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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场革命。迤逦于阴山南麓的群峰丘

陵之中战国赵长城，是我国最古老筑的长

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农耕文明推向阴

山南麓。这两件大事，也为秦汉时期统一

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

重要基础。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写

有《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一诗：“骑

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

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并在《内

蒙访古》写道：“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

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

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

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

守思想宣战。”

 二是西汉末年昭君出塞，胡汉和亲，

推动汉族和匈奴和平友好。西汉元帝时，

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觐见期间“自言愿

当汉家女婿”，宫女王昭君“乃请掖庭令

求行”。王昭君出塞和亲，不仅自己为汉

匈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子女和后裔

继续维护汉匈友好。王昭君被誉为“民族

友好的使者”，“民族和结的象征”，成

为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巾帼

英雄。1963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谒昭君

墓》诗中写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

和亲识见高”，高度赞扬王昭君在历史上

的进步作用和胡汉和亲的重大意义。

 三是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了中国

北方，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公元4世纪初，

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南迁到敕勒川一带的拓

跋鲜卑建立代国，定国都于盛乐（今和林

格尔县境内），386年建立魏国，盛乐成为

内蒙古草原第一都。398年迁都平城（今山

西大同），494年迁都洛阳，史称北魏，与

南朝刘宋政权相对峙。鲜卑族是内蒙古地

区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称

雄祖国北方一个半世纪，不仅经历本民族

的蜕变和促进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为

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注入少数民族的因素，

为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

献。位于敕勒川地区的“北魏六镇”，其

镇将后代杨坚建立隋朝，李渊建立唐朝。

隋唐时期是我国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大一

统时期。

 四是元代敕勒川是纵贯大漠南北、横

联欧亚的交通枢纽和各种文明的交汇之

地。1206年，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一代天

骄”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大

蒙古国。从此，蒙古族走向中国和世界的

历史舞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

朝，结束了从五代十国到南宋370多年多

政权并列的历史，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

的大统一，其稳定疆域超过汉唐的极盛时

期。元代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越来越

长，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浩荡主流。

蒙元时期时期的敕勒川，是中原通往漠北

漠西以至中亚、欧洲的交通枢纽，是草原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促进了游牧文明和

农耕文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敕勒川上的丰州城，是塞外一座比较繁华

热闹的城市。元代名臣、诗人刘秉忠《过

丰州》中“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

两秋”的诗句，写出了这里驿路的四通八

达。至今保存完好的辽代白塔，塔内刻

有辽、金、元、明游人题记近200条，除

160余条汉文题记外，还有古波斯、古叙

利亚、八思巴、回鹘、蒙古文等题记数十

条，生动说明不同文明在这里的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