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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张久和

(内蒙古大学　蒙古史研究所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 摘 要] 秦朝军事占领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以后 , 筑长城 ,置郡县 , 修筑道路 , 发展农业 , 实行统一的政

治 、经济 、军事 、文化制度 ,加强古代内蒙古同中原的联系。中原政权如秦朝统治内蒙古的历史同样是古代内

蒙古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的所在 ,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

合 ,使古代内蒙古成为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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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221年 ,秦灭齐国 ,结束战国七雄割据局

面 ,秦王嬴政称始皇帝 ,建立秦朝 。前此 ,秦国得今鄂

尔多斯高原东北部 ,又相继灭赵 、燕二国 ,得赵 、燕所设

云中 、雁门 、代 、上谷 、右北平 、辽西等与今天内蒙古有

关的郡地①。秦朝建立后 ,派军队向北击败匈奴 ,把内

蒙古阴山以南地区纳入版图。秦朝在北部地区筑长

城 ,置郡县 ,修筑道路 ,迁徙人口 ,发展农业 ,对古代内

蒙古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秦朝对内蒙古的统

治 ,是内蒙古地区史上的重要内容 。在参编的《内蒙古

历史地理》第一章中 ,曾对秦朝经略古代内蒙古的历史

情况做过初步叙述 ,现在看来存在许多不足 ,利用文献

和考古材料予以补充和修订 ,是适时和必要的 。就民

族史和地区史的研究情况看 ,学界虽对中原政权包括

秦朝在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有一些探索 ,但还滞后于对

广义蒙古史所涉古代北方诸民族史的研究 ,这与古代

内蒙古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称 ,也不利于全

面客观地看待内蒙古的历史。重视和加强中原政权统

治开发古代内蒙古历史的研究 ,对于扩展思路 ,从多角

度思考问题 ,也许不无裨益。

一 、秦朝占据“河南地”和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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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末年 ,匈奴南界驻牧于今鄂尔多斯高原 ,与秦

隔昭襄王时所修长城相望。秦始皇吞灭六国 ,建立统

一王朝以后 ,认为与京畿之地相连的鄂尔多斯高原上

的匈奴人对秦朝是潜在威胁 ,寻求解决自战国时期即

已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从秦北方形成的压力 。公元前

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从上郡(治今陕西榆

林县东南)出巡北部边地 ,视察边防 。适值受命入海 ,

求仙人不死之药而毫无结果的燕人卢生归秦 。为免遭

罪罚 ,揣测到始皇戒备匈奴(胡)心理或观察出当时局

势的卢生上奏谶纬书 ,称“亡秦者胡也” ,以迎合秦始皇

打击匈奴 、解决北边防务的意图。“胡”是匈奴自称 ,中

原华夏族沿用作他称 。这一谶言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

始皇伐胡的决心 ,于是派将军蒙恬率兵 30 万② 北击

匈奴 ,匈奴大败 ,北退 700余里 ,秦军“悉收河南地”③。

其间 ,秦兵越过北河(今乌加河及内蒙古境内东流段黄

河),相继攻取了高阙(今乌拉特前旗大坝沟口)、阳山

(今临河市西北狼山)和北假(约当今乌加河与黄河形

成的河套地区)等战略要地 ,秦朝北方疆域扩展到了黄

河北岸 、阴山南麓一带 ,占领了今天内蒙古乌加河以南

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广大地区 。秦代 , “河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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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史记·匈奴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作“略取河南地” 。这里
的“河”即“北河” ,秦汉魏晋时指今巴彦淖尔盟乌加河 , 当时是黄河主河
道 , “河南地”指乌加河以南地区。

《史记·秦始皇本纪》 、《蒙恬传》、《主父偃传》等均作 30万 , 《史
记·匈奴传》记作 10万。

关于战国时代燕 、赵 、秦诸国进入内蒙古部分地区筑长城 、设
郡 ,及秦灭燕 、赵 ,占据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历史情况 ,请参阅拙文《战国
时代燕 、赵 、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 ,载《内蒙古大
学学报》200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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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远比现在要好 ,其地理位置对于秦和匈奴

都十分重要 ,是在军事力量允许情况下双方必争之地。

从历史上“河南地”的得与失 ,也可反映出中原政权与

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实力的强弱 。秦得“河南地” ,标志

着在与匈奴的对峙中 ,占得优势 。次年(前 214),秦又

沿黄河天险设置障塞 ,巩固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卫。

为了阻止匈奴南下 ,秦朝征发劳工 ,西起临洮(今

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东部),利用地形地势修

筑长城 ,绵延万余里 。截止目前的实地勘察① ,在今内

蒙古境内的秦长城遗迹走向基本查清。乌海市卓子山

山岭西侧有一段长城遗迹 ,可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

由乌海市过黄河向北 ,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中难觅长

城遗迹 ,而始见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北面 ,向东蜿

蜒在狼山 、查石太山上 ,于郜北乡南境进入乌拉特前旗

小佘太乡北境 ,继续沿查石太山顶北侧向东延伸 ,经苏

计沟 、灰腾沟 、板申图沟后 ,复入乌拉特中旗郜北乡梁

五沟林场 ,再东行约 2公里东南折入固阳县西斗铺镇。

秦长城在乌拉特中旗段全长 190 公里 ,乌拉特前旗段

约 25公里 。秦长城遗迹大体经固阳县中部向东伸延 ,

全长约 90公里 ,经大庙乡陈家村南坡向东伸入武川县

哈拉门独乡 ,大体东行经哈拉合少乡 、纳令沟乡 、蘑菇

窑乡 ,在大青山乡什尔登村折向东南行 ,翻越大青山顶

伸向南麓 ,经大兴有村 、白彦山村 、魏家窑村 、崞县窑子

村 ,至冯家窑村南进入呼和浩特市郊区毫沁营乡境内 ,

武川县段秦长城遗迹全长约 95 公里。在呼和浩特北

郊 ,秦长城沿大青山南坡向东南方延伸 ,至坡根底村与

赵长城相交 ,继续东行 ,证明秦修缮沿用了部分赵长

城。后经东干丈村进入卓资县旗下营 ,沿大黑河北面

山地向东蜿蜒 ,至三道营乡蒙古营村后的大黑山顶 ,沿

南坡山脊下行 ,穿越大黑河谷 ,大致经保安乡等 ,自羊

圈乡大苏计一带进入丰镇市境内。秦长城遗迹自丰镇

麻迷图乡伸入察右前旗老圈沟乡察汗贲贲村西 ,东行

呼和乌素乡黑沟村南 ,直至口子村中断 。据查 ,秦长城

在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境有一段遗迹 。自呼和浩特市北

郊至兴和县境 ,仅可见到局部秦长城遗迹 ,主要因为这

一地段多为东西横亘的大山区 ,可以作为天然屏障 ,与

《史记》秦筑长城 , “因地形 ,用制险塞” , “因边山险 ,堑

奚谷谷 ,可缮者治之” ,即利用一些陡险的山势 ,只在坡缓

地带修筑墙体的记载相符 。秦长城自兴和县高庙子乡

进入河北省境内 ,经尚义 、张北 、丰宁等县地 ,至围场县

三义永乡东部伸入赤峰市松山区东山乡二龙库村 。秦

长城沿用了战国燕北长城北线② ,经松山区 、敖汉旗 、

奈曼旗 、库伦旗等地 ,进入辽宁省阜新市八家子村境

内。

秦朝循今黄河沿岸 、阴山山脉 、赤峰丘陵一线构筑

了一道绵长的军事防御体系 ,实际上也成为秦朝与古

代北方各族的疆域分界线 。秦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及北

方广大地区 ,是匈奴 、东胡等游牧民族 ,秦长城以南的

内蒙古主要居住着郡县之民。自战国有明确文献记载

以来 ,这种大体以长城作为中国古代农业和牧业国家

分界线的格局逐步形成 ,到秦汉 ———匈奴时期更为明

确。《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云:“先

帝制:长城以北 ,引弓之国 ,受命单于;长城以内 ,冠带

之室 ,朕亦制之” ,明确表述了长城作为两个不同生产 、

生活方式古代国家疆域界线的事实 。只是中原各代所

筑长城走向 、长度各有不同 ,亦即中国古代农业和牧业

国家的地理边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历史上中原政权

以长城作为古代邻国边界线的现象 ,多发生在早期古

代民族融合不频繁时期。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

方民族大规模南迁或南进 ,古代长城则多不兼备这种

功能了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原政权如

秦汉等 ,都不是中国的代称 。秦汉只是中国古代历史

上的两个国家政权 ,匈奴也是与秦汉同时期存在的古

代国家 。历史的演进 ,使汉匈两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成

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城以北非中国

论” ,混淆了中国古代中原国家与近现代中国的概念 ,

也割断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难以立足是显

而易见的 。

秦朝在北方边疆长城沿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凸

显出统治者对北边防御的重视 。深得始皇信任的大将

蒙恬驻守上郡 ,领兵 30万 ,公子扶苏代表朝廷随军监

督。从秦长城遗迹走向看 ,今内蒙古地区秦长城以南

的巴彦淖尔高原 、鄂尔多斯高原 、呼和浩特平原 、乌兰

察布丘陵 、赤峰丘陵和科尔沁沙地等部分地区 ,属秦朝

版图 ,统治者设置郡县 ,进行管辖。

二 、秦朝管辖内蒙古地区的郡县

秦朝建立以后 ,进一步完善春秋战国以来实行的

郡县制度 ,分全国为 36 郡 ,普遍推行郡县制 。秦郡有

守 、尉 、监等官职 ,据《史记·集解》引《汉书·百官表》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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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战国燕北长城北线遗迹 ,有许多资料发表 ,可参看《战国
时代燕 、赵 、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一文的引用和
归纳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 2期。

内蒙古境内秦始皇长城遗迹的调查 ,文物考古专家多年来做
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其中也有一些误断。鉴于《中国文物
地图集·内蒙古分册》的编写需要 , 李逸友先生在 1996年至 1999年期
间 ,对内蒙古 、河北等境内的秦长城重点地段进行了复查 ,综合已有资
料和复查收获 ,发表了《中国北方长城考述》(载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
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主办《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 1期)一文 , 秦
长城的走向一段主要参考吸收了李先生的综合成果 ,比《内蒙古历史地
理》第一章有关部分增详不少。



郡守掌一郡行政军事 ,有丞辅助;尉掌兵权 ,佐助郡守

处理军务;监代表朝廷 ,监察一郡事务。秦在各郡下设

若干县①。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占据

河南地后 ,于阴山以南黄河沿岸筑设 44(一说 34)座县

城 ,迁入人口 ,从事生产 ,同时防边 。

秦朝 36 郡中的北地郡 、上郡 、九原郡 、云中郡 、雁

门郡 、代郡 、右北平郡和辽西郡等管辖过今内蒙古部分

地区 。

北地郡 ,战国秦征服相邻的西戎义渠以后设置 ,秦

朝保留建置 ,辖地因蒙恬开拓疆土至阴山而有所北扩 ,

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包括内蒙古鄂托克前旗 、鄂托克

旗 、乌海市等地大致在北地郡统辖范围内 。考古专家

推断 ,今乌海市黄河东面一道长约 30公里的长城遗迹

是秦长城 ,乌海市区北约 15公里的新地古城可能始筑

于秦代 ,是临黄河所筑 44座县城之一
[ 1]
。

上郡 ,战国魏置 ,秦惠文王时魏纳上郡 15县于秦 ,

秦沿用上郡建置 。秦昭襄王时筑长城 ,北段经由鄂尔

多斯伊金霍洛旗 、东胜 、达拉特旗 、准格尔旗等地
[ 2]
,秦

上郡辖地北延至战国秦长城南侧 。秦朝上郡 ,治肤施

(今陕西榆林县东南)。因鄂尔多斯全境尽为秦有 ,上

郡西境已不以秦昭襄王长城为界 ,向西扩展许多 ,今内

蒙古鄂尔多斯东部乌审旗 、伊金霍洛旗 、东胜及准格尔

旗等地在秦代为上郡辖地 ,西与北地郡为邻 。秦上郡

所属广衍县城址即今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 。在古城

附近发掘的Ⅰ-Ш 期的 14座墓葬的葬式和随葬品 ,有

与关中及其它地区秦墓基本类同的秦文化特征。古城

内地表散布的瓦当 ,也是具有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在

广衍故城南面约 20公里的伊金霍洛旗新庙子 ,有一时

代相当的古城;它的北面约 35公里暖水乡榆树壕 ,也

有一座时代迄于东汉的古城
[ 3]
,是否属上郡属县故城 ,

还需证明 。

九原郡 ,战国赵建九原城② ,秦败赵国 ,占据九原 ,

秦朝置郡 ,治所在今包头市西郊麻池古城北城(一说为

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在黄河北岸 ,秦长城遗

迹始见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北面 ,沿狼山北坡东

行 ,经乌拉特中旗南缘地带 、固阳县中部进入武川县。

秦九原郡北部止于长城 ,南界至于黄河以南 ,与北地

郡 、上郡相接 ,大致今内蒙古黄河以北的磴口县 、杭锦

后旗 、临河市 、五原县 、乌拉特前旗 、包头市区 、固阳县

南部及黄河以南的杭锦旗 、达拉特旗等地都是秦朝九

原郡的辖区 。九原郡是北上漠北 ,南下关中的交通枢

纽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云中郡 ,战国赵占据林胡 、楼烦地后置郡 ,秦灭赵 ,

承赵国建置 ,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

城村古城 ,西邻九原郡 、上郡。在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

的哈拉板申西古城内发现了秦代建筑遗址和遗物 ,证

明该城系秦代所筑 ,应是云中郡的属县 ,也是秦临河所

筑 44座县城的一处城址
[ 4]
。秦长城经武川县西南进

入呼和浩特市区北郊 ,东南方伸延进入卓资县旗下营 ,

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属云中郡。大体

上 ,今秦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 、土默特左旗 、

托克托县 、清水河县 、和林格尔县及武川县西南部等在

秦云中郡的管辖之下 。自云中郡北可越阴山进入漠

北 ,南可渡黄河接近中原心腹之地 ,自古为中原政权和

北方民族政权必争之地。

雁门郡 ,秦沿袭战国赵建置 ,治所在善无(今山西

右玉南)。秦长城遗迹经卓资县中部 、丰镇市西北 、察

右前旗南部 ,雁门郡辖境除有山西北部外 ,还大体囊括

内蒙古凉城县 、丰镇市及卓资县 、察右前旗南部。雁门

郡西毗云中郡 ,是北入漠北的交通孔道之一。

代郡 ,秦沿袭战国赵建置 ,西接雁门郡地 ,治所在

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今内蒙古兴和县高庙子乡南

境有一段秦长城遗迹 ,表明兴和县南部曾是秦朝疆域 ,

可能归属代郡。

右北平郡 ,战国燕置 ,秦沿袭 ,治所平刚(今内蒙古

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秦灭燕后 ,在燕右北平郡

所属城镇基础上继续扩建 ,把这里作为统治燕北地区

的重镇 。右北平郡处在战国燕所设五郡当中 ,自战国

至秦汉一直是中原政权通向漠北东部即今锡林郭勒草

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道路 。秦始皇长城东段大体

修缮沿用燕长城 ,沿线南侧发现大量属于战国至秦代

的遗址 、遗物和确定为秦代的文物。今内蒙古赤峰市

南部地区包括喀喇沁旗 、宁城县 、松山区 、敖汉旗部分

都应由秦朝右北平郡统治 。

辽西郡 ,战国燕置 ,秦沿袭 ,治阳乐(今辽宁义县

西),北境应包括燕—秦长城遗迹以南的今内蒙古通辽

南部等地 。

秦代 ,内蒙古部分地区第一次纳入统一的秦王朝

郡县统治之下 ,这是内蒙古地区史上的一件大事 ,使得

古代的内蒙古密切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 ,进一步

成为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和多种文化汇聚交融的地区。

在战国燕 、赵 、秦等国郡县城镇基础上 ,秦朝在古代内

蒙古地区又兴建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既有平民百姓

居住 ,从事各种生产活动 ,又驻军防边 ,带有军镇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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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念海先生认为赵国已设九原郡 ,与云中郡齐名。参阅史念
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 2辑。

《史记·正义》引《风俗通》 :“周制天子方千里 , 分为百县 ,县有
四郡 ,故《左传》去上大夫受县 ,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
县也。”按此 ,秦始皇以前为县下设郡。



是秦朝北方防御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为了便于上传

边情 、下发旨令 ,秦朝又从秦都咸阳北至九原修筑了

“直道” ,把秦朝中心地带同北方边区直接连在了一起。

三 、秦都直通九原郡道路的修建

秦朝确立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统治以后 ,秦始

皇为巡视北边防务 ,加强集权统治 ,公元前 212 年(秦

始皇三十五年),命令蒙恬负责修筑从秦朝都城咸阳通

向九原郡的“直道” 。《史记·蒙恬传》载:“始皇欲游天

下 , ……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 ,堑山堙谷 ,千八

百里。”直道由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向北 ,

通抵九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麻池古城北城),全

长 1 ,800里(秦里),成为连接关中平原与鄂尔多斯高

原的交通要道 ,也是当时由秦朝统治中心咸阳地区到

达边塞九原郡一带最为捷近的道路 ,加强了秦代内蒙

古中南部地区同各地区尤其是秦朝中心地区的政治 、

经济 、文化联系 。

直道的具体走向 , “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

光宫遗址北行 ,至子午岭上 ,循主脉北行 ,直到定边县

南 ,再由此东北行 ,进入鄂尔多斯草原 ,过乌审旗北 ,经

东胜县西南 ,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 ,到达包头市西南

秦九原郡治所” 。
[ 5]
即直道于今陕西定边县东北行进入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 ,纵贯乌审旗 、伊金霍洛旗 ,经东

胜区西南的漫赖乡进入达拉特旗 ,在黄河南岸昭君坟

附近过黄河 ,到达秦九原郡治所今包头麻池乡一带。

由此再往北 ,即可越过阴山 ,通向漠北。由于鄂尔多斯

高原沙化严重 ,直道遗迹已多被掩没 ,其中清晰可辨的

是东胜市西南 45公里漫赖乡二顷半村南的一段百米

左右的遗迹。经发掘调查 ,这一段直道路基残宽约 22

米 ,断面暴露明显 ,现高 1-1.5米 ,为当地红沙岩土所

筑 ,可以略见当时直道规模之大。

据文献记载 ,直道修筑之初 ,就得到多次使用 。前

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率左丞相李斯 、少子

胡亥及百官巡视全国 ,游江浙 、山东半岛等地 ,后病倒

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境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

县西北)。李斯等为防天下变乱 ,秘不发丧 ,改始皇赐

扶苏书 ,更立胡亥为太子 。然后从井陉(今河北井陉县

北)抵九原 ,沿直道回到咸阳①。据《史记·蒙恬传》载 ,

秦始皇时 ,“道未就” ,表明直道尚未完全竣工 。《史记·

李斯传》载秦二世“治直道” ,亦可证直道仍需修缮 。但

从始皇百官大队车马自直道北端起点九原 ,经由鄂尔

多斯高原回到咸阳看 ,直道的通行已不成问题 。据调

查 ,在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附近 、东胜市漫赖乡城梁村及

达拉特旗昭君坟附近一线 ,南北长约 200 里左右的直

道遗迹旁 ,目前发现四座秦汉古城遗址 、一些墓葬和残

陶片 、瓦等遗物 ,说明秦汉时代的直道两侧 ,曾有一定

规模的城镇和大量的居民 。直道为后来汉王朝继续开

发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地区起了不小的作用 ,成为汉

朝通向边塞及塞外的重要孔道 。史载汉宣帝甘露二年

(前 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至五原塞 ,次年正月至汉

甘泉宫会见汉宣帝
[ 6]
,匈奴单于一行即从汉五原郡(秦

九原郡)治所南渡黄河 ,循直道而至汉都长安 。

直道是秦朝修筑的一条重要道路 ,便利了秦朝及

以后历代中原政权与边疆地区的联系 ,促进了古代内

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徙 、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 。

四 、迁徙人口和农业开发

秦朝疆域的向北大扩展 ,使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

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除了修缮长城及其沿线的亭障

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 、设置郡县 、修筑道路以外 ,移民

实边 ,发展农业也是秦朝统治者强化对古代内蒙古地

区统治的措施。

公元前 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沿黄河设

44县 ,同年 , “徙谪 ,实之初县” ,即把一批被判罪的人

强行迁入沿黄河傍阴山一线新设的县城 ,充实户籍。

前 211年 ,又把中原地区 3万户人家迁到北河和榆中

(今河套东北岸)等地 。对这部分移民以及自愿迁入边

地的人 ,秦朝官府安排他们居住下来 , “拜爵一级” ,划

给土地百亩 ,宅地 9亩 ,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和土地开

发。农业人口的北徙和不断增加 ,促进了秦代内蒙古

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今天内蒙古河套以北 、阴山以

南夹山带河地区 ,在秦代称为“北假” 。根据古人注释 ,

北假一名是由于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以贫人而得 ,就是

秦朝北方农业官吏将土地分配或租借给无田者耕种 ,

使这一地区的土地得到开发。今鄂尔多斯高原 ,秦代

称作“新秦中” ,因与秦朝故地关中平原相连得名 ,说明

秦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统治非常重视 。

从黄河沿岸设置的诸多郡县和迁徙人口的举措

看 ,秦朝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农业开发的规模不会很小。

当时边郡所产粮食 ,除郡县居民自给外 , 部分应充军

粮。蒙恬拥军 30万 ,驻防上郡十余年 ,其军粮需求量

当十分巨大 ,相当部分粮食应由边郡提供。除此之外 ,

在和平环境下 ,兵士不可能日日养尊处优 ,秦朝在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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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等人之所以不顾始皇尸腐车中 , 绕
路由直道回咸阳 ,清人顾炎武“恐人疑揣”之说不无道理。参阅顾炎武
《日知录·史记注》 。



郡县布置军队 ,一面防边 ,一面军屯 ,解决士兵食粮问

题。史载蒙恬“威振匈奴”
[ 7]
,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

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 8]
,秦朝北边是平和的 。利用这种

局势 ,组织兵士 ,进行农业生产 ,是可能的。总之 ,秦朝

统治者徙民实边 、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促进了

古代内蒙古地区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发。秦朝

国祚虽短 ,但在开发古代内蒙古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西汉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开发古代内蒙古 ,大力发展农

业 ,建设城镇 ,使内蒙古成为当时粮食生产的一个基地

和城镇林立的地区。

考古发现证明 ,在秦长城沿线内侧 ,分布着许多秦

朝修筑或沿用战国燕 、赵等国修筑的城址 。在一些古

城遗址及其附近 ,发现有属于秦代的文物和墓葬。如

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的墙土中包含有战国至西汉之际

的陶片等遗物 ,结合文献记载 ,证明该城是战国赵构筑

的云中城 ,后为秦朝沿用作云中郡的治所 。托克托县

哈拉板申西古城 、乌海市新地古城 、准格尔旗瓦尔吐沟

古城等都是秦代沿黄河修筑的县城 。在瓦尔吐沟古城

遗址采集到的 18件不同纹饰的瓦当 ,有 12 件属于秦

代。古城四周还分布有许多墓葬 ,出土有秦半两钱 、陶

罐以及公元前 235年制作的上郡铜戈。在铜戈及同时

出土的矛和铜壶上 ,还刻划有“广衍”二字 ,证明该城是

史书记载的秦汉时代的广衍县城。在通辽市奈曼旗沙

巴营子古城中 ,发掘出 5件秦代陶量 ,有的刻有秦始皇

26年(前 221)统一度量衡诏文 。在赤峰蜘蛛山遗址的

秦汉地层中 ,也发现 4件秦陶量。在赤峰三眼井古城

中出土的秦代铁权 ,铸有秦始皇 26年统一度量衡诏书

铭文。在敖汉旗四家子秦代遗址中出土了秦朝铁权 、

铁农具(锄 、铲)等。说明秦代秦长城南侧 ,从西到东的

内蒙古地区 ,居住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华夏族居民;继

战国燕 、赵 、秦等国以后 ,中原统一政权开始对古代内

蒙古部分地区进行一定规模的农业开发;秦朝统一的

度量衡制度 ,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得以实行。

综上所述 ,秦朝军事占领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以

后 ,在这里采取了筑长城 、置郡县 、修筑道路 、发展农业

诸多措施 ,实行了统一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文化制度。

从出土文物看 ,秦朝在内蒙古部分地区统治稳定 ,政令

畅通 。承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政权管辖古代内蒙古的

历史 ,秦朝的统治和开发 ,进一步加强了古代内蒙古同

中原地区的联系 。秦朝这个统一中原政权 ,第一次对

古代内蒙古实施政治 、军事上的管辖和经济上的开发 ,

在内蒙古地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后来的历史也产

生了多方面影响 。综观内蒙古古代历史 ,这一地区同

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原政权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北方

民族政权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方民族史是古

代内蒙古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样 ,中原政权如秦朝

统治内蒙古的历史也是古代内蒙古历史重要的组成部

分。古代内蒙古历史是在这一地域内活动的古代各民

族的历史 ,换言之 ,古代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活动 ,创造

了古代内蒙古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古代内蒙古地区

是多种文明碰撞交融的重要地区 ,也是自古以来多民

族生息繁衍的所在 ,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使古

代内蒙古成为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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