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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行谪戍和拜爵等徙民垦殖的政策和

“北假”一带的举措，土地得到开发，包

括今陕北、宁夏和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

一带农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致在秦代

被称为“新秦中”的富庶区域。

第三，秦始皇在北筑长城设置郡县

的同时，为在全国范围加强治理和发展

经济，发展贸易、调发士兵、转运粮饷，

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和进一步统一边

疆，拆除各诸侯割据设施，调动大量人力

在全国开始统一的战略交通建设。先后修

建了由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西北）通

往全国各战略要地及北部边防重镇的“驰

道”，由岭北通往岭南的“新道”，由今

四川南部通往云贵高原的“五尺道”，由

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九原（今内

蒙古包头市西北）的直道。这些道路的修

筑，使得秦的都城和内地与边疆紧密地联

系在了一起。特别是直道，大幅缩短秦都

咸阳与北方九原郡的距离，十分便利秦军

的调动，提高了军队行动上的机动

性，极大地加强了国防，战略意义

重大。

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

载：据史念海先生考察，直道自云

阳甘泉山始，北行陕北与陇东之间

的子午岭，经陕西耀县北上铜川到

陕北吴起县、志丹县，转西北，经

华池县黑老虎岭到定边县南，再

往东北行进入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

区。经乌审旗北，伊金霍洛旗红庆

河乡，直北而上，先后经鄂尔多斯西南二

顷半村、西城梁古城，在达拉特旗境内昭

君坟附近过黄河，直达九原郡。

直道的修通，不但有其重大的军事

意义，而且大大地缩短了秦朝腹地与北

方民族地区的距离，不仅加强了对北部边

疆地区的治理，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

交流，缩短了中原与北疆商业贸易的时间

和距离，方便了各地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往

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秦直道饱

经沧桑，在内蒙古地区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它见证了古代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活

动，证明内蒙古地区是多元文化、多种文

明碰撞交融的重要地区。秦直道不仅是秦

始皇时期的一项重大工程，一直到汉、唐

都对其进行了维护和使用，明朝才逐渐失

去作用，但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处

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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