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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古镇武川，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古考证，早在一万多年前

(旧石器晚期)武川即有人类活动，至北魏时正式更名武川(原名

为女水)，并建制为镇边六镇之一，迄今已有1洲)余年：其间，历

代王朝的盛衰兴替，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都在武

川大地上留下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斑斑印记。古老的土地孕育了众多

名垂千古的风流人物，厚重的历史造就了瑰丽多彩的武川地域文

化。

正是基于这种浩浩不绝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武川县文物

志》经过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县第一

部较为完备的文物考古志书，是我县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建设成果

的又一集中展示。该书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

场，尽搜武川历史文化遗迹，旁征博引，去伪存真，考证推论，实

事求是，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一部解读武川社会历史沿革的

文字化石，也是一部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历史画卷，一部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对于研究北方民族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具有

积极的学术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弘扬大青山抗日革命精神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读史明智，鉴古知今。武川历来珍视历史文化遗产，重视文化

事业建设，《武川县文物志》的付梓问世，标志着武川县的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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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致力于发展繁荣的征程上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它更为现实的深远的意义在于，该书站在历史的、文化

的角度多方位宣传武川，丰富了武川形象的内涵，既可用以教育子

孙后代、鼓舞士气，激发武川人勇于开拓、发奋图强的自信心，又

对外全息传达了武川县蓄势待发、鹏程万里的精神动力和人文潜力

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川县文物志》已经明显超脱了文化层面

本身的影响，更兼具有一种物质因素在内的力量禀赋，对武川的经

济建设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此，我

谨向参与《武川县文物志》编纂工作的全体人员和对编纂工作给予

大力支持的所有热心人士深表敬意和感谢。

盛世修志，志栽盛世。今天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辉煌必将成

为明天的自豪。我坚信，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武川各族人民一

定能以辉煌的业绩开创武川经济社会的空前盛世，续写武川明天历

史的崭新篇章。

呼和浩特柳。队徽府县长静刚
二OO五年一月八日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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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志书体，分为序、凡例、概述、志、传、图、大事
记、附录等，全文共分十四章、四十七节．约3f)余万字．

二、本志收录范围

1、凡列入县、市、自治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者，全部收入j

2、凡具有一定历史、科研、保护、发掘价值的历史遗存，均收入，

3、凡现存的历代古城遗址、古长城遗址、较重要的古建筑遗址

和碑刻全收录．

4、凡重要文物保护标拳(包才言出土文物、革命文物、传世文物)，现

收藏在国家、自治区、市、县文博单位的，选其重要的著录条目，，

5、古生物化石标本适当选录j ．

6、凡具有一定民族、民俗文物价值的，特另《能反映汉、蒙生

产、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的有代表『生实物的选录：
7、凡较重要的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革命人物、革

命组织、重要革命烈士瓦烈士墓均收录。
8、帝国主义侵华遗迹、选录?

三、表怎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没废圮者—般不收
四、凡本县境内有关文物保护管理、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和重

大发现均以时间为序编入文物工作概况，

五、本志主要依据一九八六年文物普查资料，并参考历次调查
和研究成果

六、凡涉及学术问题，有定论者，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者，

则采取诸说并存，以一志为主

七、本志依据文物遗址的类别划分章节，篇目按名称、位置、

年代、沿革、现状、价值、结论的程序记述，力求简明；位确

八、引文一律于篇末注明出处，书后统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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