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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城址概说

李少兵　索秀芬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 ,在东

经 97°10′至 126°9′、北纬 37°24′至 53°20′之

间 ,呈东北 —西南向的狭长地带 ,横贯东北 、

华北 、西北三个地区 ,东 、南 、西三面与黑龙

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河北省 、山西省 、陕

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毗邻 ,北与

俄罗斯 、蒙古交界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

阔 ,东西直线距离约 2400 公里 ,南北直线

距离约 1700公里 ,面积约 118. 3 万平方公

里。以高原地形为主 ,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半

干旱气候 ,是欧亚大陆草原东端的一部分 。

内蒙古地区历史源远流长 ,呼和浩特市

郊大窑文化距今已有 50 万年之久 。距今

七 、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半地穴房址聚落周

围用围壕环绕 。红山文化不但是精美的玉

器物质文明 ,也建立了坛 、庙 、冢一整套宗

教信仰体系 ,中华大地出现了文明曙光。老

虎山文化的石筑围墙 ,规模宏大 ,面积均在

10万平方米以上 。内蒙古先民们创造了灿

烂的青铜文明 ,起源于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

斯高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明遐迩 。夏

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势力远远超

出内蒙古疆界 ,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遍布内

蒙古东南部地区 ,高山型 、台地型 、坡地型 、

平地型遗址立体成群分布 ,城址多分布在高

山顶端 。内蒙古地区是史前时期人类社会

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活动地带。

春秋 、战国以来 ,先后在内蒙古地区活

动的民族有山戎 、北狄 、东胡 、匈奴 、鲜卑 、

乌桓 、突厥 、柔然 、回鹘 、契丹 、室韦 、库莫

奚 、 、女真 、党项 、蒙古 、回回和满族等 。

中原华夏人从战国时起多次大规模北徙 ,在

内蒙古地区筑城建郭 , 秦 、汉 、隋 、唐 、明各

代中原政权都曾在这里设置府 、州 、郡 、县

和卫 、所 ,构筑城郭 。兴起于北方草原的鲜

卑 、契丹 、蒙古 , 以及势力达到蒙古高原的

女真 、党项 、满族等民族先后在内蒙古地区

兴建起国都 、路 、府 、州 、郡 、县等城市。

内蒙古地区气候干燥 ,大部分地区年降

水量低于 400毫米 ,大片沙漠 、沙地气候更

加干旱 ,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半干旱和干旱地

区。内蒙古地广人稀 ,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 ,今天只有二千多万人口 。广阔的草

原上 ,人烟更是稀少 。在西部广袤沙漠中 ,

人烟罕见 ,只有在绿洲上分布少量人口 。内

蒙古地区经济以牧业为主 ,农业集中在少部

分水资源较好地区 , 农业开发破坏相对较

小 ,许多地区保持着自然地表风貌 。干燥少

雨的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程度相对较弱的

人文环境对古城址破坏都较小 ,有利于土

筑 、石筑和砖筑城址保存 ,因此 , 许多古城

址保存至今 ,现存战国以来大小古城址近

600座(图一),已考定城名的城址就有 150

余座①。

一 、内蒙古地区城址研究历史

对内蒙古地区的古城址研究始于 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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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 ,至今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大致可分

为五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 19世纪末至 20世纪 50年代

以前。一些外国人士和少数中国学者对内蒙

古地区的辽上京② 、辽中京③ 、辽祖州④ 、辽松山

州⑤ 、辽庆州⑥ 、辽金元丰州⑦ 、元上都⑧ 、阿伦

斯木⑨ 、黑城⑩ 、元应昌路○11等城址进行了调查 ,

有的进行了发掘工作。他们在这些城址破坏

较轻时做了记录 ,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第二阶段 ,20世纪50年代前至60年代期。

我区考古工作者对区内古城址有重点地进行了

调查 、报道 ,并对部分城址进行了考证 ,有选择

地进行了发掘。如对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

古城○12 、宁城县辽中京城址○13 、和林格尔县土城

子城址
○14
、元代集宁路城址

○15
等进行了发掘 ,对

辽上京城址进行了全面勘测○16 ,了解了城市部

分布局情况。这一阶段积累了大量资料 ,为以

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 ,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

代前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 ,城址研究工

作限于停顿状态 。

第四阶段 , 20世纪 70年代后期至 90年

代前期。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 ,带动

了内蒙古自治区古城址调查工作 ,基本摸清

了内蒙古城址分布情况 ,以及保存现状 ,成果

均发表在《中国文物地图集 内蒙古自治区

分册》上 ,调查各类城址达 587座。与此同时

进行了重点勘测和发掘 ,获得了一批科学发

掘资料。1983年和 198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

队两次对额济纳旗黑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发

掘○17 ,查明了西夏和元代沿用情况 ,获得大批

文书○18 。在丰富资料基础上 ,发表了一批研

究城址的综合性文章 ,对内蒙古地区汉代 、辽

代和元代城市制度进行了研究○19 ,标志着内

蒙古城址研究已从资料收集阶段上升到综合

研究阶段 。

第五阶段 ,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

航空摄影 、遥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计算机

制图 、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技术应用到城址

研究上 ,1997年 、1998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遥

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内蒙古东南部大遗址进行

航空摄影作为本阶段开始标志 ,并出版了研

究成果《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报告》○20;在

21世纪初两家再度合作 ,对内蒙古中部地区

大遗址进行了航空摄影。

二 、内蒙古地区城址分类

　　内蒙古地区众多的古城址按其功能分为

都城 ,路 、府 、州 、郡 、县城 ,防御性质城(屯田

性质城),奉陵邑 ,头(投)下军州五类。

(一)都城

内蒙古高原是北方民族发祥地之一 ,当

他们强盛起来建立政权后 ,多以此地建都 。

建在内蒙古地区的都城有鲜卑族建筑的盛乐 ,

图二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址

契丹族建筑的辽上京 、辽中京 ,蒙古族建筑的

元上都。

盛乐故城位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城址的

中部 。夯土筑城墙 ,城垣平面略呈长方形 。

大致南北向。城址西南部受宝贝河侵蚀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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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代农田水渠打破 ,现存东墙 、北墙全部 ,

南墙只存东部 ,西墙残存北部墙体。东墙长

825 、北墙长 475 、西墙残长 150米(图二)。

辽上京城址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南 1公里 。夯土筑城墙。分南北两城 , “北曰

皇城 ,南曰汉城” 。皇城平面呈六边形 ,周长

6398. 63米。皇城是契丹贵族统治阶级居住

之所 ,有宫殿 、官署 、寺院 、营幕 、作坊等 ,是当

时政治中心。汉城北墙即皇城南墙 ,平面呈

四边形 ,周长 5721. 73米 。汉城内有驿馆 、市

场 、作坊 ,以及汉人住所。皇汉两城的周长共

计 8838. 63米。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北的一

座丘岗上 ,平面呈长方形 ,周长 1600米 ,是宫

殿区 。上京城始建为东向 ,后改为南向(图

三)。

图三　辽上京城垣轮廓示意图

辽中京城址位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

由皇城 、内城 、外城三部分组成。夯筑城墙。

外城呈长方形 ,周长 13100米 。内城位于外

城中部 ,内外城相套平面呈回字型。内城呈

长方形 ,周长 7200 米 。皇城在内城北部正

中 ,以内城之北墙为北墙 ,平面呈正方形 ,周

长约 4000米。南向(图四)。

图四　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城址

元上都城址
○21
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五

一牧场南 4公里 。由外城 、皇城 、宫城 、关厢

四部分组成。外城夯筑城墙 ,平面呈正方形 ,

周长 8800米。皇城位于外城东南角 ,夯筑土

墙外包石头 ,平面呈方形 ,周长 5200米。宫

城位于皇城中央偏北 ,夯筑土墙外包砖。宫

城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约 620 米 , 东西宽约

570米 ,周长 2380米。南向(图五)。外城北

部区为苑囿区 ,关厢位于城外东 、南 、西三面 。

图五　元上都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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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府 、路 、州 、郡 、县城

文献记载内蒙古地区最早筑城始于战国

时期赵武灵王修建的云中郡城○22。秦汉至明

清 ,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在内蒙古地区设立

了众多的路 、府 、州 、郡 、县等行政机构 ,筑有

众多城郭。大体上说 ,各代路 、府 、州 、郡 、县

治所城制与中原当时同等级城市布局基本相

同。

战国时期在内蒙古地区西部赵国设置了

云中郡 ,在内蒙古地区东部燕国设置了右北

平郡(宁城县黑城城址)
○23
。托克托县古城村

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云中郡故址
○24
,秦至两

汉时期沿用 ,代政权以此为都城 ,北魏在此设

立云中镇 。夯土筑城墙 ,平面呈不规则形 ,除

东墙 、西墙较直外 ,其余两面城墙都不是直

线 ,东北角外凸 ,东南角内凹 ,周长约 7195米

(图六)。

图六　托克托县古城子古城平面及发掘区示意图

秦始皇统一后 ,为消除分裂割据因素 ,利

于封建统一 ,加强中央集权 ,采取了一系列整

齐划一措施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 ,实行郡 、县

两级制。秦在内蒙古地区沿用战国时期云中

郡和右北平郡设置 ,在战国时期九原城置九

原郡 ,位于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25 ,汉代

改九原郡为五原郡 。城垣平面为方形 ,每边

长约 1000米。

汉代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

以外 ,把全国划分十二个州 ,并分封诸候 ,形

成郡国交错局面。汉代在取得对匈奴战争胜

利后 ,在内蒙古南部地区建立众多城郭 ,以巩

因其对边境统治。西汉的朔方郡(磴口县陶

升井城址)
○26
、五原郡 、云中郡 、定襄郡(和林

格尔县土城子城址)○27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 ,

张掖郡 、西河郡 、上郡 、雁门郡 、代郡 、上谷郡 、

右北平郡(宁城县黑城城址)
○28
、辽西郡的部

分县的辖境在内蒙古境内 。西汉时城内增建

子城 ,供官员居住。汉代定襄郡安陶县城址

在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古城○29 ,由外城和

子城组成 。夯筑城墙。外城城墙呈四边形 ,

周长 2382米。子城位于城西南隅 ,平面呈四

边形 ,周长 1405米(图七)。

图七　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址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历史上处于大动

乱的分裂割剧局面 ,战争频繁 ,中原政权无力

北顾 ,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内蒙古地

区建立了少量地方行政机构 ,前燕在汉代右

北平郡城设置平刚县(宁城县黑城城址),属

翼阳郡 ,前秦在内蒙古南部地区设置五原 、新

兴 、朔方 、西海郡。

隋统一全国后 ,与开皇三年改州 、郡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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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制为州 、县两级制 ,大业三年又改为郡 、

县两级制 。在内蒙古南部地区设置朔方郡 、

榆林郡 、五原郡(乌拉特前旗东土城城址)○30 、

定襄郡。唐朝地方上实行州 、县二级制(唐玄

宗时一度改州为郡),道只是监察机构 ,在边

疆地区设立的都督府具有羁縻州性质。胜州

故址位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31 ,夯筑城墙。

平面呈长方形 ,周长 4387米。在城内东部筑

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城墙 ,将城分为东西两部

分(图八 , 1 、5)。西城为市肆坊区 ,东城为官

署和寺庙分布区 。西夏沿用隋唐胜州城 。明

代东胜右卫建在隋唐 、西夏胜州城址的西北

角 ,墙内体土筑 ,外包砖。平面为横长方形 ,

周长 1390米。中间南北筑一道墙 ,将城分为

东西两城(图八 ,2 、3)。在东胜右卫城南侧残

存汉代云中郡沙南县城垣(图八 ,4)。

图八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遗址平面图

辽代地方实行道 、府 、州 、县制 ,其中道表

示区域关系 ,无行政机构 ,府 、州 、县三级设行

政机构。在内蒙古地区有上京临潢府(巴林

左旗上京城)、中京大定府(宁城县中京城),

府下设州 、县。永州故城○31 ,位于翁牛特旗白

音塔拉乡 ,地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交汇的

三角地带 。夯筑城墙 ,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长

545米 ,南北宽 525米(图九)。

图九　翁牛特旗白音塔拉辽永州城址平面图

北宋在内蒙古地区统治范围小 ,管辖时

间短 ,在准格尔旗羊市塔乡城梁村北侧建丰

州城 ,归河东路管领 。西夏占领后 ,沿用丰州

城○33。西夏实行州(府)、县两级地方管理机

构 ,位于内蒙古西部还有宥州(鄂托克前旗城

川城址)○34 、胜州(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城址)。

金代设路 、府 、州 、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 。

内蒙古地区金代地方机构多沿用辽代城址 ,

或稍有改动 、或性质稍加改变 。金之北京路

治所在大定府 ,即辽之中京城大定府;金之临

潢府治所在辽上京临潢府;金庆州(插汉城)

沿用辽之名称 ,但不是守陵性质 ,而是地方州

城。金代新设的州城有净州(四子王旗城卜

子村城址)
○35
、恒州(正蓝旗四郎城)

○36
等。

元代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 ,

行省之下设路 、府 、州 、县 。内蒙古地区元代

城址大多数是沿用辽 、金 、西夏旧城 ,有的进

行了改造和扩建 ,只有少数是新建筑的。元

代初年将金代集宁县升为集宁路 ,属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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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 ,下辖集宁一县 ,城址位于察右前旗巴音

塔拉乡土城子村 。夯筑城墙 ,平面呈长方形 ,

南北长 940米 ,东西宽 640米 。城内街道六

纵七横 ,市肆建筑位于北部正中大型基址南

侧(图一○)○37。

图一○　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平面示意图

1.城垣　2.城门及瓮城　3. 角楼

4.城内道路　5.高台建筑　6. 围墙

7.冲沟　8.现代道路　9.现代民房

明朝在内蒙古地区地方行政机构最初沿

用元代的府 、州 ,后改为卫 、所 。清代将内蒙

古地区蒙古各部仿照满洲八旗编制建立蒙古

八旗 ,设置 49个扎萨克旗 ,分哲里木盟 、卓索

图盟 、昭乌达盟 、锡林郭勒盟 、乌兰察布盟 、伊

克昭盟 6个盟。随着汉民族不断涌入垦荒和

商业发展 ,以及宗教的兴盛 ,城镇发展起来 ,

西部的绥远城 、包头 ,中部的多伦诺尔 ,东部

的赤峰都是当时著名的城镇。

(三)防御性质的城郭

内蒙古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 ,历来是定

居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征战之地 ,许多

朝代构筑了大量防御性障塞 ,宏伟的长城遗

迹及其附属建筑是这种历史过程的具体体

现。战国时赵 、燕 、魏 、秦最早在内蒙古南部

地区修建长城 。秦统一以后 ,对长城进行扩

建。汉 、北魏 、北齐 、北周 、隋 、金 、明都在内蒙

古地区筑有长城 ,具有屯戍性质的坞 、壁 、障 、

塞 、堡 、城等相继发展成完备体系。就是不筑

长城的唐代 ,为防御突厥进攻 ,也修筑了东受

降城(托克托县托克托城的大皇城)○38 、中受

降城(包头市敖陶窑城址)○39 、西受降城(乌拉

特中旗乌家河乡库伦补隆村)○40。辽代也在

边境各部族居住地区建筑许多驻扎兵卒的城

郭。以防御为目的的城郭均处要冲之地 ,易

守难攻。主要有土筑和石筑两种城墙结构 ,

到了明代才开始出现砖砌城墙。筑有马面 、

角楼 、瓮城门 、护城河等防御设施 。一般来

说 ,这类城址面积都不大 ,屯戍军队 ,没有商

业区 ,不具备现代城市意义。光禄城(乌拉特

前旗增隆昌城址)
○41
、鸡鹿塞(磴口县沙金套

海苏木哈隆格乃山谷口外西侧台地上)○42 、五

原塞 、稒阳塞 、高阙塞等汉代著名塞城 ,对阻

止匈奴南下起过重要作用 ,保证了北部郡县

的安宁。北魏的沃野镇(乌拉特前旗根子场

城址)○43 、怀朔镇(固阳县城圐圙城址)○44 、武川

镇(武川县二分子城址)○45抚冥镇(四子王旗

土城子城址)
○46
、柔玄镇(察右后旗克里孟城

址)○47等军事重镇设置 ,有效地阻止了柔然的

南进 ,稳定了北魏中原统治 。明代建立的大

宁卫(宁城县大明城)
○48
、开平卫(正蓝旗五一

牧场)
○49
、玉林卫(和林格尔县榆林城)

○50
、东胜

右卫(准格尔旗十二连城)○51 、东胜左卫(托克

托县托克托城)○52等卫所阻击了蒙古骑兵南

下。浩尔图城址
○53
位于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

木浩尔图嘎查南侧 ,是金代界壕上一座防御

性城 。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长 300米 ,东西宽

280米 ,夯筑土城墙。墙上筑马面 、角楼 ,开

瓮城门 。城外有护城河 ,河外筑围墙(图一

一)。

(四)头(投)下城

头(投)下城是皇室等大贵族兴建的私

城 ,辽代头下城是为安置俘户而建 。这类城

一般都比较简陋 ,城主不住在城内 ,而设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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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浩尔图城址平面图图

管理受奴役百姓 。松山州城址位于巴林右旗

布敦花苏木境内○54 ,平面呈“回”字形 ,内外城

相套 ,夯筑城墙 ,外城周长 2220米。元代头

下城内是贵族城主府第 ,为其服务的百姓则

居住在城外关厢区。鲁王城(应昌路)是蒙古

弘吉剌部修建的私城○55 ,位于克什克腾旗达

尔罕乡内 。有外城和内城组成 ,平面呈回字

形。外城平面呈长方形 ,周长 2900米 ,夯筑

土城墙。内城位于外城中部 ,平面呈长方形 ,

周长 920 米 ,夯土版筑内墙外包砖 ,抹白灰

面 ,墙头饰琉璃瓦(图一二)。

(五)奉陵邑

辽代在帝陵附近修筑奉祀和守卫陵墓的

城郭 ,即奉陵邑。奉陵邑的布局为城内或内

城设有祭祀 、享殿和官廨等奉祀和守卫功能

的建筑物 ,城外或外城住有守陵户。辽代在

内蒙古地区奉陵邑有祖州
○56
、庆州

○57
和怀

州
○58
。祖州城址位于祖陵所在山谷口外的东

南约2. 5公里处。有外城和内城组成。夯筑

土城墙。外城平面呈五边形 ,周长 1750米 ,

为官吏居住区 。内城位于外城后半部分 ,为

祭祀区。城外是一般平民居住区(图一三)。

三 、内蒙古地区城址特点

(一)内蒙古地区城郭历史悠久 。最早的

古城可追溯至距今 5000 年以前的龙山时代

的石头城 。这些石围墙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 ,其特点是规模大 ,每处约在 10万平方

米以上。数量多 ,依断崖 ,河流为险 。分布在

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也存在着

众多的石头围墙遗址 ,多分布在山顶。新石

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这些城址 ,不具备现代

意义的城市作用 ,处于城镇萌芽期 ,但至少它

具有防御意义 ,其一防御野兽侵袭 ,其二具有

军事防御作用 。内蒙古地区具有真正城市意

义的城镇开始于战国时期 。

(二)内蒙古地区城址种类多。有作为全

国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心的都城 ,也有避

暑陪都。为地方行政机构治所修建的城郭种

类齐全 ,不仅有路 、府 、州 、郡 、县城 ,还有地区

特点的羁縻州城 。屯戍性质的边防城 ,筑造

坚固 ,防范设施齐备 ,长城 、堡 、坞 、障 、塞 、城

构成了一整套防御体系。防御性质城郭在自

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也进行屯田 。投下城是属

统治者建筑的私城 ,直接为城主服务。奉陵

邑是为祭祀 、守卫皇陵而建的城郭 。

(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用石头砌城

墙 ,城墙平面形状也都依地形而建 ,不甚规

整。战国开始使用夯筑城墙技术 ,城墙平面

逐渐向方形发展 ,这种结构成为以后城墙主

要建筑形式。同时 ,部分防御城郭采用石头

砌筑 。到了元代 ,开始有石头和砖包夯土墙

结构的城墙 ,明清时期出现了砖砌城墙 。

(四)从已经调查城址看 ,战国 、秦 、汉和

辽 、金 、元是内蒙古城市大发展时期。战国 、

秦 、汉时期是中原定居农业人口北移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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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克什克腾旗应昌路遗址平面示意图

大批城郭 。辽 、金 、元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

下 ,接受中原传统而建筑大量城郭 ,具有浓厚

民族特色 。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 ,对契丹族

和汉族分而治之 。辽上京分南北两城 ,北城

是契丹贵族居住区 ,南城是汉人居住区 ,辽代

许多州县城郭也体现了辽代这种政治制度。

辽上京 、辽中京 、元上都城内都有大片空地 ,

供搭设毡帐之用 ,这是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在

城市布局上的表现 。辽上京 、祖州等城东南

向 ,是契丹民族东向拜日习尚的表现。元上

都不讲求中轴对称 ,采用园林式布局 ,殿 、堂 、

亭 、榭随地势而建 ,具有行宫特色。

(五)内蒙古地区城市布局基本和中原地

区同时期城市格局同步发展 ,汉至隋唐时期

城市内实行里坊制 ,辽代开始仿宋代城市制

度 ,打破里坊制 ,拆除坊墙 ,居民区由原坊内

小街发展成横列的巷(胡同),商业沿大街布

置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明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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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祖州城址平面图

　　(六)从内蒙古地区城址分布看 ,有从南

向北 ,逐渐向草原延伸的规律 。战国城址分

布在阴山以南 ,秦 、汉城址北越阴山 ,北魏时

期城址已达阴山以北草原 ,辽 、金城址由东南

向西北推进 ,元代城镇遍布草原各地。

(七)内蒙古地区城市兴废不仅受政治 、

经济 、军事 、民族等因素制约 ,也受自然环境

制约 。尤其是内蒙古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

城镇的兴废体现了当地环境演变的过程 ,许

多过去兴盛的城市已淹没在滚滚黄沙之下。

内蒙古地区众多城址历经沧桑 ,至今尤

存 ,对这些城址进行系统调查 、勘测 、考证 ,将

有助于中国城市制度研究 ,有利于深化内蒙

古地区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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