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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程，水一程。
山是阴山，水是黄河。山水相依间，一眼望千年。文越山河，山之南、河之北，画了一幅扇。扇面里，山水相套，城阙绰绰，独成河套。

农一更，牧一更。
山河草沙缠绕，农耕游牧交错，这片土地注定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要冲和中心：中原徙民、匈奴雄踞、鲜卑南下、乌桓称雄、突厥东进、党项西立、蒙古远征、满清拓地……

和合汇融，美美与共。这片土地自古便是河套核心区，一部河套史，就是一部鲜活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史。

朔风中的阴山，像一座青铜屏风屹立在祖
国北疆。

达巴图古城，静静地伫立在狼山（阴山西
段）脚下。不远处，逶迤的长城和耸立的烽火台，
交相辉映，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过往。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连山刺天，其山
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

站在黄河故道乌加河旁仰望高阙塞及两旁
的沟壑和山体，仿佛与郦道元的身影有了重叠。

据乌拉特后旗文化学者霍建国介绍，高阙
塞（达巴图古城）是第五批国保单位，处于乌拉特
后旗呼和温都尔镇达巴图沟和查干沟之间的台
地断崖上。古城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北城
为战国时期所筑，南城为汉代所扩筑。2007年
至2009年，经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
所等国内一大批历史考古学家认证，确定为高
阙塞遗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海认为，关于
战国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民族交融的记载，始
于高阙塞。

查阅《史记·匈奴列传》，确有：“赵武灵王亦
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
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可见，胡服骑射的融合之风，早在2300年
前，便拉开了河套地区民族交融的序章。

沿着阴山脚下的柏油路，向西15公里便进
入了磴口县界内，更有故事的一处遗址就在眼
前了。

雨过天晴后的鸡鹿塞，丰满而宁静。
沿着马道登上城墙，耳边风声呼呼作响，顺

着阴山哈隆格乃沟口向南北极目远眺，时间仿
佛回到了公元前120年左右，汉武帝派人在连接
中原与漠北最便捷的通道——哈隆格乃沟高地
上修建了鸡鹿塞。

鸡鹿塞之名甚旺，其缘由是此处与昭君出
塞、胡汉和亲有关。

磴口县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王浩介绍，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赴长安，汉
元帝将王昭君以公主身份赐予他为妻。至于两
人相伴出塞是否途经鸡鹿塞或在此居住过，文
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按照呼韩邪单于第一次
入长安“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路线看，途经鸡鹿
塞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说昭君出塞是政治事件的话，那距鸡
鹿塞西南50多公里外的三封、窳浑、临戎古城里
发生的民族融合故事就更加具化了。

三封、窳浑、临戎三城是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修筑的，隶属朔
方郡。

1992年至1993年，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联合发掘了
乌兰布和沙漠中的纳林套海、包尔陶勒盖、沙金
套海和补降淖4批共132座墓葬，所葬之人均系
三封、窳浑、临戎三座古城的居民，随葬品最突出
的特色就是成套的井、仓、灶，农耕生活气息浓厚。

“这些居民均来自中原地区。而大规模的

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是秦汉时期河套地区人
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内蒙古河套文化博
物院研究员胡延春说。

翻阅有关历史文献发现，秦汉时期河套地
区的移民形式既有政府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
移民实边，也有被征调的全国各地青壮年军人
的远征戍守或留中；既有匈奴人作为战俘或自
愿投汉而南下汉朝边郡，也有汉人越过长城进
入北方匈奴驻地谋生。

《汉书·地理志》所言：“定襄、云中、五原，本
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可见，当时河
套地区的移民来源之广泛。

据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
院院长魏坚分析：河套地区的汉墓遗存，作为汉
代大一统格局中的一部分，其共性因素是显而
易见的。如墓葬的基本形制和发展演变规律，
铜器的主要器型和陶器的基本组合等，都与河
南、山东、陕西等中原和关中地区保持着较大的
一致性。但是也存在殉牲、随葬铜车马具明器和
普遍出土胡人俑的情况，显示了边郡地区鲜明的
地域色彩。此外，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三把完整的
骨尺，表明当时的河套地区商贸往来频繁。

行走在河套，千年风韵随处可见，历史脉动
触手可及。

望黄河帆影，听长城雄风，逝去的风景，一
米接着一米，一年连着一年，构成了河套平原古
老文明最直观的年轮。

内蒙古师范大学北疆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
任陈永志等主编的《巴彦淖尔文化遗产》（文物出
版社2014年8月第1版）显示，只隋唐时期，巴
彦淖尔地区发现的遗存就多达70余处，分布于
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等
地区。

当然，在唐朝之前，有一处遗址是绕不过去
的，那就是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沃野
镇故城。沃野镇建于449年，是北魏六镇之一，
居于六镇之最西，有北魏第一镇的称誉，对中国
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北魏六镇起义就发
生在此地。

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沃野镇民破六
韩拔陵率先在沃野镇起义。义军先破沃野杀镇
将，后又围武川，攻怀朔。起义前后长达6年，人
数曾达百万，拉开了有唐一代、胡汉一家的前奏。

出沃野镇向北60多公里，乌拉特中旗乌加
河镇奋斗村奋斗二队东南300米，有一处古城
遗址，地处河套平原，南临黄河，名唤奋斗古城，
城址内现已辟为农田。

自上世纪80年代城址发现至今，经许多学
者调查考证，确定该城址年代为唐代。

《新唐书》等史料记载，唐王朝建立后，为了
抗击突厥，在今内蒙古地区的黄河以北、阴山以
南兴修了3座受降城，作为屯兵驻守的据点。

陈永志等专家考证，奋斗古城就是景龙二
年（708年）张仁愿建造的唐代西受降城及安北
都护府治所。奋斗古城居交通要道，与中受降
城相距四百余里，首尾可互相照应。在和平时

期，西受降城成为唐王朝与西北各族贸易的重
要口岸，作为互市重地。

隋唐时期巴彦淖尔南部为隋唐管辖，北部
是突厥等民族政权势力范围，故南北区域文化
面貌呈“差异化统一”的态势。

站在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巴音淖尔
嘎查达拉盖沟东沟谷两侧台坡上，北望，草原茫
茫，戈壁上的牛羊忽隐忽现；向南回头，杭锦后
旗农田连绵，阡陌纵横。这里是连接杭锦后旗
与乌拉特后旗北部草原的南北通道，有一处遗
址，静静地在此守望了上千年，名曰达拉盖沟墓
群遗址。

当时的考古影像显示，达拉盖沟墓群墓葬
排列有序，石圈边框整齐，圈中间填充自然石块
和沙土，为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埋葬方式。墓
群的主体年代为隋唐时期，是北方草原游牧民
族的遗存。

唐宋时期的河套地区，除民族交融之外，那
些闪光的诗句也曾滋养着这片土地。

到五原县的街头走一走，灯箱上，墙壁上，
五颜六色的室外大屏上，高耸的城市形象柱上，
均能看到“中华诗词之乡”字眼。

诗意，在五原的每个角落流淌。
站在翠柳下，不禁吟唱“五原春色旧来迟，

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
花落时”（《边词》唐·张敬忠）；走在河套腹地，又
能想起“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
包虎戢金戈”（《发白马》唐·李白）；秋风拂面，总
会浮现“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草
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秋声》宋·陆
游）……

五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建军曾统计过，
千余年来，有关五原的诗词就不下100首。

谁曾想到，唐的奔放，宋的缠绵，在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河套地区，诗与远方，就这样巧妙
地连接在一起。

许倬云先生在其所著的《万古江河》一书中
提到：“南北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经常接触，也
不断抗衡，其引发的刺激，遂可成为文化发展的
动力，最后却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个
内容丰富的复杂文化系统。”

经过千余年的积累，明清以来，处于南北文
化对冲区域的河套各族人民把这一强大的文化
动能发挥到了极致。

人口的频繁流动，是这一时期民族和文化
融合最突出的特征。

乌拉特部西迁，是内蒙古民族迁徙史上的
大事件。这一迁，断断续续历经 17载，行程
3000里。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郝志成、白音查干等
学者，对乌拉特部迁徙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考证。

乌拉特部，原系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第十
五世孙布尔海创建的一个部落，明代晚期游牧
于呼伦贝尔草原。自1633年起归附后金，多次
随清军征战。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蒙古6
盟24部49旗的拥戴下登汗位。乌拉特部近万
人随着科尔沁部南下，从呼伦贝尔逐渐移牧至
西拉木伦河一带。

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为奖励军功，巩
固边疆，将其分编为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并赐
牧地于河套北部阴山西段的乌拉山南北草原驻
牧守边。

乌拉特部分两路西迁，军队一路从盛京（沈
阳）出发，老营眷属一路从呼伦贝尔草原出发，经
过一年的长途跋涉，于1649年末至1650年初
陆续到达驻地，形成了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最初的模样。

这一时期，巴彦淖尔的民族奔赴是多向的。
清初至1937年，长城两边合为一家延续近

300年，蔚为壮观的人口大迁移——“走西口”登
上了历史舞台。

据《巴彦淖尔盟志》等文献记载，河套地区
历史上的“走西口”活动，出现了三个高潮。

——明末到清咸丰年间，清政府逐渐放松了
对蒙属地区的封锁，使一部分晋陕汉族人在河套
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由过去的“雁行”发展到
在河套定居，形成了“走西口”的第一个高潮。

——从光绪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为第二个
移民高潮阶段。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
的“移民实边”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口里”人到

“口外”农耕的热情。仅1925年山东省108个县
每县迁移10人共1000多贫苦农民移居后套，在
永济渠东西两岸建起8个新村，以“仁、义、礼、
智、孝、悌、忠、信”八字命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0年为第三
个移民高潮期，这一时期“口里”大旱，除晋陕人
外，还有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灾民。从东
南进入河套的则多为河曲、保德、偏关三县人。
据史料记载，保德县每年走“口外”的人约在三四
千人，河曲县和偏关县各为4000余人和3000
余人。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河套地区从四面八
方到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带着老家的风俗习
惯，在套里生了根。

如今，在河套的版图中，和合汇融之象，
如繁星遍布。民间戏曲，便是在蒙汉民歌的
基础上，吸收了晋陕一带的民间歌舞发展而
成；民国以来的河套方言，又是以山西、陕西
话为基础……

出生于巴彦淖尔的王敏，现在是河套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她经常把二人台唱词中
蒙汉结合的表达手法讲给学生们听：“如今的生
活真不赖，又有肉，又有菜，营养全面不缺钙，生
活袅成个虎卜亥”“一见面就拉住哥哥的手，开口
先说一声赛白奴”。

“再比如口语中的‘哨’和‘站’字，均来源于
蒙古语。在以前用牛马作为生产工具时，车夫
连说几声‘哨’，牛马就会往后倒。而‘站’字，在
元以前的行文中，均称作‘驿’。元以后，不管是
官方和民间，多用作‘站’，一直至今。”王敏说。

千秋河套，城阙万朵。天地无语，时空有
言，是的——

河套，就是由山河连接而成的华夏驿站，一
头连着中原，一头连着草原。

河套，也是农牧交错中描摹出的一幅和谐
图景，一半画着耕牛，一半画着牧马。

河套，更是一个华夏各族儿女的大熔炉，容
得下你我，放得下四方。

河套是一片福地，千年融风吹，新时代的
巴彦淖尔正拔节向上，踔厉奋进。

◎
本
报
记
者

王
宗

城塞交错 融起北疆

山河相依 融风浩荡

和合共生 融古拓今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鸡鹿塞全景鸡鹿塞全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泉金泉 摄摄

建
造
长
城

建
造
长
城

戍
边
屯
田

戍
边
屯
田

河

\

套

\

文

\

化

\

大

\

型

\

全

\

媒

\

体

\

传

\
播

\

活

\

动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