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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历史学界多年研究提供的线

索，考古人员证实，固阳境内的城圐圙

古城就是怀朔镇城遗址。它位于大青山

北，南面经昆都仑河谷可进入中原，北

面可通至山后的草原地带，是北魏时期

南北交通的一处咽喉；同时西临沃野

镇，东近武川镇，是在山北防御柔然的

一处重要军事战略要冲。怀朔镇城垣依

丘陵地势而筑，现城墙都已倒塌，残高

1至1.5米，南北两墙都不呈直线，南墙

两端向内折很多，因此城垣平面呈不规

则的五边形，实测东墙长920米，南墙长

1360米，西墙长约1000米，北墙长1213

米。现在只能看到有东、南、北三门，

城墙上还加筑有马面。城内西北角加筑

有子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360米，东

西220余米，西、北两墙利用大城墙，并

加筑了东、南两面墙，门址已不清楚。

子城内散布瓦砾较多，并有础石暴露地

表。东南角上有一处建筑，经试掘证实

为一处佛寺遗址，出土有泥塑残佛像多

件。在东、南、北三座门内，都有街道

通至城内，南街与东街在城中心会合，

形成丁字街；北街与东街又在其东会

合，形成又一处丁字街。城址内曾经出

土过大量的砖、瓦、铁器等物。 

二、历史人物

（一）扶苏

扶苏（？—前210），秦始皇长子，

是秦朝统治者中比较具有政治远见的人

物。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

实行“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

策，因而被秦始皇贬到上郡监督蒙恬的

军队。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害怕扶苏

即位执政，便伪造诏书，指责扶苏在边

疆与蒙恬屯兵期间，“为人不孝”“士

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

谤”，逼其自杀身亡。

因其母郑妃是郑国人，喜欢吟唱

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始皇便

将两人之子取名“扶苏”。“扶苏”是

古人对树木枝叶茂盛的形容，出于《诗

经》，香草佳木之意。秦始皇以此命

名，显见对此子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生具一

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此在政见上

经常与暴虐的秦始皇背道而驰。始皇偏

执地认为这是扶苏性格软弱所致，于是

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

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

一个刚毅果敢的继承人。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长得

与众不同，他身先士卒、勇猛善战，立

下了赫赫战功，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

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弗如。

他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

姓的爱戴与推崇。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冬，嬴政巡行天下，行至沙丘时不幸病

逝。秦始皇临终前，曾为玺书诏令扶苏

至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帝位。但中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