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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赤峰郊区大事记》采取了通古贯今的方法，以时为序，

按编年记事的体制，搜 录了本区自建置以来的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等方面的大事、要事， 对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

但为了说明建置以前的某些 犬事及其起记原委 ， 遂将上限作了

适当 延长 ， 下限一律截止到 1 9 89 年。同时 ， 根据详近略远、厚

今薄古的原则，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做了较为详

尽的记述。本篇的纪年方法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律

用旧纪年，年、月、 日均用汉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则

以公元纪 年 ， 年、月、 日用阿拉伯数字标明。

《赤峰郊区大事记》在各专业志尚未开始先行编写，其目

的在于 为 专业志编写提供线索，以便广纳群言查遗补漏，同时

便于领导和志界同仁斧正误地。此外，也为研究本区的自然

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熟悉郊区，了解郊区，提供一些参考资

料 .

鉴于赤峰市郊区 (原赤峰县) 自 1945 年第一次解放后 至 19 t'2

年，市、县行政建置及领导关系变动频繁， 给记述带来一定困

难。为此，本着志不涉外的原则 ， 对赤峰市 、 县分制时期，只

记了赤峰县辖域内的大事、要事;市县合一时期，则作了全面

记载.同时， 为了 保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真实性 ， 对各个历

史时期原 赤峰县辖域而今属红山区或元宝山区辖域内发 生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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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事、要事，也有所选择的作了略记。为便于查阅，特将《赤

峰市郊区(赤峰县〉解放以来建置沿革记事》附后.

在搜集资料和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区党政领导的关怀和重

视，得到了区档案馆及各专业志同仁的鼎立支持和有关部门的

热情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因编者水平所限，加之历史跨度大，涉及行业多和资料缺乏

等种种原因，本稿定有许多疏漏地误之处，祈望各级领导和志

界同仁不吝赐教，以便修订编辑《赤峰市郊区志 ·大事记》。

编 者

1990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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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6000--约前4000年

在本区河南营子乡小潘家沟村、碱场乡哈拉海洼村、当铺

地乡大兴隆庄村已有原始人类居住。据1989年4月郊区文物普

查考证，比三她分别属"红山文化"早期的"兴隆洼文化"和

"赵宝沟文化" 遗址。这是本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

将本区的人类文明史提前了近 2 千年。

约公元前4000--约前3000年

据1906年以来多次文物考察证明，在本区境内之王家店乡

西水泉、水地乡，拣家营于洒南、当铺地乡上北道等地均发现 l'红

山文化"遗址。这一文化是以西拉木伦河以南赤峰为中心，以

农业为主的先民遗址。

夏商周

1960年在本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发现两种不同的 文化遗

存，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



下层文化"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始，经夏、商延续到西周时

期，跨越时间约2000余年。"夏家店上层文化"晚于下层，相

当于西周中期，经春秋，延续到战国初期。

今本区之境域属幽州地，是商代先民的故乡。今老哈洞流

域〈古称紫蒙JI/ )曾是商代先民的重要活动区域。

春秋战国

今本区境域为山戊地，其后并于东胡，属"土方"部族。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

赤峰地区出现东胡部落。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赤峰地区出现东胡部落联盟。

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

燕大将秦开，北伐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筑长城于

北挠，以御东胡。

燕设五郡，本区今之境域属辽西郡和右北平郡。

秦汉

本区之境域秦为东胡地，后并入匈奴，汉为匈奴左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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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为塞地，后入乌桓，后汉为乌桓地，后入鲜卑。

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命蒙恬北逐匈奴，筑长城阻匈奴南下。今本区英金

搁一带发现一处古长城遗址，当为此时修建。

秦二世无年 (公元前209年)

匈奴强盛，东灭东胡。

汉元朔元年 (公元前 128年)

汉武帝封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本区境域属其北境。

元符元年 (公元前 122年)

汉使博望侯张毒、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玉。左

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犬，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

军救至，李广得脱，尽亡其军。

无狞三年 (公元前 120年)

匈奴数万骑入右北平，杀虏千余人。

元符四年 (公元前 119年)

汉武帝造骤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植于上

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自此，乌桓族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迁至老哈河和英金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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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爵四年 (公元前58年)

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

即与鸟禅幕及左地贵人 ， 共立稽侯棚，为呼韩邪单于。

元延四年 (公元9年)

乌桓叛汉， 附匈奴，随匈奴与鲜卑屡犯汉边境。

东汉建武十一年 (公元35年)

光武初，匈奴、 鲜卑及赤 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掠

吏人。后汉玉朝为巩固边境。 在右北平等郡每郡配备数千兵

力F 在长城、城堡、 障塞处增派守将。

建武二十五年 ( 公元4 9年)

乌桓从塞外转入塞内，南达右北平、辽西、辽东、上谷、

渔阳等五郡。

永无十三年 (公元101 年)

辽东鲜单寇占右北平。

无初四年 (公元117年)

鲜卑寇辽西与 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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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六年 ( 公元 177年)

十二月 鲜卑寇iL西。

建安十一年 ( 公元20 6年)

曹操北伐乌桓，先锋将张辽斩踏顿于阵，并虏其众二十余

万，分置中原各地，乌桓部族在赤峰地区消失。今本区挠域当

归曹操所控，实为鲜卑所辖。

魏晋 ' 南北朝

今本区境域魏为鲜卑可比能地; 晋为鲜卑段民地，后并入

慕容氏为前燕地;荷·坚时为秦地，属幽州，后属平州， 旋改营

州，慕容垂复国后为后燕地。

北魏、 北齐 、 周时为库莫翼地。

晋大康九年 飞公元288年)

鲜卑族首领慕容庞欲讨字文鲜卑 ( 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居

住) ，晋武帝司马炎不许 ， 庞怒，入寇辽西， 杀掠甚众。

东晋永和元年 (公元345年)

慕容鲜卑慕容就北攻宇文部，大破之，俘其民五千余。宇

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和库莫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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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登国二年 (公元388年)

今赤峰地区为库莫吴居住地。

十二月 北魏首领拓跋瑾〈鲜卑族)率军到松漠地区开拓

疆土。

晋义熙九年 北燕大平五年 (公元413年)

契丹、库莫吴降燕。

北魏兴光元年 (公元454年)

库莫真向北魏献名马。

皇兴元年 (公元467年)

库莫吴、契丹向北魏朝贡。

太和三年 〈公元479年〉

契丹、库英美遣使向北魏朝贡。

当时在今赤峰地区一带居住的契丹族，酋长称莫弗贺勿，

比时岁常向北魏朝贡。

北齐天保四年 (公元553年)

北齐大举袭击契丹，俘其民十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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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今本区境域均属契丹地。

隋开皇六年 (公元586年)

契丹部内各部落之间相互攻战，又与突厥相侵，隋朝皇帝

杨坚遣使责让。其国遣使诣阙顿桑谢罪。

契丹部落渐众，背叛突厥降隋，依托笼臣水(今老晗洞)而

居。

开皇二十年 (公元600年)

契丹向隋遣使贡方物。

犬业元年 (公元605年)

陪朝联结突厥偷袭邻近的几个契丹部落，尽获其男女四万

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收之以归。

犬业十一年 (公元615年)

契丹向隋遣使朝贡。

唐贞观二年 〈公元628年〉

契丹首锁'摩会背弃突厥，率各部归附庸朝。契丹开始形成

部落联盟。联盟首领由摩会所出生的大贺氏民族世选。

7 



贞观十九年 (公元645年)

契丹李窟哥从唐太宗李世民东征辽东，还，唐授与李窟哥

武威大将军，旋举部附唐。

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648年)

唐于契丹驻牧地区置松模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封"无

极男"爵号，赐姓李。松漠都督府隶东夷者I~护府，其下辖十州。

本区今主境域为松漠都督府属地。

显庆六年 (公元661 年)

因吴及契丹叛，唐发兵征讨，英惧，向唐投降。唐擒契丹

松模都督阿卡固送东都。

久视元年 (公元700年)

李楷固、骆劳征讨契丹，破之。

开元三年 (公元715年)

唐玄宗封失活为松漠都督，并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八部落

长和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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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七年 (公元719年)

失活死，其弟李姿因袭失活官爵，只授静析军经略大使。

开元九年 i 公元721年)
契丹胁同美人降服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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