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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北的漠南草原地带，于公元前105

年为接受匈奴左大都尉投降而筑，是自

西汉以来文献所载的唯一一座真正为接

受敌人投降而建的受降城。2013年5月3

日，新忽热古城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顶帐房古城遗址，位于乌拉特前

旗黑柳子三顶帐房村南0.5公里处，古

城东西长1120米，南北宽近1000米，西

墙和南墙西段部分残高3～4米，其他部

分残高1～2米，呈土垄状。城东北角有

较大型夯土台地，似为角楼遗址和角楼

附近建筑物遗址。古城中部偏南有较大

建筑台基。城内遍布建筑材料，曾出土

有汉代瓦当和“长乐未央”铭文砖，此

为其断代的依据之一。城中出土的器物

有陶制罐、瓮、瓶、盆、鼎以及两汉五

铢和新莽大泉等货币。除了两汉的器物

外，还出土有环状石器和典型的战国大

铁鼎，这证明汉代之前，此处已成为要

地。古城遗址的西部和东北部有大量的

古墓葬。

沃野镇古城遗址，位于乌拉特前旗

苏独仑乡东南5公里处，建于北魏。古城

东西长1040米，南北长680米，南墙东

部还有东西约340米，南北约200米的外

墙。城墙残高0.5～13米。城东北角有一

高大夯土堆，可能是角楼遗址。城内到

处有砖瓦和碎陶片，曾出土有瘦莲花纹

瓦当，均属北魏遗物。

临河区八一乡古城遗址，位于临河

区八一乡东3公里处公路北侧，是一座汉

代古城遗址。该城南北长约450米，东西

宽210米，平面呈“目”字形。城内东北

部和中部有两处台地为古城的建筑区，

出土大量砖瓦和陶器残片。城正北2公里

处有汉代砖石墓葬群。

除上述古建筑遗址外，还有乌拉

特中旗的城圐圙古城、石兰计山口南西

夏古城、乌拉特前旗增隆昌古城（汉、

北魏）、城二古城（汉、唐）、张连喜

古城、城台子古城（北魏）、西山咀

晚唐遗址、麻个奈古城（北魏）、五

原县西土城古城（汉、唐）、蔡家地古

城（汉）、向阳乡西夏遗址、五份桥古

桥（汉）、临河的黄羊木头古城（汉）

等。

遗址遗迹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研

究历史的实物例证，也是启发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物。他们是一个地

区的记忆，是地区历史的见证者。作为

敕勒川地域文化的支撑，它们同样也是

北疆文化重要的力量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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