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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久，在辽代
达到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丰州城地
位举足轻重。公元1005年，在丰州城
设置了一个交易市场，丰州城成为北
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居民进行贸易
交换的集市。金、银矿，盐业，陶瓷业成
为重要经济来源。到了元代，丰州城
属中书省大同路管辖。丰州城作为南
北与东西交通交会点，途经丰州城的
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络绎不绝。

《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论
纲》中这样写道：草原丝绸之路大体在
黄河流域中下游及以北的今内蒙古地
区为起始，通过几条路线向北进入蒙古
高原，抵今鄂尔浑河流域、贝加尔湖诸
地，向西或经西伯利亚草原直达东欧，
或向西越过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
向南折入天山以北地区，再向西抵达咸
海、里海和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欧洲。

据史料记载，丰州城按唐代中等
城市的制度建设，城内官署、市肆、庙

宇、民居等一应俱全。城内各族人群
共居，语言多种，文化互鉴融通，经济空
前繁荣，工商业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业，
最主要的商品是瓷器和丝绸。当时的
丰州城，除了共同生活着汉族、北方游
牧民族，还有来自中西亚的“色目人”
等，共同促进了丰州城的民族融合发
展。

从白塔内发现的石碑碑刻文字可
见，丰州城不仅规划齐整，而且工商业
发展水平很高。城内有东南、东北、西
南、西北四坊，还有牛市巷、麻市巷、染
巷、酪巷等行业街区。碑文中还出现了
不少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如李家
户、薛家村，也有以少数民族语言来命
名的村落以及部落名称，反映出当时丰
州及其周边地区多民族共处的情况。

《元史》记载：丰州人耕田种地、做
买做卖，过着怡然自乐、相当富足的生
活，使得丰州城到处呈现出繁华兴盛
的景象。

丝绸之路 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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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州故城映白塔丰州故城映白塔
黄河之水，滋润万物。大黑河是黄

河上游末端一条大支流，丰州城就位于
大黑河冲积扇上，距离呼和浩特市区
18公里的白塔村。公元916年至公元
922年间，丰州城建成，因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成为南、北方以及中、西方经
济、文化的交融汇集之地。一座白塔、
一座古城、一条古驿道，见证了历经
450多年的丰州城的兴衰变迁，展现出
一幅幅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
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生动画卷。

2019年，丰州故城遗址列入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局部图。杨彩霞 摄

▲辽狩猎图。▲辽代墓葬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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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仙人故事纹铜镜。

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是中国
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交流融合的家
园。内蒙古黄河流域更是核心地带，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相互依
存，共同发展。

《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系列丛
书（中）记载：辽代采取“因俗而治”的
治国方针，将国家统治区域划分为几
个比较大的行政管理区划，内蒙古黄
河流域属于西京道辖区内，而此区域
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又有畜牧业
的区域，这也体现出统治者对农业文
明的接受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此时
期内蒙古黄河流域成为不同时期我
国北方农牧交错变迁的汇集之地。

《内蒙古通史》中这样写道：西京
道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所辖州县位于内蒙古黄河流域及邻
近地区者有丰州天德军（今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东白塔子古城），云内州开
远军（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天德军
（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宁边州镇西
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窑
沟乡下城湾古城址），金肃州（今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北），东胜
州武兴军（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沙岗
子古城址）、河清军（今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北部地区），净州（今内蒙古四子
王旗西北地区）。丰州故城一带是典
型的十字路口，从这里向南进入中
原，向北越过阴山进入漠北，向西进
入西夏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辽代
在这里设置州县和军事驻守机构，一

方面加强对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管理，
另一方面为当地开发建设提供了官
方支持，尤其是官方组织推行的以农
业为手段的开发策略，进一步推动了
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保障了边疆的
稳固。

公元907年—1125年期间，辽代
在统治疆域内（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大
部）共同发展农牧业，这对于内蒙古黄
河流域的开发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历
史影响。《金史·地理志》中记载：公元
1125年，丰州共有 22683户，如按每
户平均5人计算，则有人口10万左右，
这在当时已是人口较多的州邑了。

《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系列丛
书（中）记载：在金朝统治时期，辽朝
设置的西京道的经济文化发展几乎
超过了辽朝全盛时期。金朝在漠南
地区除了沿袭辽代州县建置外，还进
行了新的创置。如设置于今内蒙古
中西部境内的州府机构主要有：昌州
（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九连
城古城遗址）、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
县北，即金代抚州）、北羊城（即辽代炭
山羊城，今滦河上游沽源县南境）等
等。这些机构也成为内蒙古黄河流域
开发建设的主要角色，包括以兴建定
居聚落与移民及土地开垦为手段的开
发建设，同时也出现了众多围绕着军
事防御的建筑设施。由此可见，此时
期不仅仅是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在整
个北方草原都呈现出农耕文明与游牧
文明相互融合促进的发展趋势。

遗迹觅踪 感知繁盛

▲辽黄釉葫芦形执壶。 ▲白塔出土的钧窑香炉。

黄河，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发端，几经回转，在呼和浩
特再度改变方向，向南折入晋陕大峡谷，完成了黄河“几”
字形最大的转弯。黄河干流流经呼和浩特 102.5公里，留
下了深深的印迹。

《绥远通志稿》记载：公元916年至922年间，一座东西
横跨1000米、南北长达1200米的丰州城建成，它历经450
余年。丰州故城建于辽代，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到了元代，
成为中原通往漠北的重要枢纽。资料显示：城址近正方
形，周长约4500米，可见西墙、东南墙残高1-2米，南门遗
迹较清楚。城墙为夯土筑成，残高 2-10米，有马面、角楼
等遗迹。东、南、西三面辟有城门，并加筑瓮城，地表散布
辽代砖瓦、陶瓷片等。城址文化层厚达6米，曾出土多个朝
代的精美文物。1970年，城内出土一件国宝级文物——元
代钧窑香炉，巧夺天工，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是中原农耕
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据史料记载：辽代在全国广建庙宇，在公元 983年至
1101年间达到鼎盛。现在山西省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保存的辽代佛教建筑，基本是辽兴宗至辽道宗时
期所建造。其中，万部华严经塔（约公元 965年—969年）
位于丰州故城西北角，因为塔身涂了白垩土，通体洁白，故
俗称白塔。洁白无瑕的白塔，在碧空万里、白云漂浮的天
宇下，犹如一柄雪白的利剑，直插蓝天，与白云交相辉映，
阳光从塔尖洒下，塔身瑰丽多彩，古朴雄浑，这就是呼和浩
特八景之一“白塔耸光”。

白塔是辽代丰州城遗留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建筑物，
也是我国现存辽塔中最精美的一座，虽历经千年，仍巍然
耸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白塔内出土了一张中统元宝交
钞，据考证，这张元代纸币应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纸
币实物。1982年，万部华严经塔被列入全国第二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丰州城建成后的数百年中，都处于繁荣兴盛的状态，一
度还成为中原地区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元代诗人刘秉忠
在《过丰州》诗中曾描述当时丰州城盛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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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丰州的标志——“寺中塔”（今白塔）。

白塔于呼和浩特而言，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文
化符号。悠悠碧空，千年古塔，惠风和畅，风铃阵阵，串起
的是呼和浩特悠远绵长的历史文化记忆。

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项目负责人康建国说：“黄
河上游的最后一条支流大黑河和中游的第一条支流浑河，
都在呼和浩特境内汇入黄河。呼和浩特全域都处于黄河
流域上，丰富的水资源滋润了这片土地，孕育了肥沃的土
默川平原，滋养了这里的各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