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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县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 5000 多年前，先

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民乐是古丝绸之路南线的重镇，

对沟通中西南贸、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西汉

起，历代都在此筑城立镇、设郡置县。张王军出使西域、

霍去病西征、法显西行取经、周穆王巡游、隋炀帝西巡

召开万国博览会、王进宝驻守永固城、王震将军解放民

乐等历史事件，更赋予这片土地神奇的魅力。

民乐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全县境内

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点 127 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有圆通寺塔、东灰山遗址、八卦营城址及八卦营墓

群和长城烽蜷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西灰山遗

址、砖包墩墓群、王什墓群、韩庄墓群、永固墓群、上

花园戏台、四家魁星楼、童子寺石窟。先后出土了大量

的陶器、铜器、铁器等文物。如八卦营墓群出士的钱币

‘一刀平五千是公元 9-23 年王莽时代的钱币，属

全国少有;汉代铁犁，其形质硕大，造型精美在国内实

属罕见，对研究西汉早期丝绸之路农业生产、工具铸造

技术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韩庄墓群出士的青铜连枝

灯，为汉代铜连枝灯精品;圆通寺塔佛盒中青铜造像，

造型完整，形象生动，为明代佛教艺术中的精品;东灰

山遗址出士的炭化麦粒，重写了中国农业文明史;东灰

山、五坝墓群出士的大量彩陶等器物，造型精美大方，

制作精巧细腻。

民乐县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八千余件，其中国家一

级文物 3 件(一刀平五千、铜大势至菩萨、铜玉皇大帝

坐像) ，三级文物 59 件，三级文物 206 件。馆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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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历史文化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 2009 年在六坝镇五坝村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墓群，出土彩陶器距今 4000 多年。考古资料证明四坝文化

类型的东、西灰山遗址所处的年代，应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

始，属早于青铜器的碑铜时期，东灰山遗址木炭标本经中国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碳 14 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 4356 土 105

年或 4484 土 108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 5000 土 159 年;采集的

半炭化小麦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技术室中子加速器测定，

结果为距今 4230 土 250 年，超出了夏纪年。东灰山人以农业

为主，兼营5守猎、采集和畜牧，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相当的

高度。小麦、大麦、黑麦、高梁、栗(谷子)和穰(廉子)

等五种农作物遗存，在同一遗址中发现，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世界上也属罕见，意义十分重大。东灰山人主要生活在夏代，

到南代随着六坝滩逐渐断水变为荒漠，大部东迁陇东环江流

域(今庆阳地区) ，少部分迁至山丹四坝滩，到西周、战国时，

史书己明确记为虞氏、国知，即月氏。在秦始皇时期，月氏

最强，它攻灭乌孙，统一了河西，东部以今永固城为月氏城，

西部以今临泽昭武为国都，建立了河西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统治着东起凉州西至沙洲(今敦煌)绵延 2000 公里的广大

地域。

从公元前 206 年西汉建立，月氏人受匈奴冒顿单于的第

一次打击而西迁，史称大月氏，少数留居祁连山未西迁移者

史称小月氏。后又连遭三次打击，被迫进行了三次大迁徙，

匈奴乘势占领了河西。从此，东起番和(今永昌县)西至盐

泽(今罗布泊) ，南界祁连，北连居延，都成为匈奴右贤王

属下的浑邪王的分地，其最初的驻牧地即史家称之为单于城

的永固城，浑邪王统治张掖前后 80 余年。元梓二年(前 121

年)春夏，骤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奔袭浑邪王。浑邪王杀休屠王，

率众四万余人归汉，使整个河西空无匈奴。于是汉武帝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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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境内属魏国，到西晋一直设民池县。东晋十六国时的前凉，境内首

置三郡四县:张掖郡辖民池县，祁连郡辖祁连县、汉阳县， n伍松郡辖临松县。

跨越前秦、后凉，建制不变。北凉时仍置三郡四县，除金山郡领民池县外，余

同前凉。北魏时设汉阳县，设临松郡辖安平县、和平县、民乐县。西魏时单设

临松郡，辖安平县、和平县。北周设金山县，属张掖郡。隋大业初，撤金山县

人删(山)丹县，唐不变，其后和五代十国时，境内随张掖先后建立的沙陀、

吐蕃、张仪j朝政权和甘州回鹊等政权而变更隶属关系。 j~宋政权未及张掖。

1028 年，西夏李元吴夺取甘州，称帝后，境内属治所甘州的镇夷郡、宣化府。

西夏统治张掖长达 199 年。 1226 年成吉思汗攻陷甘州，县境归元，设甘肃行中

书省，省会为甘州，境内属甘州路。明代，甘州置甘肃镇和陕西都指挥使司的

派出机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境属分巡西宁道的甘州前后左中右 5 卫。清雍正

三年( 1725 年)设甘州府，曾置东乐厅。乾隆八年( 1743 年)迁张掖县亟驻东

乐堡，置东乐分县，又称东乐县:7R，隶甘州府。辖一驿十四堡。民国三年( 1913 

年)东乐县:7R升格为东乐县，属甘凉道。民国十八年( 1929 年)迁县址于洪水

域， 12 月 19 日更名民乐县，取"人民安居乐业"之意。民国十六年( 1927 年)

起属更名的甘凉行政区，民国三十九年( 1940 年)又属更名的第六行政督察区。

1949 年 9 月 17 日民乐县解放，到 1958 年底，先后隶属陕甘宁边区张掖分区、

甘肃省行政公署张掖分区、武威专区、张掖专区， 1958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2 月，

民乐与山丹县合井， 1962 年 1 月 1 日，恢复民乐县建制，先后隶属张掖专区、

张掖区、张掖地区、张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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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4 月至 5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

学考古系对东灰山遗址进行了发掘，从文化内涵来看，东灰

山遗址与山丹县四坝滩遗址面貌基本相同。民乐东灰山遗址

为新石器时期四坝文化，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到南代初的

400 年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坝文化被局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河西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存的

发现，其文化性质始得确认。所以，在考古学上也有人称其

为"火烧沟类型文化"。四坝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河

西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影响。四坝文化的陶器质地粗糙，

火候偏低，彩陶占有相当比重，充分洋溢着河谷草原地带半

农半牧的生活气息，突出表现在彩绘和雕塑相结合的彩陶作

品上，如三立犬盖方鼎、鹰形盖、羊头把手方杯，人形罐等，

构思新颖独特，有别于其他文化遗存。

四坝文化的石器种类有斧、刀、锤、磨盘、磨棒、臼、

穿孔石锄、石球及磨石等，最为习见者为打制的手斧和盘状

器。这些石器告诉我们:四坝文化中农业经济是普遍存在的，

但比重因所处自然环境之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山前区农业经

济比重略高，荒漠草原区则偏重畜牧经济，是一种半农半牧

的经济生活方式。四坝文化的铜器形态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民

族的风格，其中骨柄铜锥与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铜石

井用时代的奥库涅夫文化所处相似。有辈铜斧后来见于鄂尔

多斯高原和西伯利亚附近，这说明当时整个大北方文化交流

十分广泛活跃。总之，四坝文化的内涵，除了打制和磨制的

石器与粗糙的陶器外，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能代表其文化

发展水平的是其广泛使用了铜制的生产工具，还有兵器、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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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碑三元合金制品，经金相检验的 11 件铜器中，结果

是均为锻造组织，其中 6 件铜器在热锻之后又经冷锻加工，铜碑三元合金与锻

造力H工是东灰山四坝文化铜器的鲜明特征，有别与其他文化和地点发现的中国

早期铜器。

1987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系对东灰山遗址的发掘

过程中，在纵贯遗址的水渠断面的四坝文化层内，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炭化麦

粒 2.5 试管。麦粒基本饱满，颗粒有大有小，均呈较短的椭圆形。其胚、腹、

背等部位清晰易辨。麦粒的胚部中央凸起，周边凹陷;腹沟狭窄，凹陷较浅;

背部圆鼓，两颊丰满。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康研究员鉴定为普通小麦

( Triticum aestirum )。此次在东灰山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经国家文物局文物

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测定，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3490 土 100 年，树轮

校正年代为 3770 土 145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晚期。

随后，李瑶先生等人在 1989 年第一期《农业考古》杂志发表了《民乐县

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的文章。公布了他 1985 年和 1986 年

两次到民乐县县东灰山遗址考察所发现的大量的已经炭化的小麦、大麦、黑麦、

高梁、穰、粟、胡桃等农作物标本。同时还公布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碳十四实验室对东灰山遗址测定的年代数据: 5000 土 159 年(经树轮校正) , 

由此认为东灰山遗址农业遗存是 5000 年以前的遗物。 1991 年 8 月，在江西南

昌召开的首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李E番先生又对其在东灰山遗址采集

的小麦等有关标本实物，及相关图片与研究过程中的分析资料情况向与会的国

内外学者作了详细介绍，引起来自美国、日本、港台地区及国内外许多专家的

极大兴趣。

李E番先生等人公布的资料与研究结论，受到了不少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

的学者们引用，曾被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农业考古

图录》说明中多处提到。山西农业大学杨桂仙、赵晓明三先生在其所著的《黄

土高原的农业生态学地位》中，也采信了李瑶先生的结论，撰文说著名考

古学家贾兰坡等审查了李瑶的研究报告后指出:在一处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这么

多种类不同的植物炭化籽粒，在我国尚属首次。现今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几

乎在该遗址中都找到了它们的祖先。这充分证明，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

先就在黄土高原从事农业耕种和选育农作物品种。"北京农业大学的王在德教

授在其 1995 年发表的《在论中国农业起源与传播》一文中，也把东灰山遗址

发现的小麦、大麦、高粱作为我国考古方面的最早年代的发现加以引用。

目前研究表明:东灰山遗址是一处距今 3900 - 3400 年青铜时代的文化遗

址，其文化内涵属四坝文化。与东灰山遗址遥遥相对西灰山遗址的断层中也发



现大量炭化麦粒等农作物标本，也属同一文化类型，这些

遗址出士的炭化麦粒等农作物标本的年代应不会超过四千

年，后来的几组碳测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结论，这显然与李

瑶等学者关于该遗址所出土麦粒的碳测年代发生了 1300 多

年的误差。

因此，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其研究结论在学术界

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误导。最近看到李水城等先生的文章，

他经过对几组东灰山出土文物及种子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认

真对比研究，提出李瑶之前所测约为 5000 年左右的小麦等

有可能是东灰山四坝遗址中从其临近的水系上游被洪水裹

挟而来，属早于该遗址而出现的农作物遗存。这样，就表

明远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在民乐一带就已经有小麦种植的

农业文明出现了。当然，那时的原始社会形态是属于新石

器何种文化类型，却有待新的考古发现加以证明。从这一

点上讲，民乐作为先民原始农业的发源地仍然是不会有大

的争议的。

民乐呆喜讯以末的阜亨战略重地

民乐县今天所辖的区域经历了从月氏 匈奴 汉代一魏

晋五凉隋唐土蕃、吐谷浑北宋、西夏元、明、清

的岁月沧桑，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曾发生过许多

与历代王朝息息相关的重大战事和民族战争，这是和其所

处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地位分不开的。

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

门。"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在其《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

源研究》一书中说农业的发生发展促进了人类定居的

普遍性，发展农业生产和定居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又极大地

限制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空间范围，对适宜农业生产和居

住场所的土地依赖性，导致领域观念的空前高涨。基于这

种对可耕土地的高度依赖以及浓厚的领域观念，失去土地

就意味着失去生存条件，使得捍卫领地成为农业民族始终

不渝的首要任务之一。

民乐早在四坝文化时期，农牧并举就已经成为当时的主

要生产方式，随着自然生态的异变和部落族群的兼并迁徙，

大约在内地的商周时期农业就渐趋衰落，成为古月氏人的

驻牧之地。在秦人称雄独霸西戎时期，居于河西的月氏、

乌孙等民族也畏秦西迁，匈奴乘机发展，势力大盛，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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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今民乐永固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建成，曾因地震陷万人于城下。

大约在西汉初曾为世居这一带的月氏民族的国都，称月氏东城(西城为今临泽

县鸭暖乡汉昭武县废城)。匈奴崛起后逼月氏族人西迁至中亚西亚，永固城为

匈奴占据，成为老上单于避暑之王城。汉武帝元持三年(前 121 年) ，骤骑将

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出大斗拔谷突袭匈奴单于王城，夺得此城后，遂逐

匈奴于漠北。这成为汉王朝势力扩展到西北的决定性一战，为随后河西四郡的

设立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的基础。

永固城在东晋永和十年( 354 年) ，前凉王张排在此置汉阳县，以守牧地。

东晋隆和元年( 362 年) ，前凉张玄舰又在此置祁连部，辖汉阳、祁连三县。

此后随政权的更易，此城名称亦多改变，北凉时叫赤泉，北魏时又称赤城戍，

西魏则只称赤城，北周又改为赤泉，隋代又名之赤乌镇。

据说当年隋炀帝西巡河西张掖，经大斗拔谷遇风雪，随从士卒冻死大半，

其到河西的第一站赤乌镇正是此城。而此行在焉支山下曾设宴召见西域 27 国

使臣的地点也在这里。故有学者认为，隋唐之际此地繁华当不亚于张掖。

在唐朝初年，曾在此地建"赤水守捉"城，作为防守扁都口的军事据点。

唐神龙三年( 706 年)此驻军又扩编为赤水车，移驻凉州，这里仍为赤水车下

的一个守捉。唐开元十六年( 728 年) ，唐朝军队大败经大斗拔谷来犯之吐蕃

兵于祁连城下，赤水车守捉又改名大斗车，时有守兵 7500 人，马 2400 匹，足

见规模之大。安史之乱后，河西陷于吐蕃，张议潮收复河西后，这里曾一度作

过甘州回鹊的临时都城。

明代永固城四面有 4 个牧马场:东有八卦营、西有西寨子、南有南村子、

北有姚寨子。此 4 个马场，亦是军营，均有城郭围护，平时为朝廷牧养军马，

战时则为军营，以防御袭扰，保卫永固城。而其东南 5 公里处的八卦营尤为重要，

号称永固城之东大门。明末李自成部将贺锦破甘州后，就是经此地进扁都口到

青海，围攻西宁的。

清顺治八年( 1651 年)总兵官张勇为增进民族团结，互通有无，开市于洪

水(今民乐县城) ，未料蒙古海部乘机抢占大草滩至定芜庙等地，掳掠民畜，

阻断交通。时任提标左营游击的靖远人(今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人)王进宝奉

命进击，大败海部，保障了永固城一带的安全。康熙三年( 1663 年) ，青海厄

鲁特蒙古怀阿尔赖部又欲图进驻大草滩，并报请朝廷恩准，时朝议未决，提督

张勇征求王进宝意见，王以大草滩乃甘凉咽喉之地，如自撤藩篱则西陆永无宁

日之语力陈利害，并建议重修祁连城以加强防守。朝廷和提督采纳其意见，遂

命其在原祁连城基础上修筑新城，并取"永远坚固"之意，定名为"永固城"。

清廷为示表彰，亦为加强甘、青防守，遂委任王进宝为副总兵，驻永固协(清

副总兵驻地称协)。时蒙古怀阿尔赖联合其弟兄三人，拥兵 3000 骑与清军对

峙一个月，不肯撤离，达赖喇嘛亦奉旨调停无果。时王进宝突发大炮，蒙部马

惊溃逃窜，王乘机追杀大胜，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王进宝鞭扫大草滩"战例，



或称定羌庙大捷。康熙八年( 1669 年) ，清廷正式添置永

固协中军守备，马步兵增至 320 人，改洪水游击为参将，

增马兵 100 名。康熙十年( 1671 年) ，又置马营墩守备，

马步兵 148 名， t~总 1 员。时王进宝永固协管领甘州境内所

有营汛，辖甘州城守营、山丹营、洪水营、大马营、黑城营、

梨园营、峡口营、南古城营、马营墩营、定羌庙汛等营汛。

有参将以下军官 39 员，马步守兵 4439 名，马 1348 匹，其

中直辖永固协标营有兵 962 名，战马 328 匹。

雍正时青海蒙古部罗卡藏丹津叛乱，年羹尧、岳钟琪分

兵四路前往镇压，其中甘州一路即经此地直捣西宁。清同

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反清，在永固城附近多次发生战斗。

青海回、藏义车也出山攻大马营，曾与永固协副将扎拉芬

会战于高峰寺土山下。

据《穰天子传》载，周穰王曾于公元前 989 年西巡到此，

过"焉居、目知之平目知即月氏，若按此算，则永固

城的历史就有三千年之久了。永固城周围古墓葬分布较多，

年代耳上溯至史前，但尚未经正式考古发掘。

经西北师大李并成等教授考证，今民乐八卦营古城乃前

匈奴所筑之西城，霍去病元梓进击匈奴即先破此城杀

数万人然后又"至祁连山即今永固城，才北上到

今黑水国古城扬武乎能在得"。而此后这里就成为汉张

掖属国的侯官城，曾是就近安置管理归降游牧部族的一个

类似今民族自治性质的县级建置，归张掖郡管辖。

八卦营古城附近古墓密集，从已出土文物所表现的特点

看，其地墓葬存续的年代约在汉武帝元梓至魏晋时期。武

帝时霍去病取道扁都口北征匈奴，据说首攻之城就是这里。

而距此东北 8.5 公里的另一古城一一黑城(今改霍城)传说

即当年霍去病驻军所筑，也合乎史实。至于说霍帅在此阅

兵布八卦阵，遂名其城，也仅是民间传说而已。

今民乐的扁都口也称扁都口关，也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

一处险关要隘，古称大斗拔谷，是甘肃到青海的唯一通道

和甘、青两省的交通咽喉，古丝绸古道南路进入河西走廊

的天然门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军事

战略地位。因其自汉唐以来，一直是羌戎、匈奴、突厥、

回吃、土谷j军、吐蕃等民族势力与各王朝发生联系的重要

通道，所以历朝都在此及附近建关设卡。最初为汉代所置

护芜校尉于关北，直到清代还曾设俄博都司于关南，成为

历史上重兵驻守的著名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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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口)出祁连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驻守的单于城(今民乐县

永固城)，大战焉支山，再过焉支山追击千余里，斩获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以

及相国、都尉等要员，斩敌首 8000 余，还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汉武帝把祭

天金人这件战利品供奉在陕西凤翔的甘泉宫，敦煌莫高窟 323 窟北壁有此段故

事画。

东晋时僧人法显为求取戒律，不顾 64 岁的高龄，于后秦弘始元年( 399 年)

从长安出发西上度陇，出关受阻后在西秦凤林关附近的炳灵寺石窟"夏坐"三

月，又沿丝绸之路南线至青海南凉国都西宁，过扁都口越祁连山到达张掖。时"张

掖大乱敦煌太守李自谋叛段业，他到敦煌时受到崇信佛教的西凉王李富的

款待和支持。随后经西域到达印度，后经海路回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去西天取

经且行程最远的高僧，创一代佛门壮举。

史载，西魏时即置戍于此。西魏废帝元钦三年 (553 年)，吐谷浑叛魏，通

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回知其还，袭执其使者于赤城，即在这一带。

隋炀帝在大业五年 (609 年)春，率众西出长安，以 40 万大军西征吐谷浑，

获得全胜，威震西疆。为炫耀武功，慑服西域诸国，杨广曾于农历六月初八穿

越祁连山，经此过永固到达张掖。《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五年三月，驾

西巡……六月葵卵，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霞晦眩，与从官相

失，士卒冻死大半。" ~资治通鉴》也载道六月大雪，士卒冻死大半，马

驴死者十八九。"另据《山丹县志》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 (609 年)帝丰张

掖，先是帝使左亟裴矩驻张掖司互市，矩上西域图i己。帝将西丰，又使矩至张

掖，招致西番，至是帝次焉支山，高吕王、伊吾设等及西番三十七国渴于道左，

皆令披金锦，奏歌舞，又令张掖、武威士女盛服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

帝由大斗拔谷丙午至张掖，谷径狭险，时值风霞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

者大半。"

据说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杨丽华也在这次西行中硕命，就葬在谷口两公

里处的一小山沟内，被称为"娘娘坟"。杨丽华系隋文帝嫁给北周宣帝于文贺

的亲女，即天元皇后，俗称"娘娘"。此墓曾于 1995 年被盗掘，民乐县文化

馆遂即派人前往查看，墓室规模很大，但除一具枯尸外，别无它物，也许途中

匆忙，因陋就简所为。《周书·皇后传》有此女随炀帝西巡，硕于河西的记载，

看来此传说还是符合史实的。

历史上，还有李轨扁都口大战定河西的记载。隋"鹰扬府司马"李轨于隋

炀帝杨广大业十三年 (617 年)羽翼丰满以后，在河西称霸，自封"大凉王"。

不久隋炀帝的西域使曹琼又占据张掖，并联合少数民族武装达度阙设与之抗衡，

成为李轨的心腹之患。果然，曹、达又联兵击轨，轨全力抵抗，大败曹、达。曹、

达兵退大斗拔谷，据险抵抗。李轨白是穷追不舍，不给曹、达喘息之机，在大

斗拔谷展开了决战，大败曹、达，占据了河西，建号安乐，在位三年。

唐武德初，西突厥达度l调设为李轨所败，窜于大斗拔谷，寻为轨所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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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载武威……西三百里有大斗军，本赤水守捉，

开元十六年为军，因大斗拔谷为名。"唐大斗军属河西节

度使。唐贞观七年( 633 年) ，契基何力曾一度驻守。贞观

八年 (634 年)，李靖讨吐谷浑还，上遣使劳军于大斗拔谷。

叉开元十四年 (726 年)，吐蕃悉诺罗自大斗拔谷j~犯张掖，

焚掠而去，被节度使王君矢击破之。开元十六年( 728 年) , 

金吾将军杜宾客亦经此地与吐蕃激战于祁连城下，并获大

胜。天宝六年 (728 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

舒翰为大斗军副使，以防守有功晋升为左卫郎将。时大斗

军"官兵 7500 名，马 2400 匹"。由此可知，大斗拔谷自

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宋宝庆三年( 1227 年)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在进军河

西攻占西夏甘、肃诸州后，即挥师通过扁都口相继占领了

青海北部地区。明崇祯十五年( 1642 年) ，农民起义军李

白成部将贺锦也是在攻占甘州后，又率大军穿扁都口，进

军西宁的。

清代将扁都口防务内移，设察汗{我博营。于康熙四年

( 1665 年) ，于俄博营北山腰树立界碑。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 ，增戍兵 500 名于大马营，扼守扁都口要隘。清代发

生在这里的战争就有清康熙年间，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怀阿

尔赖即经此隘口，北侵袭占大马营草滩，被王进宝击溃。

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均经扁都口出人，以迎战清军。光

绪八年( 1882 年) ，法国人窦脱勒依曾深入扁部口，进行

了现场勘测，绘制了地图。清代在永固设立协台，在马营

墩设立守备，并驻军守御，以卫护这一地区的安宁。因为

扁都口不仅是军事交通要道，还是沟通南北地区和民族间

进行商贸交流的商道。清顺治八年( 1651 年) ，甘肃总兵

张勇曾于洪水(今民乐县城)开茶马互市，更促进了这一

地区经济的繁荣。民国十八年( 1929 年) ，马仲英部由扁

都口出山，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长任元奎力竭战死。民

国三十年( 1931 年) ，马步芳由扁都口进击张掖，与马仲

英部激战于三堡之南，逼迫其败走新疆。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年)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考察

西北，即从西宁至扁都口，才到张掖采访的。 1949 年 9 月，

王震将军率部由青海经扁都口，于 9 月 17 日解放民乐，继

而挺进河西走廊腹地，西进解放了新疆。

当年马步芳占据张掖后，为加强与青海的联系，以巩固

其军阀统治，曾多次征调民快修筑通过扁都口的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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