伊林驿站作为张库商道上的一个重要驿
站，伴随着旅蒙商贸易逐渐形成而盛极一时。仅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一
年，经过伊林驿站运往俄国以茶叶为主的各种中国货物就数以千计。贸易鼎盛时期，
每年有数万峰骆驼和成百上千辆牛马车经过伊林驿站。伊林驿站旁的那几十道车辙
印就是当时古道驿站繁华的印证。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架通张家口至库伦的电话线，又在伊林驿站设电报
局。在当时的地图上，伊林驿站被标注为“二连”。1918年，张家口至库伦的汽车运输
线路开通，伊林驿站为这条汽车运输线上的重要站点，汽车站名为滂北站。伊林驿站以
北，大部分为荒无人烟的草地、戈壁和沙漠。因此张库大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队、驼队、
老倌车队等，都会在伊林驿站休整几日，再出发。商队运送的货物主要有砖茶、生烟、马
鞍、皮靴、钢铁、杂货、丝绸等，还有口蘑、鹿茸、皮张、驼毛、羊毛、墨晶石，以及牛、马、羊、
畜产品等。1943年以后张库大道商贸运输中断，伊林驿站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然
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息，载着人们的期盼，驶向一个新的辉煌。

“有着770多年历史的伊林驿站，不仅是的张库大道的重要载体，更是二连浩特
古老历史的印证。”斯琴毕力格说。

车辙深深，印证古驿繁华

位于二连盐池西北岸2公里处的伊林驿站遗址，经过
发掘清理后已被填埋保护，并设置了保护围栏和标识碑。
从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里展示的伊林驿站老照片看，驿站
里有办公室、客房、伙房、物资库、菜窖、库房、电报房等房
屋，还有电话线、电线杆等清晰可见，房屋前停放着货物和
勒勒车等，驿站大门处有木栅栏和吊杆，旧日商贾往来的
繁华景象依稀可见。

在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中，一块晶莹的水晶
石颇为引人注目。据斯琴毕力格介绍，这块水晶石的主人
叫田如明，他曾于 1923年至 1943年在伊林驿站工作。
1990年9月，田如明老人经过回忆和实地考察，为历史学
家提供了当时驿站的资料，并在驿站库房的菜窖挖出了这
块水晶石和酒瓶等。伊林驿站遗址自发现以来，经过众多
专家学者研究确定其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被列为内蒙古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建成。

“伊林驿站遗址占地约1600平方米，正房遗址东西长
33米，由9个房间组成，西面有一段9米长的院墙，墙南面
与一间西房相连，另有一间房屋呈丁字型结构。院外南面
还有房址，应是仓库之类的建筑物。遗址向南272米处是
驿站所使用的两眼水井。”斯琴毕力格介绍说。

2017年6月1日至9月29日，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二连浩特市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
伊林驿站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清理，揭露面积6700平方米。
发掘院落3处、房屋37间、灰坑8个、灰堆1座、柱洞70个。
出土文物600多件，包括陶器、瓷器、木器、铜器、钱币、纸质
文物等。伊林驿站遗址南面的两眼水井保存完好，西北500
米处的古车辙印遗迹，东西宽600米、南北长1000米。考古
人员在古车辙印遗迹上采集到马掌、铁器、车马构件、陶器、
电线绝缘瓷瓶等。这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为万里茶道张库
大道段、草原丝绸之路、伊林驿站的进一步研究保护，提供了
真实、全面的实物资料与数据信息。伊林驿站遗址对研究古
代驿传制度、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加强对伊林驿站遗址的保护，目前对伊林驿站遗址、
古车辙印遗迹进行网围栏围封保护，在伊林驿站遗址东
200米处的张库大道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的基础
上，利用遗址博物馆，多角度、全景式展示伊林驿站的风貌
以及文化内涵。”斯琴毕力格说。

二连浩特市是距北京最近的边境陆路口岸，近年充分

发挥口岸优势，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物流、进出口加工、边境
特色文化旅游等。“二连浩特市是祖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
地，自古为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主要线路张库大道的
重要节点，历来具有多民族文化自然融于一体的特点，各
民族文化在互相补充、互相推动的过程中兼容并蓄，为二
连浩特市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资源。”二连浩特市文
化馆王树根说。

近年来，二连浩特市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突出打造“万里茶道·二连浩特站”
的巡展品牌。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文化内
涵。以伊林驿站遗址为依托，结合万里茶道之张库大道
的国际影响力，做好二连浩特市的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形
式多样的“以文补文”活动。二连浩特市“茶叶之路”文
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吸引了大批游客慕
名而来。

发掘保护，彰显文化内涵

烈日炎炎，草原寂然。一片盐湖，两眼古井，几十道车辙
印，与古驿站相伴。一条古道向北蜿蜒于如茵绿草中。

伊林驿站为万里茶道主要线路张库大道的重要节点，在
数百年的时光中，这里车马辐辏，冠盖飞扬，商贾云集，人往
人来，十分热闹。

（（资料图均由二连浩特市文化馆提供资料图均由二连浩特市文化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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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伊林驿站一家人。
（资料图）

1928年的伊林驿站。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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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库大道遗址上的铁马掌张库大道遗址上的铁马掌。。

伊林驿站遗址伊林驿站遗址
出土的瓷罐出土的瓷罐。。

伊林驿站遗址电线绝缘瓷瓶伊林驿站遗址电线绝缘瓷瓶。。

向北延伸的张库大道遗迹向北延伸的张库大道遗迹。。

古车辙印清晰可见古车辙印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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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驿站遗址发掘清理现场伊林驿站遗址发掘清理现场。。
（资料图）

伊林驿站遗址保护伊林驿站遗址保护
围栏和标识碑围栏和标识碑。。

古井遗址古井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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