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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引　子

大 同 地 处 北 纬 39 °54 ′～ 40 °25 ′， 东 经 112 °

53′～113°31′，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西北边缘，（北）

京至包（头）铁路与同蒲铁路的交汇点上，内外长城之间。

自古为三晋之门户，京畿之屏障。正如古人所云 ：大同北

枕长城，南抵雁门，西有河朔之险，东为京师之钥，其战略

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

今大同市全境南北长 57.65 公里，东西宽 55 公里，地

势崎岖，起伏不平。西北高，东南低，三面环山，阴山余脉

有东北走向西南，重峦叠嶂，沟峪交错，海拔高度在 1000

米～ 2100 米之间，素有塞外高原之称。

大同市位干山西省北部，居晋、冀、内蒙交界，是山

西省第二大城市，是晋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商品集

散地。2008 年，全市辖四区七县，总面积 14127 平方公里，

其中城市面积 136 平方公里，总人口 280 万，其中城市人

口 101 万。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是大同盆地的中心。为

山西省第二工业城市，晋、冀、蒙三省 ( 区 ) 和大同各县的

交通枢纽，大同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全市辖左云、

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七个县 ；城区和近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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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城区、矿区、南郊区和新荣区，计 5 镇 22 乡、29 个街

道办事处。 市政府驻迎宾西路。还有云冈的瑰丽、华严寺

的雄浑等。1982 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 24 个城市

一起被国务院首批公布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

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

一、大同的建置沿革

大同之历史，据可靠文献记载，应从战国时期赵武灵

王开辟雁北，设置云中、雁门、代郡开始。武灵王二十六年

（前 296），赵武灵王北破娄烦、林胡后，在进雁北、内蒙古、

河北西北部设置雁门郡、云中郡、代郡，并在阴山（进内蒙

古大青山）修筑了赵长城。大同地区属雁门郡，这是大同

地区历史上有行政区划的最早记录。之后，它的名字先后

亦更为“平城”、“云中”、“云内”、“恒安镇”等。

1. 秦汉魏晋时期的平城县。战国时期，赵国始置雁门

郡。秦统一六国后，于秦王政十九年（前 228）因袭不改。

不过，战国时的郡是比县小的地方行政单位，秦时的郡升

为统县的行政机构。大同是雁门郡平城。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沿袭秦郡县制的同时，又恢

复“封邦建国”，形成郡、国两种制度并行局面。汉高祖六

年（前 201），刘邦以云中郡、雁门郡、代郡 53 县为代国封

地，都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南代王城），先后派其兄弟和子

镇守，藩屏北镇。七国之乱后，汉武帝顾虑郡守专横，又置

十三州刺史，从此州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大同是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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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平城县（治今大同东五里）。王莽时期，雁门郡一度改称

填狄郡，平城改称平顺，仍隶并州。不久，又恢复原来名称。

平城二字，始见于《史记·高帝本传》载 ：汉高祖七

年（前 200）十月，刘邦败韩王信及匈奴于晋阳（今太原西

南），欲乘势逐击匈奴。冒顿遂匿其精兵，以诱汉军。刘邦

不顾刘敬的劝阻，自率军数万先追至平城。冒顿率骑兵 40

余万将刘邦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门外马铺山），七

天之后，得脱围与大军会合。平城由此为人熟知。

东汉初，仍称平城县，属雁门郡。汉灵帝末年，由于

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入迁和骚扰，自定襄以西、雁门、

云中、五原等郡的人民流散，土地荒芜，城池废弃。建安

十八年（213），曹操省幽、并二州入冀州，又分太原郡置新

兴郡（今忻县、定襄、静乐、兴县、岢岚皆其地），治所在九

原 ( 今忻县西 )。同时，又将平城侨居在今忻县附近。这是

大同历史上的第一次荒废和侨置。二十年（215），曹操讨

伐乌恒，平定带地，安集北方散失之民，在今代县东 5 里

处置平城县，属冀州新兴郡。黄初元年（220），曹丕复置并

州，将雁门郡治所由善无（今右玉）迁入关内驻广武（今代

县西）。平城属并州雁门郡（均为同名异地）。此时，雁北各

县名存实亡。

晋永嘉四年（310），晋并州牧刘琨上书，奏请拓跋部

首领猗卢助平刘虎有功，晋室以代郡封其为代公。刘琨将

陉北五县人民迁于陉南（雁门关南），把陉北移交猗卢。建

兴元年（313），拓跋猗卢定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

都，修秦汉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同年，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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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猗卢在距平城南 100 里的黄瓜堆（山阴永静城）修小平

城，派长子六脩镇守，统领雁北南部。咸和二年（327）以后，

雁北和大同相继为后赵石勒、前燕慕容儁、前秦苻坚等占

据。后燕建兴十一年（396），慕容垂命士兵在平城北 40 里

筑燕昌城。

2. 北魏代都平城。北魏天兴元年（398），拓跋魏由盛

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大同市东五里的古

城村）。迁都期间，大同称司州代都平城。《魏书·序纪》载 ：

穆皇帝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又

《太祖纪》载 ：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

建宗庙，立社稷”。又《太宗纪》载 ：泰常七年（422）九月，

“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

阳后，平城为恒州及代郡治所。恒州辖 8 郡 14 县。北魏在

大同建都凡 97 年，历经六帝 ：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

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根据北魏的兴建规模估算，代

都平城在极盛时，拥有人口 100 万以上。孝昌年间（525—

527），平城战乱频繁，人民流散殆尽，后荒废。

北齐天宝七年（556），改北恒州为恒安镇，又名东州

城，隶属恒州太平县（大同西 30 里，亦称西城）。翌年废镇，

仍为北恒州。

北周初（577），宇文觉灭北齐，改太平县为云中县，

属北朔州。恒安镇隶属朔州云中县。

隋开皇元年（581），改云中县为云内县。大业二年

（606），改朔州为马邑郡，恒安镇隶属马邑郡云内县。

唐武德六年（623）置北恒州，七年（624）废。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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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640），置定襄县（由朔州北之定襄城移治），兼云

州治（从内蒙和林格尔移治）。永淳元年（682），为东突厥

默啜所破，州、县俱废，移百姓于朔州。开元十八年（730），

改定襄为云中县，复置云州。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

中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云州。咸通十年（869），置大

同军节度使。

3. 辽、金两朝的西京。大同在北魏之后，历经北齐、

北周。北周建德元年（572），宇文邕改恒安镇为云中，属朔

州。此是大同称云中之开始。之后，又经隋、唐两代。唐中

和四年（884），大同为赫连铎所据。大顺二年（891），李克

用攻占。又经后唐，至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将燕云

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大同也在其中。这是大同历史上的第

二次割让。

契丹人取得雁北地区后，大同仍称云州，设有云州大

同军节度使、云州宣谕招抚使、云州军校、云州慕官等官职，

掌握军事，司理民政。辽重熙十三年（1044），云州升为西

京，府称大同。为辽之陪都。由此，大同名称流传至今。

辽代分道，大同为西京道大同府。大同府辖二州七县。

二州 ：弘州、德州。七县 ：大同县、云中县、大成县、长青县、

奉义县、怀仁县、怀安县。辽代朝廷视西京为重地，派亲王

主持军政大事 ；又设西京留守、西京副留守等职官。同时，

兴建宫室，増筑城墙，城开四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

曰定西，北曰拱极。重熙十七年（1048），析云中置大同县。

辽保大二年（1122），金人占据大同。金袭辽制，分建

五京，设十四总管府，合五京为十九路，大同仍称西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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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五年（1165），建西京宫室，城开三门，南曰奉天，东曰

宣仁，西曰阜成。设西京留守大同尹兼大同路兵马都总管，

领二府十四州。二府 ：大同府、德兴府。十四州 ：丰州、弘

州、净州、恒州、抚州、昌州、宣德州、朔州、武州、应州、

蔚州、云内州、宁边州、东胜州等。

金人取得大同后，设置了数以十计的衙门和官职，如

西京留守、西京副留守、西京路经略使、西京路安抚使、西

京路转运使、西京路提刑按察使、西京警巡使、西京兵马使、

西京太仓使、西京盐运使、西京统军、西京留守判官、西京

户籍判官等等。

4. 元代的中书省大同路。金贞祐三年（1215），元攻占

大同。初为西京，置警巡院。元至元二年（1265），云中并

入大同。二十五年（1288）二月，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元

史·地理志》：大同路，“辽为西京大同府，金改总管府，

元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领司

一、县五（大同、白登、宣宁、平地、怀仁）、州八（弘、浑源、

应、朔、武、丰、东胜、云内）”。

5. 明朝九边重镇的大同镇。明洪武二年（1369），常遇

春收复大同，结束少数民族对大同长达 434 年的统治。七

年（1374），改大同路为大同府，属山西行中书省。之后，

派都督汪兴祖镇守大同。大同府辖 4 州 7 县 ：浑源州、应州、

朔州、蔚州、大同、怀仁、马邑、山阴、广灵、广昌（今河北

涞源县）；宣宁县并入大同县。二十五年（1392）八月，朱

元璋为监督臣民，巩固统治，封其第十三子为代王，营造

王府，驻守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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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七年（1409），明朝为防御瓦剌、鞑靼之入侵，

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先后设置九军镇，俗称九边，大同

镇即其一。朱棣在大同重镇设镇守总兵官，驻大同。由此，

大同称镇。大同镇防区在山西内外长城之间，东跨河北省

一角。所辖边墙（长城），东至枳儿岭（天镇县永嘉堡），西

至丫角山（偏关东北），全长 640 余里。明开国之初，边墙

年久失修，大半倒塌，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修筑边墙。之

后，大同防区有五次较大的修筑边墙。第一次是正统三年

（1438），第二次是正统七年（1442），第三次是正统十二年

（1447）。第四次是天顺三年（1459），兴建“大同两翼”，即

聚乐堡（城东 60 里）和高山堡（城西 80 里）。第五次是嘉

靖十八年（1539），又増筑“边墙五堡”，即镇边堡、镇川堡、

宏赐堡、镇鲁堡、镇河堡。至此，大同镇共辖 583 堡。

同时，为了守御防区内边墙，于洪武四年 (1371) 设大

同都卫。八年（1375）改设山西行都司，二十五年（1392）

移治所于大同城内。山西行都司统领东、北、中、西四路

14 卫，7 个守御千户所。山西境内一般分太原、大同两个

方面。大同方面设有“镇守大同总兵官”1 人，驻大同镇城 ；

协守副总兵 1 人，驻左卫城（今左云县）；分守参将 9 人，

游击将军 2 人，坐营中军官 2 人，守备 39 人，分驻灵丘、

阳高、左云、右玉、威远、平鲁、朔州、天镇、应县、井坪、

广灵、浑源、怀仁、山阴、马邑、聚乐、高山等地，各守一方。

永乐八年（1409），设镇

守总兵官，为镇之最高指挥官。成化七年（1471），设

巡抚。正德八年（1513），设总制，所辖 16 卫所，后改为 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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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823 堡寨，307 座墩台。

大同自设镇以后，边墙不断修筑，驻军人数不断增加。

隆庆元年（1567），分四道，辖九路，驻军人数高达 135778

人，马 51654 匹，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又设总督宣大

都御使和巡抚大同都御使，以进而总理军事，加强防务。

但是，大同地区仍然战事频发。据旧志记载，明正统

至嘉靖百年间，蒙古军入侵十多次。正统十四年（1449）八

月初一，英宗北巡大同返京，途经土木堡时被蒙古瓦剌部

掳走。史称土木之变。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蒙古鞑靼

部的要求下，世宗诏开马市。初开马市于镇羌堡，每年互

市两次，由兵部尚书史道总理其事。后定市法五款，每年

市马 14500 匹。市场另增三处 ：即德胜堡、新平堡、守口堡。

从此，内外互市，以有易无，人民称便，边患缓和。

6. 清朝时期的大同府。清朝立国后，山西称省，大同

府隶山西布政使司。大同府治大同县。顺治五年（1648），

大同总兵姜瓖在大同首先竖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且很快遍

及全省。清廷十分惊恐，先后派八个亲王统重兵围攻大同。

城破之后，清兵屠城一日夜，并将城墙削低五尺。从此，大

同数年间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府治、县治移驻阳和（今阳

高）和城南西南堡。这是大同历史上的第三次荒废和治所

侨置。

顺治八年（1651），总督佟养量、巡按薛陈伟合请恢复

大同府治，清廷批准。后府、县衙门搬回大同城。据《清史

稿·地理志》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大同府辖二州七

县一厅。二州 ：应州、浑源州。七县 ：大同县、怀仁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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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县、灵丘县、广灵县、天镇县、阳高县。一厅 ：丰镇厅。

按明制 110 户为一里，毎里为 10 甲。时大同计 36 里。

顺治九年（1652）改为 14 里。道光十年（1830）计 29 里，

其中民里 17 里，屯里 12 里。民里有 ：南阎里、河合里、平

旺里、永定里、辛寨里、秦城里、口泉里、马坊里、蔚州里、

大外里、小外里、西浮里、杨寨里、鲁一里、鲁二里、徐曈里、

更名里。屯里有 ：后左里、后中里、前左里、前右里、前中里、

前前里、前后里、后右里、后后里、后前里、东余里、西余里。

清末，大同县辖 580 村。其中 ：城东 194 村，城南 177 村，

城西 91 村，城北 118 村。

7. 民国时期的雁门道大同县。民国元年（1912），中华

民国成立后，省自为政，制度不一。大同废府留县，大同县

属北路观察使。1913 年，全国废除府、州、厅的名称，实

行省、县两级制。不久，因省辖县过多，统治不易，遂定道

制。地方行政改为省、道、县三级制。同年 5 月，山西省分

三道 ：即冀宁道、雁门道、河东道。雁门道治大同，辖雁北

13 县，忻县地区 13 县，共 26 县。1919 年，大同全县划为

5 个行政区。第一区治城内，第二区治许堡，第三区治落阵

营，第四区治口泉，第五区治古店。1922 年，全县划为 9

个行政区。第一区治城内，第二区治许堡，第三区治友宰，

第四区治落阵营，第五区治寺儿村，第六区治口泉，第七

区治辛庄，第八区治古店，第九区治宏赐堡。1927 年废道

后，直属山西省。1928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撤销道

一级政区，大同又归省直管。1929 年，仍辖 5 个行政区，

下辖 9 街 585 村（主村 209 个，附村 376 个）。一区辖 8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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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街，二区辖 122 村（主村 56，附村 66），三区辖 148 村（主

村 65，附村 83），四区辖 138 村、1 街（主村 53，附村 85），

五区辖 169 村（主村 27，附村 142）。抗日战争初期，阎锡

山将山西省 105 个县划为 7 大行政区。第一行政区辖同蒲

铁路以东的大同、五台等 17 个县。

1937 年 9 月 13 日，日军侵占大同。10 月 15 日，成立

日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雁北 13

县。1939 年 9 月，改为晋北政厅，隶属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41 年，大同全县划为 2 街 22 个联合村。一区辖治村 10

个 ：云路、九龙、仁和、太平、太宁、善化、朝阳、宏济、北

关、南关。二区辖治村 19 个 ：许堡、聚乐、随士营、常安

堡、北安子、上深峪、阁老山、浅井、上深井、赵石庄、集仁、

尉家东小村、尉家小堡、徐畽、南徐堡、龙堡、友宰、大王、

堡村。三区辖治村 22 个 ：落阵营、小南头、水泊寺、解家庄、

马连庄、小蒲、北村、形家庄、毛家皂、南米庄、马坊、官堡子、

鲁沟、鱼儿涧、西坪、下高庄、张家堡、东寺庄、王家庄、

王渐畽、佛堂寺、吉家庄。四区辖治村 16 个 ：口泉、刁窝嘴、

南信庄、云冈、墙框堡、东韩家岭、赵家小村、时庄、西十

里河、瓦窑、王家园、秦城、平旺、秀女村、羊坊、上深涧。

五区辖治村 19 个 ：古店、梓家庄、陈庄、蔚州畽、倍家皂、

周士庄、上榆涧、肖家寨、花园屯、后铺、镇边堡、镇川堡、

孤山、拒墙堡、得胜堡、镇河堡、西村、镇虏堡、李三窑。

1942 年，调整为 2 街 17 个联合村。1943 年，又改为大同

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同农村开辟抗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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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南以北同蒲为界，北以平绥铁路

为界，建立东西大同县。东大同县属晋察冀边区，辖 7 个区 ；

西大同县属晋绥边区，辖 5 个区。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大同为国民政府接收。阎锡

山在大同成立卫戍司令部和城防司令部，建立第二战区长

官司令部大同领导组，管辖雁北各县，分十、十一两个专署。

1947 年，军政分家，改为山西省政府大同行政公署，管辖

八、十、十一 3 个专署，大同为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

同县辖 5 个行政区，区辖 86 个编治村。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大同市。1949 年 5 月 1 日，

大同被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以大同城、口泉镇、平旺、王

家园等 13 个村组成大同市，隶属察哈尔省。全市划为 5 个

区，一区管城内东北隅和北关地区，下设安益、皇城、太平、

仁和 4 街和白马城村。二区管城内西北隅地区，下设帅府

街、新营街、西门街和宋庄、陈庄、下皇庄、五里店、西水磨、

十里店、十里铺、马军营、新添堡（房子村）9 村（10 个自

然村）。三区管城内东南隅和东关地区，下设云路街、解放

街、大东街、东关街 4 条街。四区管城内西南隅和南关地区，

下设永泰街、太宁街、赐福街、极乐街和瓦窑村、周家店 2

村。五区管口泉地区，下设口泉东街、口泉西街和平旺、王

家园、回去村、拖皮、煤峪口、白洞（同家梁）、岩岭、永定

庄、四老沟、店上（韩家窑）、刁窝嘴、鸦儿崖、忻州窑、南

沟 14 村（16 个自然村）。1952 年 11 月 15 日，察哈尔省撤

销，大同市仍划归山西省，为省辖市，辖一、二、三区和口

泉区。1958 年 6 月市隶属雁北专区，1961 年 11 月复归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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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1970 年 4 月，大同市划归雁北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2 年复归省辖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 4 个区。

1985 年，大同市辖城区、矿区、南郊、新荣 4 个行政区。

下设街道办事处 29 个，镇 5 个，乡 22 个，居民委员会 378

个，村民委员会 356 个，自然村 365 个。

二、古城历史与遗迹

据文献可考者，大同古城至今已有 2200 年以上的历

史。现存的大同城为明初建筑。从汉平城到明大同城，共

修筑五个。

1. 汉平城。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 ：北魏首都平城

的东南，有平城县古城，即汉高祖七年（前 200）十月，刘

邦攻匈奴所至之平城—汉平城。城周回不详。郦氏是北魏

范阳人 ( 今河北涿县 )，中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平城

居官多年，所记汉平城县遗址、北魏首都平城等，应该是

准确而可信的。

2. 北魏代都平城。北魏迁都平城后，在旧平城设平城

县。据文献记载，原汉平城已无城郭，最初仍是逐水草而居，

王室妃妾都住土屋。天赐三年（406）六月，发动 500 里以

内人民始建宫城，位于旧平城西北方。代都平城的建筑情

况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天兴元年（398）七

月至延和三年（434）七月，共 36 年，历拓跋珪、拓跋嗣、

拓跋焘三代，初步建成的宫城有 13 座门，宫城内有宫殿、

宫室、宗庙、社稷、武库等建筑和设施组成。其中，宫 1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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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16 座、堂 3 个（宣文堂、云母堂、皇信堂）、观 2 个（凉

风观、东明观）、苑 3 个（鹿苑、北苑、东苑）、园 2 个（华林园、

永兴园）、池 4 个（东西池、天涯池、灵泉池、鱼池）；还有

玄武楼、西武库、太庙、五石亭、郊坛、方坛、明堂等京师

建筑。同时，还规划了广阔的王畿和郊甸。

宫室主要有东宫与西宫两大建筑。西宫始建于天赐元

年（404）十月，史载“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环墙，周回

二十里”。始光二年（425）“三月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

到延和三年（434）“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

宫之一”。同时，筑平城外郭，周回 32 里。经过这一阶段的

大规模营建后，北魏的代都平城宫城已经初具规模了。据

《魏书》记载，北魏多次移民实都，总数有百万人口。此时，

代都平城已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北方最

大的都市。

第二阶段是从孝文帝延兴六年（476）七月到太和十六

年（492）十一月，凡 17 年，先后建成七宝永安行殿、太和

殿、安昌殿、坤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太和殿等 6 殿，又

营修朱明阁、东明观、皇信堂和思贤门，并新建了各个城

门。其中，在拆毁太华诸殿的基础上建造太极殿及东、西堂，

成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在平城宴飨百官的正殿。到太和

十六年（492）改建后，平城宫城已成一新的宫殿体制。据

文献记载 ：90 多年间，“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

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

平城的郭城周回 32 里，郭城内主要是作为居住区的

坊与举行宗教活动的宗庙及北魏王朝中央的各级机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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