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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国 年 间 北 魏 与 契 丹 史 事 探 麟

任 爱 君

北 魏登 国 年 间 (公 元 8 36年一 9 35 年)
,

对于 契丹人 的历史 来说
,

是特 别值得 一 书的时

刻
,

从这 个时候 起
,

契丹人 作为一 个独立 的 民 族 群体 开始 活 跃于 中 国北 方草原
。

因 此
,

笔 者 试 对这 一 时 期 内北 魏
、

契丹之 间的 史 事
,

扬 隐发微
,

作些 探讨
,

倘有助 于 对 古代游

牧 民 族 创造 的 历史文 化 的研 究和 开发
,

则 属幸 甚
。

一
、

登 国年间双 方 的历 史真 实及 其 关系

公元 38 6年
,

曾 雄 踞 北方草原 的鲜卑代 政权 的后 裔拓跋 硅
,

乘 控制 中原 的 前秦政 权

崩 溃 之 际
,

纠合 旧部
,

重新 占据 代 国旧 地
,

并建 号 魏王 ; 这 是北 魏王 朝 的开 端
, “

登 国
”

是其 第一 个年 号
。

案 诸 《 魏书 》 可 知 : 登 国年 间 ( 公 元 38 6年一 395 年 ) 是拓 跋魏政权 的

奠基 时 代
。

开 国之 初
,

拓 跋硅 外倚 后 燕
,

内服 叛 降
,

消灭 了刘 显
、

窟 咄 等 异 已 集团
,

很

快确立 和 稳 定了 他在 阴 山 以 南草原 地 带的统 治 秩 序
。

然后
,

将军 事 注 意力 转 向了 东 方
。

登 国 二年 十 月
,

幸濡 源
。

十一 月
,

幸赤 城
。

十 二月
,

巡 守于 松 漠
。

① 拓 跋 硅这 样做 是有

其 特 定 的政 治意 图 的
。

史 载
,

其先 祖 平文 皇 帝 郁律 时 期
,

已是
“

西 兼乌孙 故地
,

东 吞勿

吉 以 西
,

控 弦上马将 有百 万
” ,

②史言 虽虚
,

但 鲜卑宇 文
、

慕容诸 部曾慑 服 或主 动结好

于 拓跋 部
,

却是真 实的
。

至 拓跋 硅 的祖父 什翼健 时期
,

更 是
“

东 自i岁貂
,

西 及 破洛 那
,

莫不 款 附
” ,

③事实 上 已 是雄视 北 方草原 的霸 主
。

因 此
,

拓 跋准 东巡 的 目的
,

无 非是为

了 规 度
、

恢 复父 祖时代 创立 的强大 的行 国规 模
。

此 时
,

燕 山 邀南
、

辽 河 东 西
,

早 已 为实 力雄 强 于 拓 跋理 的 后 燕 慕 容垂集 团 所 占据
。

而燕 山 以北
,

也 已 非魏 属
,

这 里 自古以 来 号称
“

松漠
” ,

其 地 南阻 燕 山
、

北抵 兴 安岭
、

西 迄蒙古高 原 的 东南 缘
,

是 典 型 的 山地环 境
,

这里 自古 以 来溪 涧 密布
、

松林 茂盛
,

是一

处天 然 的 宜 收宜 农 场所
。

从 四 世 纪 中叶 起
,

生 活 于 此 的 游 牧民 族
,

是 曾 被后 赵石 勒所倚

重 的 鲜 卑
“

白部
”

一一宇 文 部 的余众
。

这 里 散布 有地 豆 于
、

库莫奚
、

契 丹 等 部落
,

其 中
,

契 丹 与 库 莫 奚 以
“

世 同部落
”

的 生 活 方 式
,

已 在这 里 繁衍
,

滋 盛 近 四 十年
,

成为 这一 地

域 内真正 的 主 人石 因 此
,

拓 跋硅 于 登 国二 年 冬巡视
“

松 漠
”

之 后
,

便 将契 丹 与 库 莫奚 拟

定 为实施 军 事 攻击 的 主 要 目标
。

据 《 魏 书
·

太 祖 纪 》 : 登 国三 年二 月
,

帝 东巡
。

四 月 幸东赤 诚
。 “

五 月癸 亥
,

北 征

库 莫奚
。

六 月
,

大 破之
,

获 其 四 部 杂畜十余 万
,

渡弱 洛 水
。

班 赏 将 士 各有 差
。

秋七 月庚

申
,

库 莫 奚部帅 鸿 集遗 散
,

夜 犯行宫
。

纵 骑扑讨
,

尽 杀之
。

其 月
,

帝 还赤 城
。 ”

从 以上

记 载 史 事的 文义 来 看
,

北魏 似 乎 巳将 库莫奚 等松 漠诸部 破 灭
。

然 而
, 《 魏 书 》 卷 100

,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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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

库 莫奚 诸传 俱言
:

自此 以后
,

契 丹与 库莫奚 遂 相
“

分背
” ,

走 上 了各 自独 立的 发展

道 路
,

十 数年 间形 成 了 相互 独立
、

同 时 并 存的二 个 民 族群 体
,

且 频 犯 魏边
,

成 为魏 朝的

边 患
。

因 此
,

登 国 三 年战 争的 发 生
,

可视 为拓 跋 鲜卑政 权 与 契丹
、

库 莫 奚 等 松 漠诸部 之 间

建立 了 各方面 往来 关 系 的开 端
。

史 载
,

讨 破库 莫 奚后
,

拓 跋 理 曾对 其 臣 下 说 , “

此 群狄

诸 种
,

不 识 德义
,

互 相 侵盗
,

有 犯王 略
,

故往 征之
。

且 鼠窃狗 盗
,

何 足 为 患
。

今 中州 大

乱
,

吾 先平之
,

然后 张 其威 怀
,

则 无所不 服 矣
。 ”

④从 种 种迹 象来 看
, 《 魏 书 》 所 记 登 国

三年拓 跋准大捷 于 松 漠诸部 的史 事
,

是 值 得推 敲 的
。

拓 跋址 本 为 经略
、

控 制这一 地 区 而

来
,

却 又 匆匆归 去
,

从 此 放 弃 了夺 取这 一地 域 的打算
,

表 明 此事 之 中有其一 定 的历史 余

韵
。

因 而
,

奠 定 了 长期 的 北 魏与 松漠诸 部 的 邻属 关 系
。

综如上 述可 以 得 出这样 的 结论
:

第一
、

登 国 三年 是 契丹
、

库莫 奚这 些 宇 文余 部 以独 立

的民 族 整体 的形 式
,

出现于史 书记 载 的 开始 ; 第二
、

史实证 明 了这 时 的契丹
、

库 莫 奚诸

部 已非屏 弱 的
“

宇文逸 众
” ,

而 是一 支 比 较 强大 的草 原 部族
。

《 魏 书 》 所 载拓 跋 珐 于 登

国三年 取得 松漠 大捷 的历史余 韵
,

还充 分 的 体 现于 从 公 元四 世 纪九十年 代 起 至 五 世 纪

初
,

雄 踞松 漠的 契丹
、

库莫 奚与后 燕
、

北 燕 之 间 长期 军 事对 抗 的 形 势
,

史 载
,

契丹
、

库莫

奚频 犯后 燕边地
,

成 为后 燕 末年 的一 大 边患
,

甚至 后 燕之 主也 惧其 强 大 而不 敢 逆其 锋
。

从登 国 三 年 (公元 38 8年 ) 至 后 燕末
,

时 间仅 隔 数年
,

而 契丹
、

库 莫 奚 的力 量 恢 复得一

至 如 斯
,

令 人不 得不对 史 书所 云
:

登 国 三年 松 漠诸 部 的
“

惨败
”

而设 疑
。

因 此
、,

笔者 认

为 登 国三 年北魏 政权 与 契丹
、

库 莫 奚之 间 的历史真 象
,

应 当是 奠 定 了 契丹等 松 漠诸部 与

中原 王 朝 乏间 从此密 切 交往 的基 础
。

从 此 之 后
,

控 制 了 中原 地 区 的北 魏拓 跋 氏政权
,

遂

称 与其 密切来往的松 漠诸 部为
声`

契 丹 国
” 、 “

库 莫奚 国
”

等
,

⑤ 这 是双 方 以互 相独 立 的

形式进 行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 多方 面 往 来 的 标志
。

拓 跋 魏 政权从 此 走 向了 封 建 化 的 轨

道 ; 而契 丹
、

库 莫 奚 诸部 遂成 为中 国 北方 草原 的 一 支 强 大 的 游牧 民 族
。

二
、

登 国年 间 双方 的往 来 交 通

据 《 魏书 》 “

太 祖 纪
” 、 “

库 莫奚 传
”

记 载
,

登 国 三年 二 月
,

拓跋 硅 开始 东巡
,

四

月至 东 赤 城
,

五 月 北 征库 莫奚
,

六 月破库 莫 奚于 弱 洛水 ( 今 赤峰 市 西 拉 沐 沦河 ) 南
,

渡

河而 北
,

七月 库 莫奚等 袭 营
,

拓 跋 珐再 破 之
,

遂还 赤 城
,

根据 这些 记 载
,

我 们可 以推 断 :

若赤 城与东赤 城 为 同 一地 域 或地 域 相 邻 的两 地
,

那 么
,

拓 跋硅 进 讨 松漠 诸部 的 往来 行 军

路 线应 当 是一 致 的
。

但 是
,

重要 的 是
,

这 条 路线 有如 下几 点 尚需 补充
,

第一
、

拓跋 硅 率

军 自东赤城进 入 松 漠 的路 线 ; 第二
、

此 行所 历 若干 地域 是 今何 地 ; 这 些是 清 晰 燎 解登 国

三年 拓跋硅 进 军 路 线 的关键
。

拓跋 理是恢 复 拓跋 代政权
、

建 立北 魏王 朝 的 创 始人
,

被 其后代 称 为
:

太祖 道 武 皇帝
。

据 《 魏书
·

太 祖纪 》 记 载
:

登 国 三年 以 前
,

拓跋 硅 先后 亲在 松漠地 区 二 次
,

先 是
,

登 国

二 年 八月
,

平定 了诸 异 已 势力 之 后
,

遂于 十月 幸濡 源
,

经赤 城
,

巡狩 于 松 漠
,

十二 月 回

到 了 阴山 北 面 的行 宫一一牛川
。

这 是拓 跋 洼 第一 次 至 松 漠地 区
。

接 着
,

登 国三 年二 月
,

拓 跋洼再 度东巡
,

经东赤 城
,

进 入 松漠
,

击 库莫 奚等 松 漠诸部 于 弱 洛水 南
。

案 : 松 模
,

是 古史 中 的地 域 名词
,

辽 代 时又 称为
“

平地 松林
”

或
“

千 里 松林
” ,

据



日本人 白鸟 库 吉考 证
:

辽 代的
“

千 里 松 林
” ,

指 西 起今 河 北 省围 场 县
,

北 至 西 拉 沐 沦 河

以 北 的 今赤 峰 市 克 什克 腾 旗
、

阿 鲁 科 尔 沁 旗 等 诸 旗 县
,

东 缘 可 至 今 哲 里 木 盟 开 鲁 县 一
带

,

其 南 缘 约到今老 哈河 上 游 的 英金 河浴岸
,

⑥这 是一片 相 当广 裘 的地 域
,

西 拉 沐 沦 河 流

域 及 其 以北 的 赤 峰市诸 旗 县
,

是当 时 这 里 的腹地
。

因为 这 里 草 木 茂 盛
、

水 源 方便
,

所 以

历 代 以 来深为 北方 游牧 民 族 所 倚 重
。

北 魏 时 期 这 里 的大 体范 围 绝 不 会 与辽 代相 去太远
,

这 也 是 拓 跋 理 急 于 经 略 此 处 诸部 的一 个 重 要原 因
。

濡源
,

北 魏 时 期 称 今 河 北 省境 内的滦水 为濡 水
,

因 此
,

濡 源 也 无 疑 是 指 滦水 之 源 了
,

但濡 源 在哪 里
,

史 料匾 乏
,

已 难 以 确论
,

尤 其 是 北 魏 史 书 中 的 濡 源 更 是令 人 思考 的 问 题
;

因 为
,

滦 水上 游 有许 多 较大 的 支 流
,

所 以 滦 水 源 也 起码 不 仅是 一 个
,

滦 水上 游 最 大 的 支

流 闪 电河
,

位 处 于 最 西 端
,

发源 于 今 河 北省沽 源 县 附 近
,

而滦 河 东岸 的 支 流 均发 源 于 今

河 北 省围 场县 的 北部
,

这 里 已 经 是 古代 松 漠地 域 的 西 缘 了
。

所 以
,

王 仲 荤 先 生在 《 北 周

地 理志 》 一 书 中
,

⑦ 遂指 今河北 省沽 源 县 一 带 为北 魏 时 期 的 濡源 城 ; 然 而
,

濡水之 源
,

既 如 上述 ; 又
,

今 河 北 省 之 沽 源 附近 虽 是 滦 河 的 支 流 闪 电 河 的 发源 处
,

但是 此 地 既 称 沽

源
,

当是 以 古代 称发 源 于 这 里 的 白河 为 沽 河 而得 名
。

因 此
,

濡 源之 称
,

当 系指 今 滦 水 上

游水 网 密 布
、

河道 滥 筋 的地 方
,

可 以方 为 以 今内 蒙古 锡盟 多 伦 县 一 带为 中心 的 水 网
、

沼

泽地 区
。

赤 城
,

据 《 魏书 》
“

帝纪
” “

地 形志
” ,

王 先生考 证 今 河北 赤城 南二 里 山 上
,

曾 是

北 魏赤城 镇所 在
。

东赤城 是 位 于赤 城 镇 以 东
,

亦 属 北 魏 御夷镇所 辖 赤 城镇 之 地
。

这样 看来
,

拓 跋 球于 登国 三 年之 前 两 至 松 漠地 区的 路 线 似 乎不 同
。

搜检 《 魏 书 》 诸

帝 纪
,

可 以 发 现
:

巩言 东巡 松 漠地 区
,

多 自云 中 ( 今 内蒙 托 克 托 县 附 近 ) 厉北 魏 平 城地

区 径入 赤 城镇 ; 凡 言 北巡 诸 部时
,

多 自阴 山 北 面 的行 宫所 在 地 牛川 ( 即 锡拉沐沦 河
,

原

四 子 王 旗境 内 )
,

或继 续北进
,

或 东南 行至 濡源
,

南入 赤 城
,

遂 还 云 中 ( 或 平城 )
。

但

比 较 的来说
,

拓 跋 进 在其 登 国三 年 以前
,

无 论 是东巡
,

还 是 北 幸
,

既 入 松 漠地 区
,

便 须

历 赤城 镇境 而入
,

可见
,

北 魏 初 期
,

赤城 镇几 乎 已是 此 期 进 入 松 漠 的 必 经 之 路
。

而 濡 源

地 区
,

其地位 则 相 应的显 得次要 了
。

事实上
,

今 内蒙古 锡 盟 多伦 县一 带 ( 即 北魏 之 濡 源 )
,

自古 以 来 便 是 阴 山 南北 与 燕山 以 北 的 西 辽 河 流 域建立 各 种 往 来 关系 的 最 重 要 的 交通 枢

纽
。

自多伦一 带进 入 西 拉 沐 沦 河 流 域 以北 有二途 可 行
,

南路 自多伦 东行
,

从今 阴 河 与 西

路 嘎 河 之 间
,

进入 赤峰 市 郊 区境 内
,

转 而北 行
,

历 赤 峰 市翁 牛 特 旗境 内
,

可直 入 西 拉 沐

沦 以 北 ; 北路 自多伦东北 行
,

直 接 进 入 今赤 峰 市 克什 克腾 旗境 内
,

可 以 自西 拉 沐 沦 河源

头 处北 至 达 里 湖 ( 今 称达 来 诺尔 )
,

或 继 续 东北行
,

沿 西 拉 沐 沦 的二 大 源 流之 一
,

今百

岔 河 流域 下行
,

渡 西 拉 沐 沦 而北
。

案
,

登 国 三 年拓 跋 硅 自东 赤城进 攻 松 漠地 区 的 路 线
,

应 当 是 自东赤 城地 区 东北行
,

进 入 今 河 北 省 围 场 县境 内
,

并 入 多伦南道
,

在 西 拉 沐沦 河

南击 破 了库 莫奚 部 的部 分 部众
,

输 河 而 北
,

沿 辽 代著 名的 大 黑 河 ( 今赤 峰 市北境 的 查 干

沐 沦河 ) 上行
,

追击 契 丹等 松 漠诸 部
。

⑧

那 么
,

登 国 二 年 冬
,

拓跋 准 为 何 舍却濡 源 这一直 路
,

而 南下 赤 城
,

曲径进 入 松 漠呢?

笔 者 以 为
,

可作 以 下两 点 解释
,

第一
、

对于 迁 徙无 定 止 的 游 牧 民 族来 说
,

长途 的 行军 既

是 为 了 作战
,

同 时
,

也是 对 于 传统 的生活 方式 的 重 复 ; 行 军 过 程 中强 调 马
、

畜 的 必 需生

存 条 件
,

某 种 意义 上 超过 了 对 人 类 自身 的注 重 程 度
,

因 为
,

马 畜 等 是 游 牧民 族须 臾不 可



分 离 的工具
、

财产 和 食粮
。

因 此
,

无 论是 对草 场 的徙逐
,

还 是军 事 战争 的运 动
,

凡 是川

原 宽广
、

水草 繁 密的地 带
,

都是 游牧 民 族 所 喜 闻乐 见 的通 途捷 径
。

所 以
,

游 牧 民 族 的 军

事 行动
,

具备 了时 间 的 需求 和 追逐 水 草 的 双 重 性
,

这 就是 其 所 以
“

军 无 轴重 樵 羹之 苦
,

轻 行速捷
,

因 敌取 资
”

战 而 能胜 的原 因
。

⑨ 故游 牧 民 族 的 军 事 行 动 路 线
,

是不 能 以直 线

求 之 的
。

第二
、

拓 跋硅 即 位 时
,

其 北 部和 东北部 仍存 在柔 然
、

高车 诸族 的一 些 部落
,

史

载
,

登 国 四 年
“

春正 月 甲寅
,

拓 跋硅 袭 高车 诸部 落
,

大 破之
。

二 月 癸 已
,

至 女 水
,

讨 叱

突 磷部
,

大破 之
。

夏四 月
,

行还 赤 城
” 。

L 案
,

叱突 磷
,

为高车 诸 部 之一
,

地 近北 魏初

期 贺兰 部
,

柔 然族 始 祖 曾生 活 于 叱 突 磷 部 中
。

其 后
,

北 魏 曾创 立 北 边 六 镇
,

以 防 遏高

车
、

柔然 诸族
。

由此 推 断
,

当时 濡源 以 北 的 漠南地 区 也 非拓 跋 之 属 地
。

因 为
,

这些 外 族

直 接威 胁 了北 魏的 东北边 防
,

这 也 是 以后 拓 跋硅 屡 次 北巡 的原 因
。

而登 国三年 拓 跋硅 选

中 了 松漠诸 部为 目标
,

开 始 推行 了对 外 的扩 张
,

这是 史 书记 载中 的 初 次 对外 战争
,

所 以

难 免没 有观 念 中存在 的那 种 避实 击 虚 的 偿试 性
。

因 此
,

登 国 初年 的赤 城 镇之 地 遂成 为拓

跋硅 进 入 松漠 的重 要路 口
。

契丹
、

库 莫 奚 之众
,

自登 国年间 以 后
,

与北 魏 王 朝建 立 了密 切 的经 济
、

政 治往 来 关

系
。

先是
,

松 漠诸 部 以 其 名马
、

文 皮 入 贡 于 北 魏
,

同时
,

也从 北 魏 获得 了 大量 毛
、

布 制

品
、

食粮 等赏 赐
,

这 是 历 代 以来 中原 王 朝所 谓
“

怀柔 夷 狄
”

的 定式
,

因此
,

随 双 方往来
关 系 的 日益频 繁

,

遂在 北 魏安
、

营 诸 州 之 地
,

开 设 了密 云
、

和 龙等
“

交 市 ,, 地 点 ; @至

木和 三年 ( 公 元 4 79 年 )
,

契 丹在 经 历 了近 百 年 的 交往 后
,

其 一 部 因 畏柔 然 族 的 侵 逼
,

“

其 莫 弗 贺 勿 于 率其 部 落车三 千乘
、

众 万余 口 ,

驱徙 杂畜
,

求 入 内 附 ; 止 于 白狼水东
。

自

此 岁常贡
。

后 告 饥
,

高 祖矜 之
,

听 其 入 关市耀
” ; L 太和 四 年

,

库 莫奚 亦 以 畏 地 豆 于 诸

部 钞 掠 而
“

辄 入塞 内
” , “

与安
、

营二 州 边 民 参居
,

交 易 往 来
,

并无 疑 贰
”

⑧
。

可 见
,

登 国年 间以 来
,

迄于 北 魏 孝文 帝太 和 年 间 ( 公 元 47 了年一 4 99 年 )
,

契丹
、

库 莫奚 诸部 确

曾 于 北魏 达成 了 密切 的 邻属关 系
。

正 常 的 通 贡
,

对 于 契 丹等 松漠 诸部来 说
,

无 疑 等 于 它

们在 同大 国 北 魏进 行的 商业 贸 易 中取 得 最大 的 成 功
。

史 载
,

北 魏 灵太后 当政 时
,

曾 有 契

丹朝 贡使 三十余 人欲 还
,

太后 以 其俗 尚青毡
,

遂 人给 二 匹
, “

赏 其诚 款
,

余 依 旧 式
”

⑧ ; 因 此
,

在这 样 的 基础 上
,

契丹
、

库 莫 奚诸 部直 到北齐 时 代仍 然保持 了 与北朝 政权 的

朝 献关 系
。

这 是 当时契丹 诸 族 与北 朝政 权建 立 的各方 面往来 关 系 的完整 内容
。

三
、

余 语

人 类 社会 发 展 史证 明
,

凡是 有人 群 的地 区
,

总 是要 与 其 他 地 区 的 人群建 立这 样 那 样

的 往来关 系
,

当 然
,

这种 关 系 的 实行
,

是要 受 当 时 的 社会 条件 的 制 约
。

一 个 人群 在 其 生 活

地 域内 的长期 发展 而拥 有 了不 同 于 其 它 人 群的 特 征
,

而形 成 了 独立 的 民 族 ; 不 同 的 民 族

之 间 的接 触
,

总 是 首先体 现在 各 自创造 的 社 会文 化 的 相 互 碰 撞 上
,

从而建 立 了一 种 在 形

式 上有主 有次
,

在 内容上 是共 同 奉献 的 往来 关 系
。

但 是
,

如 果我们 置 这 种 体现 血 缘关

系 的 民 族 于 不 顾 的 话
,

那 么
,

我们 会发 现作 为地 域交通 关 系 的 诸 民 族之 间 的 往来
,

总是

有途 可 寻的
。

西 辽 河 流域 与阴 山 南北 地 区 的 地 域交 通关 系
,

早 在 人类 社 会 的史 前 时 代 已 经确立

了
.

闻 名于 世 的中 国 北方 细石 器 文 化分 布带
,

即 从 辽 河流域
、

燕山 南北
,

经过 今河 北省 北
`



部
、

北 京市境 内
,

进 入 阴 山 南 北地 区
,

由 此 再 向西 而 至 新疆 等地
,

甚 至 还南 达 今 云 南 省

境 内
。

⑥ 田广 林 认为
,

发生 于 人 类社 会史前 时 代 的 这种地 域 之 间 的 交 通 关系
,

处于 更 新

世 晚期 间冰期 的温 暖时 期
。

L 而 西辽 河 流 域
、

阴 山 地 区
、

均处 于 欧 亚 大 陆腹 心 区 域 存在

的 狭 长草原 地 带 的 东端 ; 由比 而 言
,

中国 北 方草 原 在史 前时 期 便 存 在 一 条 横贯东 西 的 交

通 大道
。

当 中 国 历 史 的发展 已 进入 人类 社会 的封建 时 代 以 后
,

如果 说
,

燕山 巡南
、

辽 河

东西 已 是处 于 中原地 区 汉 族文化 圈的 日益 严 密的 笼 罩 之 下
,

那 么
,

燕 山 逛北西 辽河 流 域 则

基 本 上是一 派 戎风 胡语 的世 界
,

至 此
,

中 国 北方草 原地 带东 西之 间 的地 域 交 通 的 责任
,

也 历史 的 落 到 了西 辽 河 流域 与阴 山 地 区 之 间的 交通 线 上
。

史 传
,

东部鲜 卑 中著 名的宇 文

鲜 卑
,

即 是起 自阴 山 而迁 入 松 漠的@
。

拓 跋鲜卑 于 登 国 年间进 攻松 漠的 路 线
,

其所 经 历

的濡 源 ( 多 伦 ) 古道
,

就是 自古 以 来
,

草 原地 区东 西 交通 的 重 要 路 口
。

虽 然
,

这 些 地 域

之 内的 主人可 以 更 易
,

然而维 系 人类之 间地 域 交 通 的重 要 路 口 则 不 易 改 变 ; 鲜卑 人 的 时

代 是如 此 ; 契 丹 人 的 时 代也 是 如此
。

辽 太祖 阿 保 机 天 赞三 年西 征 的路 线
。

L 及 中原 人 士胡

娇 随 契 丹将领 萧 翰 自幽 州 还 契 丹 的路线
,

L 皆应 如是
。

因此
,

北魏 初期 的 濡源
,

成 为联 系 当 时 的西 拉 沐沦 河 流 域 于 阴 山 地 区 的 咽 喉要道
。

这 条 自古 以 来
,

形成 于 欧亚 大 陆草原地 带 的交 通 大 道
,

已历 史 的 为 沟 通
、

维 系 各 民 族 之

间经 济
、

文化 的往 来做 出 了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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