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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河套

大漠深处的“粮仓”

黄河故道

大河孕育的湖泊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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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提供）

自古以来，先人们便知“因天时，
就地利”，修水库、开渠道，引水浇灌干
渴的土地，从而开辟出物阜民丰的新
天地。

据《内蒙古自治区志·水利志》记
载：“自治区境内农垦水利开发历史悠
久，《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始皇三
十二年（公元前 215年）‘使将军蒙恬
发兵三十万入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后设置九原，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
西）。并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移民屯
垦，发展农垦水利。”可以发现，秦代在
推行移民及土地开垦时，就已开始关
注河套地区的水利建设，并取得了初
步发展。

西汉时期，对内蒙古黄河流域农垦
水利的管理也高度重视，并官方组织开
展了水利建设。据史料记载，从开辟朔
方郡之后，“自朔方以西至令居，设置了
专门管理开田种地和农田水利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志·水利志》中记
载：在西河郡内（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霍洛柴登附近）的一个古城，曾出土

“西河农令”官印一方，是汉武帝前期

专门掌管该地农业及屯田水利的官
印。由此可见，在西汉时期，河套地区
农业就获得了极大发展，并逐渐成为
汉朝重要的农垦区和塞上边郡的重要
粮仓。

由于屯田水利事业的较快发展，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农业在汉代取得了
显著的效益。农业的发展也一度改变
了“转漕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
十百巨万”的运输军粮的局面。据《后
汉书》记载：至东汉顺帝时，《禹贡·壅
州》之域……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
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
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
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

水利建设不仅是高效利用当地水
资源以发展农业，同时也是疏通黄河
上游过剩水资源以减少中下游地区水
患的关键举措。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文
明、农耕文明等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积淀了河套灌区历史文化的深厚底
蕴，乌梁素海这颗“塞外明珠”也越来
越美丽。

因水而兴

底蕴深厚的河套灌区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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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河套灌区沃野碧翠，万物蓬勃生长，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如一条条金色绸带，指引着
黄河水润泽河套大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治理好乌梁素
海流域，对于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乌梁素海治理和保护的方向是明确
的，要用心治理、精心呵护，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
山青、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黄河河湖相连，奔流东下，造就了富饶的河套平原。在“几字弯”的顶端，草原、大漠与大河
相遇，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在此相逢。奔腾不息的黄河以其雄浑的节拍，演绎了河套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的辉煌历史。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大一弯在河
套。河套，因黄河得名，一般指贺兰
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
以北之地。黄河沿着贺兰山向北，遇
到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
南，形成“几”字形，形似套状，故称

“河套”。
黄河在河套地区蜿蜒而过，由于

特殊的地形原因，流经区域土壤肥
沃，灌溉系统发达，适合种植小麦、水
稻、谷子、高粱、大豆、玉米、甜菜等作
物，成为肥沃的灌溉区，此时大批农
业为主的中原居民迁入内蒙古黄河
流域，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

《中国边疆经略史》中记载，在北
方地区，移民屯田是此时期边地开发
与治理的主要形式，从东至西包括今
河套至新疆地区。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
理环境的变迁》中写道：“开垦以前，
这一带原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根据
在三封废墟附近采集到的大约属于
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核各一件来推
测，远在汉代以前，这里就已有人类
居住过。在历史的进程中，垦区也逐
步稳定发展起来。”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揭示，
内蒙古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农业生
产工具，其中有部分是由官方从中原
地区运入。随着农业生产进一步发
展，在当地也出现了自行生产制作铁
农具的作坊。

李锐、崔思朋所著《内蒙古黄河

历史文化》一书中介绍：战国及秦汉
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冶铁遗址在秦汉
广衍故城和呼和浩特郊区二十家子
古城中都有发现。其中秦汉广衍故
城位于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川掌
公社，在紧接古城东墙的断崖上露出
的灰土中发现有坩埚、铜渣、铁渣及
多种泥范、石范等。考古工作者试掘
了古城周边18座墓葬，随葬品中亦有
农具铁器。

此外，在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
考古发现一处大规模的冶炼厂遗
址。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铁农具、铁
车马具和铁武器，还发现有铁器铸
模、坩埚、铁矿石、铁渣、焦渣、柴炭
灰、泥范等物。1960年秋，该处发现
一具完整的铁铠甲，经过鉴定，甲片
是一种含碳约 0.1%－0.15%的低碳
钢，其可能是海绵铁渗碳后经过反复
锻打后形成的低碳钢。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
期农具研究》中表述：由此可见当时
冶铁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也进一步
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并促进
了当地的土地开垦与农业生产，带动
了当地农业文化的繁荣兴盛。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自古以来，黄河
“善淤、善决、善徙”。下游由于决口，主流迁徙，并在较长时
期内放弃旧道，改走新道。历史上它不仅在下游的黄、淮、
海平原上迁徙无常，而且在上游的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
平原，中游自禹门口至潼关的河段也都发生过变动。

据《黄河志》统计，历史上，黄河有多次重大改道。其
中，黄河流域在内蒙古最大的湿地——乌梁素海因黄河两
次改道而形成。

乌梁素海，意为“红柳湖”，原为黄河故道。据《水经》
记载，古代黄河河道在今天黄河河道的北部，沿着狼山南
麓流过，后因山体的抬高、泥沙的堆积，使河床不断抬升，
在清代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年），终于致使黄河南移至
现在的黄河河道上，留下的黄河故道成为乌梁素海前身。
当时水面并不大，后因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水渠大量修
筑和灌溉，使得乌梁素海水面不断上升，水面最宽广时面
积曾达到700余平方公里，后逐渐降至今天水域面积293
平方公里，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

黄河古称河水，据《水经注》记载，河水入套，南北分
流，史称“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即现今之河道），由
今磴口县哈腾套海林场以北一带的黄河分流出后，向东流
去。北河是主流，与南河分开后，流经现磴口县、杭锦后旗
至狼山前，然后折向东流，并沿狼山流经杭锦后旗、临河
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出西山咀与南河汇流。

从《水经·河水》和《水经·河水注》的记载看，北河河道
畅通无阻。1976年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今乌梁
素海东畔陈二壕发掘了一座唐王逆修墓，清理中出土墓志
铭一方。墓志记载的周围山川形势是：“阴山北面，横岗插
河”，天德军城（当地称“土城子”，1933年被黄河洪水所淹
没）在其北五里。也就是说，
墓地处在天德军城以南，阴
山（指今乌拉山）以北，且有
山岗横出，直插大河。由此
看来，唐时北河是自天德军
城之右，直趋南下的，其所经
正是今乌梁素海的中部和南部。
据《秦边纪略》记载，今乌梁素海一
带仍是黄河河道，为黄河北河所流
经。

《河套人》中记载：“河套东南
有一条河，河水由西向东流，直到
鄂尔多斯南部一个村子叫‘小桥
畔’”。河槽中提取的物品经 C14
测算，达到2万年之久。因鄂尔多
斯西面没有河流，只能是南黄河。
由此可证明最早的南黄河分成多
个叉道流淌。

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项目
负责人康建国说：“黄河在河套地区
很早就是南北两支，最初主河道在
乌加河，现在是在原来的南河。”

古河道上的古河道上的““红柳湖红柳湖””
内蒙古黄河流域内蒙古黄河流域

三足陶仓和储存的谷物。

汉墓出土的釉陶灶。

河套地区出土的铁斧、铁铲。

内蒙古黄河
流域出土的秦汉
时 期 农 业 器 具
——铁犁。

西河农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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