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视野
WENHUASHIYE敕勒川文化

57

门起兵反抗并击败了柔然，建立西起里

海，东达兴安岭庞大的草原帝国。由于

突厥汗国的马队越过阴山进入黄河流

域，他们与中原王朝隋唐的关系开始变

得紧张起来。

于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

583年），为阻止突厥南下，隋王朝在

黄河几字弯东南角，建立防御工事，就

是今天的十二连城。开皇七年（公元

587年），隋文帝杨坚设榆林县，加强对

十二连城地区的管理，到隋炀帝大业五

年（公元605年），杨广把榆林、富昌、

金河三县合并为榆林州，即今天陕西榆

林市千余年前的雏形。

而十二连城地处险要，历来是突厥

汗国与中原王朝反复争夺之地。隋末农

民战争爆发后，边关烽火连天，突厥军

队渡过黄河占领十二连城，直到唐贞观

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收复

十二连城，改称胜州。

唐王朝与突厥的战与和，是唐朝北

部边疆的最重大的问题。为防止突厥反

叛，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

朔方军大总管张仁愿设西、中、东三个

受降城，而其中的东受降城设在十二连

城的黄河对岸的今托克托县域内（西

受降城在今乌拉特中旗、中受降城在

包头）。受降城均有军事和行政管理职

能。

唐人李益有诗《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唐代诗人对三个受降城，包括

四周边关风物与景观最形象的素描。

隋唐时期，东受降城也经常在秋季 

开放“马市”。突厥部民可以与中原王

朝在秋季“马市”互通贸易，这加强了

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贸交流。

边关将士与民间百姓也利用黄河滩涂从

事农业耕作。这一带有肥沃的黄河冲积

平原，没有战事的年代，这里也曾沃野

无垠麦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

十二连城的边关防御作用，经西

夏、辽，一直到明代末期，都是兵家必

争之地，或者说是发生在黄河几字弯东

北角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历史的长河

中交流与碰撞的节点地区。

春风浩荡，大河奔流。立于隋唐胜

州古城的城墙上，胸中突然涌出唐代边

塞诗人孟浩然的诗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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