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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粉对包头地区的开发与甸奴的古领

包头地方史讲座

笑 端

一
、

秦朝时期包头地区的战略地位

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
,

秦统一六国后
,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以减 阳 为

国都故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

结束了战国以半诸侯割据的局面
·

这时
,

居住在北方的游收录族匈抚 从雌国末年控制河套以后
,

经常对牛原垮区进行侵

扰
。

秦始皇在发展和巩固统一的事业中
,

为了消除北方匈奴对秦王朝的威胁
,

于公元前 2 15 年

( 秦始皇三十二年 )
, “

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入北击胡
,

略取河南地 ( 今河套黄河 以南

地 区 )
。 ” ①第二年 ( 秦始皇三十三年 ) 又北越黄河

,

夺取了匈奴所控制的高阅 ( 在今巴盟

杭锦后旗东北
,

即石兰计山口 )
、

阳山 ( 即今巴盟境内的狼山 )
、

北假 ( 今河套以北
、

大青

山以西地区 ) 等地
.

匈奴头曼单于在秦军的压力下
,

不得不放弃河套及其政治中心 头 曼 城

( 在今巴盟五原县一带 )
,

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

这时黄河南北
,

包括整个河套皆为秦朝的领

域
,

这时的包头就在秦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

并成为抗击匈奴的前沿阵地
。

包头在战国时期称为九原
,

鼻赵国幸中那丈治所在今托克托县东北古城 ) 下的一个军事

城 邑
.

到了秦朝时期
,

由于九原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所以就以此为中心而设置了九原

郡
,

因而九原城就成为九原郡治的灰在地了
。

经考证
,

一般认为九原城故址即今包匆废俐厂

厂区所段的孟家梁古城
。

侄秦九减娜管辖的范围
:
东至今包头市东河区与土软特右撰交界处

( 今包头市所属的土默特右旗
,

在秦时仍为云中郡管辖 ) , 南至今伊盟东胜县 讹
、

杭 锦 旗

南 , 西至今橙 口
、

狼山 ; 北至今狼山及色尔腾 山
。

落
一

在秦朝设郡的同时
,

并因河为塞
,

在黄

河南北建立三十四座县城
,

④ 均归九原郡管辖
.

至于这些县的名称
, 、
今夭却无法考证

`

随着

秦朝郡县侧度的确立
,

九原郡 出现了成批的城镇
。

这样就可使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而消除地

方割据势力
.

由此可知
,

九原郡的设置
,

大大加强了秦朝对这个地 区的统治
; 同时封秦绷裸

卫北部边疆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一
.

` 、

秦始皇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
,

于公元前 : 14 年 (秦始皇三 卜三年 ) 在北部边疆大规模地修

筑长城
,

把战国时期秦
、

赵
、

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
.

这条举世闻名的
“

万里长城
” ,

西起陇西郡的临眺 ( 今甘肃眠县 )
,

沿黄河北至河套
,

傍阴山
,

东至辽东郡内
.

一 直 到 现

在
,

我们还能看见秦长城的伟大工程
;
在这一带山区的农村里

,

老人们还传诵着关于
“

秦始皇

走马修边
”

、
“

三里 一鄂博户 五甩一边墙
”

的故事
J

秦长城在今包头境内长约一百公里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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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巴盟迸入包头市固阳县
,

东至乌盟武川县境
。

其中从固阳县西斗铺乡的边墙壕到银号乡的

大点不色村为石筑地段
,

全长 75 公里
,

尤以窑 子湾至东北湾 10 公里左右的石筑城垣 保 存 较

好
.

⑥ 它的修筑方法是因地制宜
,

山上用石垒
,

平地则土穷
.

石垒部分保存较好
,
完整的段

落高为 4一 5米
,

底宽 4 米
; 土夯部分 山于经年风雨

,

多数仅留一条公路路基似的痕迹
,

但

从断面可以看到清晰的夯层
。

有些在山上陡坡处的长城
,

其坡下一面的墙壁较高
,

坡上一面

的墙壁较矮
,

甚至完全没有
。

在陡峭的崖壁处
,

又常常利用崖壁当作墙身
,

稍加修筑即成
.

凡长城重要的关 口和适于晾望的地方
,

都 设置了烽 台和城障
,

作为警讯和驻军之用
。

烽台多

设在视野宽广的山颠
,

与长城的距离不等
,

有的很近
,

有的远隔数峰
。

烽台呈圆形
,

一般由

石块垒成
。

在长城以南见到一些小城
,

大概即当时障尉所在的
“

城障
” ,

如固阳县银号乡的

三元成村古城还留有残迹
。

这些烽台和城障当时都可叫
“

亭腿
” ,

今天在这些遗址中
,

还可

以拣到战国
、

秦至西汉初年的陶片
,

这是长城使用朝代的见证
. , 说明这里最先是赵长城

,

后来是秦长城
,

到西汉初年又被修缮使用
。

秦朝修筑长城是为了保卫北部边疆
,

并使蒙恬将

兵三十万坐镇上郡 ( 治所肤施
,

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
,

阻止匈奴奴隶主骑兵的南掠
,

使当

时河套一带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而修筑驰 曦和直道
。

驰通以国都咸阳为中心
,

通 向全

国各个重要地区
,

尤其是六国的旧都
。

直道只有一条
,

是公元前 2犯年 (秦始皇三十五年 ) 命

令 蒙活从九原 〔今包头市西 ) 修筑一条通 向云阳 ( 今陕西淳化县 ) 的直道
。

云阳距 咸阳 不

远
,

并与九原南北遥遥相对
,

所以称其间的交通道路为直道
。

修筑这条直道
, “

堑山埋谷
,

千八百里
” 。

⑧从九原南行
,

通过河套南部的上郡
,

一直到达云阳的甘泉山
,

工程 十 分 浩

大
,

但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
.

在今包头市南郊麻池古城
,

即秦直道北端的终点
。

今被

人们称作
“

大屹旦
” 、 “

二 J乞旦
’ 、 “

三龙
_

i毯
”

的三个大上台
,

约即秦直道的终点祭台
,

与

南端起点林光宫遗址的设置相似
。 厂布

林光宫修筑在甘泉山上
,

这里山高气爽
,

是个 避 暑 胜

地
,

秦始皇经常住在这里
。

九原郡由于地处北部强邻匈奴
,

因而秦始皇对修筑这条直道十分重视
。

直道修成以后
,

秦始皇想到九原巡视
,

就在公元前 2 10 年 (秦始皇三
一

十七年 ) 他第五次
“

亲巡天 下
,

周 览 四

方
”

时
,

不幸在这年七月
“

崩于沙丘平台 ( 今河北广宗县北 )
” 。

秦始皇生前的愿望没有实

现
,

可是他死后的尸体却从九原经过运往国都咸阳
。

为什么要从九原经过呢 ? 当时
“

元相李

斯为上崩在外
,

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
,

乃秘之
,

不发丧
” 。

于是把死尸放在
“

摄凉车
”

中
,

“

百官奏事如故
” 。

中车府令赵高与公子胡亥
、

承相李斯密谋
,

更改始皇遗诏立胡 亥 为 太

子
,

并赐扶苏
、

蒙恬 以死罪
。

于是从井隆 ( 今河北并隆县 ) 抵九原
,

正是暑天
,

秦始皇的尸

体已经腐臭
,

及
“

载一石鲍鱼
,

以乱其臭
” .

几就是这样
,

经过 今天的包头通过直道送到咸

阳发丧始皇
,

九月葬之于骊山
。

由此可见
,

这条直道是 当时一条最为捷径的南北通道
。

它缩

短了九原郡与咸阳的距离
,

这对加张秦朝及秦以后 巾央与边疆的联系和对边疆的开发
,

以及

对巩固边防都起 了重要的作用
。

二
、

寮朝对包头地区的开发

秦朝郡县制度的建立
,

代替了周朝的分封制度
,

消除了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
,

这是历史上的进步
,

因而包头地区在秦朝统治下得到了开发
.

原来秦朝大将蒙恬屯驻北部边疆三十万军 队
, “

以守北河 ( 即今后套黄河主流
,

又称乌



加河)
,

暴兵露师
,

十有余年
,

死者不可胜数
。 ”

为什么当时戍守边疆的秦军大量死亡
,

就

是因为
“

匈奴无城郭之居
、

委积之守
” ; “

轻兵深入
,

粮食必绝
” 。

因此
,

军队粮食的供应

要靠内地运输
,

有的甚至要从山东
“

琅邪负海之郡
”

供应
。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

沿途经过大

量耗损
, “

转输北河
,

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 。

@ 由于军粮供不应求
,

以至出现
“

戍 者 死 于

边
,

输者债 ( 音奋
,

仆倒而死 ) 于道
”

L的凄惨景象
。

针对这种情况
,

秦始皇对这个新建立

起来的九原郡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

秦始皇一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

他在琅邪 台的刻石辞里宣称
: “

皇帝之功
,

勤劳本事
,

上农除末
,

黔首是富
。 ”

他到处宣扬这种以
“

农
”

为本
、

以
“

商
”

为末的指导思想
,

这实际

上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大力发展地主经济的思想反映
。

战国时期
,

秦自商软变法以后
,

出现

了为数众多的军功地主
,

秦始皇还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
。

他为了发展地主经济
,

还规定

根据地主缴纳粮食多少
,

可以买到不同等级的爵位
,

而取得一定的政治特权
.

这时
,

以九原

郡为中心的北部边疆
,

是秦始皇最关注的地区之一
。

他不仅为了加强边防投入很多人力和物

力
,

并用
“

滴戍
”

和
“

拜爵
”

等办法把中原和内地人民充实到这新建的郡县
。

曾迁徙犯罪的

官吏和平民以
“

滴戍
”

免罪戍守边境的办法充实二次 ; 又以
“

拜爵
”

奖励的办法
,

一次就把

三万户人家迁徙到北河 ( 今乌加河 )
、

愉中 ( 今哪尔多斯东北部 ) 等地开垦
,

给爵一级
。

按

照秦朝规定
,

拜爵一级即可得地一顷
、

宅九亩
。

这些措施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 利 的 条

件
。

在今河套以北
、

阴山以南倚山带河地区
,

秦时称之为
“

北假
” 。

而北假之所以得名
,

据

《 史记
·

匈奴列传 》裴马因集解
,

是 因为
“

北方田官
,

主以田假以贫人
,

故日北假
。 ”

换句话

说
,

就是田官将土地租借给无田贫民耕种的意思
。

由此可知
,

这时在河套一带已经发展起来

封建经济
,

出现一批地主
、

自耕农和佃农
.

又如
:

鄂尔多斯在秦时称 为
“

新 秦
”

或
“

新 秦

中
” ,

而新秦按照 《 汉书
·

食货志 》 颜师古的注释
,

就是
“

新富贵者
”

的意思
。

这正说明鄂

尔多斯地方自秦统一后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

也出现了封建 的土地私有制度
。

秦朝实行屯垦和移民政策的结果
,

把边疆地区的上地开垦出来
,

就地解决了 驻 军 的粮
一

食问题
,

也减轻 了内地人民繁重的负担
.

秦始皇
“

使黔首自实田
” ⑥的法令就是让有田的百

姓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
,

国家以确认土地的私有权
,

这是秦朝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基

础
。

在此情况下
,

地主只要按照封建国家的规定缴纳赋税
,

就可以无限制地兼并土地
,

这就

必然要开拓边疆
,

因而在河套一带也就有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
.

九 原郡和中原地区一样
,

秦
“

以诸侯为郡县
,

人人自安乐
,

无战争之患
”

,玉的局面也出现 了
。

秦朝时期九原郡发展最快的标志就是人 口的大量增加
.

这里不仅 有 以
“

滴 戍
”

和
“

拜

爵
”

的办法迁徙而来的一大批人
,

还有修筑长城的罪犯和屯驻的军队
,

人数是相当多了
。

他

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
,

这不仅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同时使这个地区

的畜牧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

早在秦统一之前
,

其实力就很雄厚
.

它
“

西有

巴蜀汉中之利
,

北有胡貉代马之用
”

几字
。

这里所说的
“

胡貉代马之用
” ,

主要是指北边的少

数民族
,

包括林胡
、

楼烦
、

匈奴等
,

他们的畜牧业是很发达的
。

秦朝就在这个基袖上出现了
“

致马千匹
,

牛倍之
,

羊万头
,

粟以万钟计
” , 的富有之象

.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

使这个地

区的牲畜
“

衔尾入塞
” ,

并使畜产品源源输入中原地区
.

在秦朝统一 的封建国家里
, 九原郡不仅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

,

也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和商

品交换的发展
,

包 头 地 区 出土的文物中有秦
“

半两
”

锡币见就是例证
.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



货币都不一致
,

在包头市麻池乡曾发现
“

安阳
”

布范
,

说明战国时期在这里就使用过赵国的
“

安阳
”

铜币
。

秦朝建立以后
,

为了加强统一
,

对币制进行了改革
。

黄金为上币
,

以锰为单

位 ; 铜钱为下币
,

统一为圆形方孔的
“

半两
”

钱
。

这就克服了过去因标准不同而换算困难的

混乱现象
,

也就便利了各族人民的经济交往和 国家赋税的征收
。

到了这个时候
,

国家的强大

与统一
,

更促进了九原郡的发展与繁荣
。

从 以上情况来看
,

在秦朝时期包头地区得到了进一

步的开发
。

三
、

秦朝灭亡后匈奴重占包头地区

匈奴自被蒙恬率领的秦军打败以后
,

逃往漠北
,

有 }
4

余年的时间不敢南下进犯
。

秦亡
,

长城沿线的戍卒散走
,

匈奴乘机崛起
。

在战国后期
,

匈奴在头曼单于时就出现 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游牧经济
,

氏族公社

逐渐瓦解
,

阶级社会逐渐出现
。

到了公元前 2 0 9 年
,

头曼单于之子冒顿 ( 音墨毒 ) 杀其父

而自立为单于时
,

奴隶制政权便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
。

冒顿单于乘刘邦和项羽在中原相争

的机会
,

东灭东胡
,

西击月氏 ( 音肉只 、
,

南并楼烦
、

自羊
,

重新占领了河南地 ( 今河套黄

河 以南地 区 )
,

进抵燕
、

代 ( 今河北
、

山西两省北部 、
,

又向北征服了浑庚
、

屈射
、

丁零
、

扁昆
、

薪犁等部落
,

于是匈奴控制了 当时中国东北部
、

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
, “

控弦之士

( 骑射部队 ) 三十余万
” ,

L势力空前强大
,

从这 时起包头成为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
。

包头为

我国北方要塞
,

自古以来
,

阴 山山脉隔绝我国北方的南北交通
,

那时南北往来
,

都要通 过今

包头市昆都仑河 ( 古名石门水 ) 河谷
。

古代活动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
,

不可能凿 山湮谷
,

修筑

道路
,

只能选择这条河谷做为通道
,

所以包头在我国历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犹如沟通

阴 山南北的一座桥梁
。

据隋代的 《 冀州图 》 说
,

出塞的道路
“

自周
、

秦
、

汉
、

魏
,

前后出师北伐
,

唯有三道
.

其中道正北发太原
,

经雁门
、

马邑
、

云中
,

出五原塞 (汉朝时包头为五原 )
,

直向龙城
,

即匈

奴单于 十月大会
,

祭夭地之所也
. ” 。 由此可知当时得路经包头去漠北参加龙城大会

。

匈奴政权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
。

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北方的匈

奴 已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社会
。

从此结束了我国北方有史 以来各族游牧氏族
、

部落互不统

属的分裂局面
,

实现了北方局部地 区的统一
,

并推动了这个地区畜牧经济及其他各种经济的

发展
。

包头地区在秦朝时期为中原王朝与匈奴统治者争 战的焦点
,

也是中原人民与边疆各族联

系的纽带
,

它对边疆地 区的历史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

注释
:

① 《 史记 》
“

秦始皇本纪
”

与
“

蒙恬列传
”

均作三 十万
;
而 《 匈奴列传 》 作一卜万

。

② 《 包头经济与社会 》一“
“

古代历史沿革
” 。

③参考 《 中国历史地图集 》 第二册的郡界
。

中华地图学社 1 9 7 5年版第 5 一 6 灭
。

④ 《 史记 》 “

秦始皇本纪
”

作三十四县
:
而 《 史记 》

“

匈奴列传
”

与 《 汉书 》
“

匈奴传上
”

作四十四县
。

⑥ 鄂博
:

蒙语土堆的意思
,

泛指防御工程
。

⑥ 《包头经济与社会 》一 书
“

秦长城
” 。

②唐晓峰等 《 内蒙古西 北部秦汉 长城调介 记 》
。

见 《
_

七物 》杂 志 1 9 : 7年第 5 期
。



⑥ 《 史 记
·

蒙恬列传 》
.

⑨ 《 包头经济与社会 》一i ,
“

余直道
一

比端遗 址
” ;

史念海 《 秦 改道遗迹的探索 》
。

L以上所引见 《 史记 》
“

秦始皇本纪
” 、 “

李斯列传
” .

@ 以上所引见 《 史记
·

t 父腹列传 》
。

钟
,

此处为古量器
。

汉 {吐的钟一般容量一石
,

三刃十钟即三 十石
.

L 《 史记
·

兄错传 》
。

⑥ 《 史记
·

秦始皇 本纪 》 集蹂
·

斤引徐广
: ;色

@ 《 史 记
·

秦始皇本纪 》
。

⑥ 《 战国策
·

秦策 》
。

L 《 史 记
·

货殖列传 》
。

。 (( 包头经济与社会 》一 l。
“

秦代文化遗存
` 。

L 《 汉书
·

匈奴传上 》
。

L 《 太平寰宇记 》 卷四 卜九
“

云州云中县
”

下所引
。

( 责任编辉 艾 思 )

《 阴山学刊 》负资人应遨参加 《 高等

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 通讯编辑会议

全国 《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 ( 国家教委委托上海高教局与上海师大合办 ) 通讯编辑

会议
,

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九 日至十二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

全国近六十家高校学报同人为

加强彼此联系
,

总结办刊经验
,

理顺通讯编辑机制
,

聚会一堂
,

切磋交流
。

《 阴山学刊 》 作为特邀代表
,

由编辑部负责同志参加 了这次会议
.

并在会议上 介 绍 了

《 阴山学刊 》的有关情况
,

受到与会代表的注视
.

会议寄希望于 《 阴山学刊 》
,

进一步提高

质量
,

加强特色
,

共同努力
,

于 《 文摘 》 多加摘发与介绍
。

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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