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口”因张家堡得名
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张家口，旧名张垣、武城，曾名喀拉
干（蒙古语）。 距今200万年前古人类就
在此繁衍生息。 5000年前，黄帝、炎帝、
蚩尤“邑于涿鹿之阿”（建都于今张家口
涿鹿县矾山镇附近），合符釜山，由此开
启了中华文明之先河。此后张家口成为
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且各民族地方
政权更替频繁。

“张家口”之名始于明代，距今已有
近600年的历史。

堡子里是张家口的俗称，也是张家
口市区最早的城堡， 系张家口市区之
“原点”。 历史上“南屏京师，后控沙漠，
左挹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弹压上
游，居然都会”。

据《张家口市志》记载，明宣德四年
（1429年），“指挥张文始主持营建张家
口堡，堡方四里有奇。城高三丈二尺，东
南两侧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
曰‘承恩’。”因该堡以北有东、西太平山
对峙如巨口，故名“张家口”。 清乾隆年
间所编《口北三厅志》称：“东高山，西高
山，二山皆在边口，相去数百步，对峙如
门，张家口之名以此。 ”

另传，明嘉靖八年（1529年）守备张
珍在张家口堡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
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故
称“张家口”，遂将城门门楣上的“张家
堡”三字改为“张家口”。

历史上，张家口被视为西北边关的
重中之重，为沟通华北平原与山西和内
蒙古之间的交通要道，元明清时朝廷派
兵从北京出征北部及西北地区多经过
张家口。 明廷曾将张家口一带列为“九
边”之首，因为败北的残元势力盘踞于
张家口北部的大漠边缘，南侵时多从张
家口入关。 这里不仅离北京最近，而且
进退方便，因此威胁也最大。 为了强化
防御，朝廷曾派挂“镇朔将军印”的总兵
来此镇守， 当时全国共有总兵62名，而
总兵挂印称“将军”的仅有8名，足见张
家口一带战略地位之重要。

清朝沿袭明制，仍将张家口视为京
畿门户和首都北大门，设有重兵。 在清
朝的270多年间， 北京的西北部一直到
蒙古边境只有张家口这一座具有规模
的城市，张家口以北是一马平川的内蒙
古高原，无险可守，所以扼守张家口尤
为重要，为此历代帝王极为重视，多次
派重臣巡视。 而几次清廷出兵平定西

北地区叛乱， 也多从京城的德胜门出
发，经居庸关和张家口出征。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
熙帝亲征噶尔丹，经张家口大境门向北
进发。 当清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来时，
张家口举城欢庆。但康熙皇帝却轻车简
从而归， 至大境门时已是午夜时分，大
境门已闭关。为了不扰民，康熙传旨，夜
宿大境门外，直到天明城门打开时才经
过城门班师回京。人们感念康熙皇帝之
德， 便在他夜宿的大境门外建了一座
“卧龙亭”， 在其对面山坡上建了一座
“将军亭”。

张家口元代形成“张库大道”
成为我国北方重要商贸中心

历史上，张家口曾经是中国北方最
大的商业都市， 三大口岸城市之一，曾
是著名的张库大道的起点。张库大道起
源于张家口，经内蒙古最终达到蒙古草
原腹地城市———乌兰巴托（时称库伦），
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
全长1400多公里，被誉为“草原丝绸之
路”和“草原茶叶之路”。

张家口的繁盛，始于元朝发展起来
的驿站，也是历史上京城与西北地区及
蒙古和俄罗斯等地交通往来的驿道。

元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下诏
改“中都”为“大都”，蒙古人采取了以北
京为中心，面向中原腹地、背靠草原，进
可攻，退可守的阵势。 同时将汇集到中
都的商品物资（包括茶叶、布匹、丝绸、
瓷器、药材等）经过张家口运回上都（今
内蒙古正蓝旗）， 然后将蒙古的牛羊及
奶制品、皮货等经过张家口运至京城。

清初京城与西北地区的贸易往来
更加频繁，逐渐成为北京及内地与蒙俄
贸易的旱路码头和商品集散地。康熙年
间朝廷曾定张家口大境门外为蒙汉贸
易场， 每年从蒙古输入至关内的马匹、
牛羊达百余万只，均是从张家口这座京
城的北大门远道而来。特别是边贸口岸
的全面开放，直隶和本地的许多商人聚
集张家口的堡子里和来远堡，从事对蒙
俄的贸易活动。 这里有联手经营的束
鹿、深州、饶阳、辛集的直隶商帮，有北
京的“京帮”商人 ，也有蔚县 、阳原 、怀
安、涿鹿的本地商帮。

民国初期，张家口成为对外开放的
商埠。 1918年张家口商业贸易出现鼎
盛。 据《张库通商》记载，张家口对蒙古
贸易的商号增加至1600多家，年贸易额
达到1.5亿两白银， 由此张家口被称为

“华北第二商埠”， 中外商贾聚集之地。
1923年，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已多达40
余家。 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
之一，有时候商业比北平更发达，与靠
海发展的天津和上海不相上下。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始
建于顺治元年（1644年），与嘉峪关、山
海关、 居庸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雄
关，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和“京西
第一门”。 “境门”即边境之门，条石基
础，砖筑拱门，拱门长13米，宽9米，高12
米，山势巍峨，雄关虎踞。 1927年，时任
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手书 “大好河山”四
个颜体大字，悬刻门楣，苍劲有力。

崇礼取“崇尚礼义”得名
历史上为多民族聚居地

崇礼位于张家口市东北部。背倚广
袤的内蒙古草原，南临塞外山城张家口
市区，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燕国北
境。 秦属上谷郡。 汉属幽州上谷郡。 隋
为涿郡怀戎县北境。唐属河北道妫州北
境，为突厥游牧地。辽属西京道奉圣州，
为归化州北境。金属西京路抚州柔远县
地。 元属中书省上都路宣德府。 明初属
京师开平卫兴和守御千户所，后为鞑靼
地。 清属直隶省口北道张家口厅。

1913年张家口为张北县二、四两区
属地。 1934年5月将两区划出，取“崇尚
礼义”之意置“崇礼设治局”。 “设治局”
即从清末开始，凡是某一个地方预备成
立新的县政府之前， 相关机构预先成
立，以筹备之，主官为设治委员，权限相
当于知县。

“崇礼”之得名，与国民时期开展的
“新生活运动”有关。

1934年， 民国政府以图革除陋习，
提高国民素质为由，开展了所谓的“新
生活运动”，以确立“四维”的地位。 “四
维”出自先秦时期《管子》，是主张维系
社会稳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分
礼 、义、廉 、耻四个纲要 。 而民国时的
“新生活运动”，对“四维”进行了重新解
释：礼为规规矩矩的态度，义为正正当
当的行为，廉为清清楚楚的辨别，耻为
切切实实的觉悟。 故取 “崇尚礼义”之
意，将设置的“设治局 ”以 “崇礼 ”而命
名。

当时的“崇礼设治局”包括张北县
南部， 沽源西部和大境门外的几个村
落 ， 归察哈尔特别区兴和道尹统辖 。
1936年改为崇礼县。1958年并入张家口
市，改称崇礼区。1961年恢复县制。2016

年取消崇礼县，设立崇礼区。
崇礼由于地处边塞，历史上为汉族

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地。春秋战国以
前为鬼方族（中国北方与西北古代民族
名）居地，汉代时主要为鲜卑、突厥居住
地，辽时为契丹族居住地，金代融合了
女真族，元代与蒙族相融，明代由于移
民垦荒，汉民才有所增加，清代满族增
加，由此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地。

崇礼城区在辽金时始建，元朝时为
“定边城”，明末称“大东沟”。清初，因该
村所处之地在东沟门村西边清水河的
拐弯处，以地得名称“西湾子”。

崇礼境内为冀西北山地，属阴山山
脉东段的大马山群支系和燕山余脉交
接地带，多为东北———西南及东———西
走向。 地貌属坝上坝下过渡型山区。 其
山势陡峻，山峰海拔多在1500米至2000
米之间 ，地貌特征是 “山连山 ，连绵不
断，沟套沟，难以计数”。

崇礼地处北纬40°47′-41°17′，冬季
平均气温-12℃，降雪早、积雪厚、存雪
期长，从每年11月初延续到次年3月底，
被誉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
域”。 2015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
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使崇礼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塞北小城成为全世界关注
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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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
会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
究，特别是北京地名 、风物 、民俗
及古村落研究，并在 《北京日报 》
《北京晚报》 等报刊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 《光阴里的老北京》《北京
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说故 》
《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介绍：

“塞外明珠”
□主讲人：户力平 文/图

北京冬奥会场馆地理溯源

张家口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有关比赛项目及场馆设置， 受到广泛关注。 张家口赛区是
三大赛区之一， 届时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越野滑雪、 跳台滑雪等项目的比赛将在此举行。

张家口地处京、 冀、 晋和内蒙古四省市交界处， 距北京200余公里， 素有 “塞外明珠” “塞
外山城” “边关重镇” 之誉，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被称为北京的 “北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