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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时期敕勒川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四）
——文物菁华折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

□  赵俊峰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

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封建社会

进入了大一统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

敕勒川称为白道川。据《寰宇记》载，

白道在原阳镇(在今呼和浩特附近)之

北，“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土白如石灰

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阴山路也”。

此时，突厥、回纥等民族在蒙古高原先

后崛起，敕勒川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

与突厥、回纥等民族碰撞交流和相互往

来的重要地带。公元599年，突厥突利

可汗降隋，隋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嫁

义成公主，先后筑大利城（位于今和林

格尔）金河城（位于今托克托），属民

分布于大青山南麓区域驻牧。启民可汗

自率领部众内迁后，在隋朝的支持和保

护下，部众生活安定，畜牧业生产迅速

发展。启民曾上表谢曰：自将部众投归

圣朝以来，“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马，遍满山谷”。他表示诚心归

服，愿意“千万世与大隋典羊马”。607

年（大业三年）春正月，启民可汗入隋

都长安朝见炀帝。夏五月，炀帝巡行至

榆林（时改胜州为榆郡，治所在今内蒙

古准格尔旗境内)，启民和义成公主同至

行宫觐见，并上表曰：

臣荷戴圣恩，言不能尽。臣今非昔

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率部落

变改衣服，一如华夏。

炀帝尊重突厥的文化和习俗，认为

“毡裘卉服，各尚所宜。……但使好心

孝顺，何必改变衣服”！

唐初，由于受中原动乱牵制，无暇

顾及突厥势力。随着中原的稳定，唐朝

对突厥开始出击，在白道川碛口（今乌

拉山东口、昆都仑河上游)等战役中重挫

突厥军，唐突双方关系一度缓和稳定。

679年，南迁的东突厥北返建立后突厥汗

国，唐与突厥的矛盾再度升级，敕勒川

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包头北

部的达茂草原成为东突厥牙帐。为稳固

北疆，公元708年（中宗景龙二年）春

三月，唐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于黄河以

北、阴山以南，筑东、中、西三受降城

（故址：东受降城在托克托县南，中受

降城在今包头市西北，西受降城在今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