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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以来!

%

蒙古大部份地区经历了从?牧到农耕的社

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村落的出现是一个显著的空间变化#

%

蒙

古西部地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村就是这些村落中的一个#

不同历史时期!板申气村的蒙汉民
2

在实际生活中不断营造和阐释

空间!共同塑造了板申气的村落格局#在蒙古人与汉人的互动关

中!探讨村落空间演变的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深入地认

识空间构建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

<=>

$空间+蒙古人+汉人+?牧+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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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依大青山&阴山山
I

支
I

(+南临
7

河湾的土默特平原上!星罗棋

?着大大小小的村庄#位於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就是其中一个#板申

气
#

蒙古语!是$造房匠人%的意思#

!

!板申气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南北

不宽东西长!人字头上三官压%!这是村民对村落空间的形象描述#前一句

是
(

村子的形状呈长方形!後一句是
(

村子的主要街道呈人字形!在人字头

上有一座三官庙#时至今日!村落的空间格局已经发生一些改变!不过!其

主体架构依然可辨#当我们步入板申气!先要走过一段东西走向的林荫路#

路的尽头!迎面是一个镶嵌着大大福字的照壁!这眧是三官庙旧址#路在此

处一分
#

二!南边的是前街!北边的是後街#前街中段有一个修有戏台的小

广场!是村民活动中心!一般被称作$人市街%#走过小广场!就来到了一

个堆放着各式杂物+纵贯前後街的大院!这是旧村委会!也是 $大庙 %旧

址#继续往前走!经过$大神树%!来到$西照壁%!到达这眧!已经接近

村子的西界#板申气的村落空间自有秩序#那
+

!这一空间格局是怎样形成

的0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的演变0这正是本文着力解
<

的问题#

$空间%是认识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着眼点之一#经过长期研究!现在

学者们一般认
#

$空间%不是僵冷的物理参数或人类活动的容器!而是特定

社会组织+权力关的投射和表达!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文化

意义#

"

!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受到上述观点的
)

发!探讨当代

社会某一地域空间的物质构造和意义建构等有关问题#

#

!另一些学者从较长

的时段着眼!论述某一地区物质空间的营造过程!以此反映地方社会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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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萨拉齐县志*&呼和浩特"小大铅印局承印!$(&, (!卷"! ,建置-区乡-

蒙语村名表.#关於$板申气%的含义!笔者曾请教.-额尔敦巴特尔老师!额老师的

解释与)萨拉齐县志*所载
%

容一致!谨致谢忱#

相关研究成果
2

多!在这眧仅择主要者列举数种"涂尔著!渠东+汲?译! )宗教生

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米歇尔-福柯2.6G@4RTHJG;JRA=著!刘北成+杨

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

/61TJ UJ;5S<A$;,$%7 :0$;,-2#,:,3*A,;+'B,/9CDA,3',%;,3O#%%5(Q$6#=8A%#B5:=#9' $;

O#%%5=$9(G:5==?"##$C1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另外!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梳理!

可皍参考#如"郑震! ,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 )社会学研究 *!"#$#年!第'

期!页$+)!$($1卞友江! ,空间转向和 $後现代 %地理学的兴起 .! )华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

如"杨小柳! ,建构新的家园空间"广西腸云县背陇
p

搬迁移民的社会文化变迁 .!

)民族研究*!"#$"年!第$期!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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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

$

!还有学者通过对聚落空间的地名+姓氏等数据的收集!分析聚落的

时空演变的原因+进程以及人群分?状癋#

%

!上述研究均关注了 $空间 %的

某一个侧面!想要对$空间%这一范畴有更加立体的把握#一方面!需要在

时间的
I

络中剖析空间如何被层累地生
.

1另一方面!还应注意物质空间与

观念空间的互动关#有砲於此!麦思盓从$风水%的角度着手!探讨中国

乡村社会民
2

空间观念与社会权力结构变动之间的关联#

&

!钱晶晶从空间与

历史记忆的角度切入!阐述人们是如何借助空间意象来表达记忆#

'

!

7

菲在

王朝+地方+移民+土著的互动关下!分析$%世纪以来云南东川人文景观

塑造的历史过程及其权力表达#

(

!这些讨论的分析路径富有
)

发意义#在前

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尝试考察板申气的空间构建过程#

在对蒙古地区的研究中!近来生态环境+人群身份认同与清帝国构建之

间的关等问题!受到学界关注#P$%(97(% 2,765=#%&5:和/(B#> [+4566$两位

学者均讨论了清王朝如何通过对蒙古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来实现其多族群

国家的构建#

)

!不过!这些研究较少讨论在一个连续的时间进程中地方上的

不同人群如何在王朝的统治策略下组构和想像空间#笔者近几年在板申气村

陆续收集到数百份契约文书!时间跨度是从雍正末年直至当代!具有较好的

系统性和延续性#除此而外!还相继收集到一些碑刻+家史+容*+,

!等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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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滔! ,清代广东梅?镇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组织 .! )清史研究 *!"#$,年!第"

期!页"+1&,#

霍仁龙+杨煜达+满志敏! ,云南省掌鸠河流域近,##年来聚落空间演变 .! )地理研

究*!"#$+年!第(期!页$+&)1$+'%#

麦思盓! ,风水+宗族与地域社会的构建'''以清代
7

姚社会变迁
#

中心.! )社会学

研究*!"#$"年!第,期!页"#,1"&+#

钱晶晶! ,村落空间与历史记忆'''三门塘人的家族故事与船形隐喻.! )原生态民族

文化学刊*!"#$#年!第"期!页"&1,##

T46VJ;5QS?,*#$A'%& +#,E3/%+',3.$%7*;$A,-(/%&;#5$% '% FG+# ",%+53)</5+#H,*+"#'%$

315#>5%84:#66?"#$%C+

3H5;A@;5 WG@R4F65Q48S!6/307 23'11,7 H'+# E53-6'07 2#'%&I:3'*+'%,:0$;,*I$%7 +#,J$+53$0

E3'%&,*/9K'%& ?50,329(%;$:>829(%;$:> A%#B5:=#9' G:5==?"#$)CX/(B#> [+4566$?!;3/**

E/3,*+I<+,AA,I$%7 8/5%+$'%-C%B'3/%1,%+IL7,%+'+)I$%7 C1A'3,'% K'%& "#'%$M*N/37,30$%7*

30(-E:#>&580(-E:#>&5A%#B5:=#9' G:5==?"#$+C+P$%(97(% 2,765=#%&5:在书中第$")页指

出"环境变化和保护对於清帝国多族群国家的构建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是核心议题#

$容%又叫做$影%!存在於中国北方的山西+河北+

%

蒙等地#其基本形制是在一副

尺寸不等的布帛之上!绘上祠堂和家族世系!与家谱不同的是!只有家人过世之後!才

能将名字登
$

其上#参见韩朝建!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
#

中心.! )民俗

研究*!"#$"年!第'期!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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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这些民间文献来自於村中不同的收藏者&包括蒙古人+汉人(!从不同

层面反映汉人的定居过程和蒙汉民
2

的互动关!

#

更加细地把握村落历

史和空间演变奠定资料基础#

*+-

!广泛地运用这些民间文献!同时与归化城副

都统衙门档案+地方志等官方资料比勘参校!探析板申气这一农业聚落的物

质和观念空间的构建过程!可以具体深入地理解
%

蒙古地区从?牧社会向农

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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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板申气村!有一些土默特蒙古人!他们的祖先从$+世纪中叶开

始!就已经在土默特平原上生活#天聪六年&$+," (!土默特部归附後金#

崇德元年&$+,+ (!朝廷将其分
#

左右两翼!每翼设一旗#在板申气一带活

动的蒙古人隶土默特右旗#

*+.

!自$+世纪中叶至清初!其主要以?牧
#

生#

在?牧时代! $营盘 %是蒙古人重要的活动空间#营盘一般有四季之

分!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冬营盘和夏营盘#冬营盘往往选在避风向阳的山南之

地!有利於牲畜过冬#夏营盘通常选在
k

爽宜人的开阔之处!有利於牲畜避

(+

Rw

*+-

*+.

%

蒙古的村落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过以往讨论较少注意村落空间的演

变情癋#关於
%

蒙古村落问题的先行研究参见如下著述"V赛瑞斯著!金星译! ,板

升.! )蒙古学资讯*!$((%年!第$期!页$1,1荻原淳平! ,:;<=->

q

=?板

升.! )东洋史研究*!第$&卷!第,号&$(''年$$月(!页$)1"(1孛儿只斤-布仁赛

音著!娜仁格日勒译! )近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的形成 *&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

社!"##) (1哈斯巴根!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 &$+()1$(&' ('''以准噶尔旗

为中心*&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社!"##) (1珠飒! )$%1"#世纪初东部
%

蒙古

农耕村落化研究*&呼和浩特"

%

蒙古人民出版社!"##( (1王玉海+王楚! )从?牧

走向定居'''清代
%

蒙古东部农村社会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

哈斯巴根+杜国忠! ,村落的历史与现状"

%

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

告.! )蒙古学资讯*!"##+年!第&期!页$1$+1牛敬忠!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

社会状癋'''以西老将营村地契
#

中心的考察.*! )

%

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年!第'期!页+$1+&#

乾隆年间!土默特旗形成了左右两翼各,#个佐领+每翼六个参领+每参领辖五个佐领的

定制#这一建置直到清末
6

有太大变化#在清末的土地执照中记载!今板申气属於土默

特右翼六甲一佐#据此推断!至迟在乾隆年间!板申气应该就隶於右翼六甲一佐#见光

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契约!板申气村 T.T&T.T是收藏者姓名的首字母!下文均

做同一
r

理!不一一注明(藏!以下所引用契约和其他民间文献如无特
/(

明!均是笔

者从板申气村收集!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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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

!俺答汗&$'#%!$'%" (率领部
2

在土默特平原上?牧时!就曾随季节变

化而转
>

?牧地! $虏不耐暑!每夏辙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

如故%#

*+0

!入清以後!在很长一段时间
%

!他们依然以?牧
#

生#康熙年

间!土默特平原上还是一派?牧风光! $穹庐簇簇!畜
.

成群!黑白相错!

如垒雪堆云%#

*+1

!在这一情癋下! $营盘 %是蒙古人活动的基本空间单元#

当地至今还有以$那木架%&秋营盘(+ $珠斯郎%&夏营盘(等命名的村

子!

*+2

!这正是?牧时代留下的印记#

在蒙古人的空间观念中! $山%具有十分特
/

的意义#自$"世纪!他们

就已经形成了对$山%的崇拜#此後! $神山%信仰一直在蒙古民
2

中?据

重要地位#

*+3

!

Xs

在土默特平原北部的大青山的一些地方就被蒙古人视
#

$祈福之山%! )清高宗实
$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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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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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4

关於冬营盘+夏营盘的选定!青海可做一旁证! $平时逐水草而居者!论其暂则数迁其

地!论其常则四时有一定之地#夏日所居曰夏窝子!冬日所居曰冬窝子#夏窝子在大山

之阴!以背日光!其左右前三面则平旷开朗!水道倚巨川!而尤择树木阴密之处#冬窝

子在山之阳!以迎日光!山不在高!高则积雪!又不宜低!低不障风!左右宜有两硖

道!纡而入!则深邃而
M

暖也#水道不必巨川!巨流易冰!沟水不常冰也%#徐珂编

撰! )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 (!第'

4

! ,风俗类-青海蒙番之起居.!

页""$'#

)明世宗实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卷&%+!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

午条!页%$###俺答汗的生卒年份!?自)

%

蒙古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第&卷! ,明朝时期的
%

蒙古地区.!第&编! ,人物.!页&)%#

钱良择!)出塞纪略*&)明清史料编*!初集!第%

4

!台北"文海出版社!$(+) (!

页&#'&#

杨诚!,托县村落类型及其命名习俗.!载)托克托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政协托克托县

委员会编!)托克托文史资料*&呼和浩特"

%

蒙古托克托史略编辑委员会!"##( (!

第)辑!页&"&#

有关蒙古人对 $高地 %的崇拜参见海西希! ,蒙古宗教 .!载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

料*!新编第,"-,,辑&$(%&年'月(!页%#1%)#

)清高宗实
$

*&北京"中华书局!$(%) (!卷+,$!乾隆二十六年二月戊戌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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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峪%又称作$十五沟%!分
/

是东哈尔吉尔沟&即哈尔吉勒(+恩都

喇嘛沟+查汉不浪沟+波尔克素太沟+色尔登沟+蜈蚣坝沟+东西
h

儿沟+

忽寨沟+克力库沟+水磨沟+豪赖沟+白石头沟+千树背沟+五道沟+黑牛

沟&

%

含蒙清坝沟+东梨树沟(#

*+5

!十五沟所在的地方是土默特蒙古+喇嘛

的$祈福之山%# $祈福之山%也就是$神山%#既然是神山!理应封禁!

但一些蒙古人
#

收取地租!将土地偷租给民人耕种#

除了农作!煤炭开?也可能对$神山%造成破坏#大青山山沟之中!储

藏着较
#

丰富的煤炭资源!雍正年间就已经大量开?#

*6,

!不过!煤炭的开?

扰动了地方社会的原有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纠纷#板申气就曾入这样的纷

"

之中#一份嘉庆年间的档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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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从中可知! $无知蒙民%私自开瞁+任意打草+砍伐树木!这侵犯了吉特库

山上的召庙以及周围包括板申气在
%

的十四村的利益#

*6.

!官府以吉特库山附

近属$神地%+事关$风水%

#

由!严禁$无知蒙民%有上述行
#

#除了这

(%

Rw

*+5

*6,

*6-

*6.

$申报大青山十五沟眕
^

人口?地亩各数&附清
4

(%!

%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档案馆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D'D,(#以下

所引)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均收藏於
%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

不一一注明#

乌仁其其格! ,清代大青山各沟煤矿业概述'''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矿务档案
#

例.!

载齐木德道尔吉+宝音德力根主编! )蒙古史研究*&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社!

"##) (!第(辑!页"'#1"+,#

$

t

请严禁开?炭瞁&

t

文缺失+附图+嘉+咸禁令(%!宣统二年六月!归化城副都

统衙门档案%#D)D""#

十四村分
/

是臭水井村+阿善沟门村+沙尔沁村+把拉盖村+袄尔圪森村+公矱梁村+

黑口莫尔板申村+公矱板申村+板申气村+此鸟老鸟村+威郡村+水家沟门村#参见

$详邢玉玺在海流素泰?炭被广化寺阻挡请示祗遵&附地图+抄案(%!宣统二年二月

十一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D)D$)#

-

.

/

0



次案件!乾隆三十二年 &$)+) (+乾隆四十七年 &$)%" (+道光二十八年

&$%&% (+咸丰九年&$%'( (+宣统二年&$($# (!围绕吉特库山的开?问

题都曾发生过
"

控#

*6/

!其中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咸丰九年的案件

所载不详#据保存了更多细节的道光二十八年+宣统二年的案件记
$

!召庙

和十四村均以$风水之
(

%同开?煤瞁的商民等相颉颃#

*60

!由此可知! $神

山%在蒙古人空间观念中!?有重要的位置#不过!在清代土地放垦和移民

进入的背景下!部份蒙古人也有在$神山%上开挖瞁口+打草砍树的行
#

#

上述大青山十五沟$祈福之山%和吉特库山$神地%的例子也
(

明入清

以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蒙古人的空间观念不断发生改变#P$%(97(%

2,765=#%&5:对清代外蒙古神山祭祀与$纯
[

%观念的探讨中!也观察到类似

的变化#他指出虽然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员通过保护神山和猎场来维护外蒙

古的$纯
[

%!但进入$(世纪以来!随着外蒙古与
%

地商贸往来的频繁!蒙

古人的$神山%信仰+ $纯
[

%观念逐渐出现动!蒙古人和汉人出现日益

混杂的情癋#

*61

!在土默特地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的是! $神地 %+

$风水之地 %的观念和政府的 $封禁 %政策!如何被蒙古人+汉人加以运

用!以使其在地方社会的资源竞夺中获得优势位置#

$脑包%&即$敖包%+ $鄂博%(也是蒙古人组织空间的重要要素#

{S|´ÚmÀì6

((

*6/

*60

*61

记
$

了这些
"

讼案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有如下案卷" $详请邢玉玺在海流素泰

开?炭瞁请示遵照办理书
4

%!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D)D$+1 $详邢玉玺在海流素

泰?炭被广化寺阻挡请示祗遵&附地图+抄案 (%!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D)D$)1

$

t

恳盰
4

给照开?炭瞁?乞出示晓谕%!宣统二年二月!%#D)D$%1 $

t

恳盰
4

给照

开?炭瞁?乞出示晓谕%!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五日!%#D)D$(1 $谘行副都统查明宽店

子等处?炭有无窒碍烦查照办理%!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D)D"#1 $

t

恳严惩阻瞁

之喇嘛八十一?饬厅保护开?%!宣统二年八月!%#D)D"$1 $

t

请严禁开?炭瞁 &

t

文缺失+附图+嘉+咸禁令(%!宣统二年六月!%#D)D""1 $呈请?饬萨厅先行禁止

在宽店子等处开瞁以杜
"

端%!宣统二年七月!%#D)D",1 $详请邢玉玺开挖炭瞁应开

应闭请批示书
4

%!宣统二年八月十七日!%#D)D"&1 $谘行副都统查明广化寺与邢玉

玺
"

控底
u

%!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D)D"(1 $

t

请集股自行开?宽店子炭瞁恳请

立案%!宣统三年三月!%#D)D,##

道光二十八年&$%&% (的案件中有$具有风水之吉特库山%的记载#以上
%

容参见详邢

玉玺在海流素泰?炭被广化寺阻挡请示祗遵 &附地图+抄案 (%!宣统二年二月十一

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D)D$)#宣统二年 &$($# (的案件中有 $因是风水山势!

关该召?旗休咎 %的表述#以上
%

容参见 $

t

恳盰
4

给照开?炭瞁?乞出示晓

谕%!宣统二年二月!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D)D$%#

3H5;A@;5 WG@R4F65Q48S!6/307 23'11,7 H'+# E53-6'07 2#'%&I:3'*+'%,:0$;,*I$%7 +#,J$+53$0

E3'%&,*/9K'%&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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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包信仰在蒙古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一般被视
#

圣址或路标#在蒙古

人生活的地方!通常都有大大小小的脑包#

*62

!板申气的西北方向!就有一座

$脑包%#据村中的蒙古族老人
(

!这座脑包是板申气村与黑麻板申村的界

限#脑包现在只有一座!不过!以前曾是由$,个脑包组成的脑包群!其中有

一个大脑包+$"个小脑包#蒙古人有祭祀十三敖包的习惯#

*63

!因此板申气村

的这处脑包应该就是蒙古人祭祀的十三敖包#在脑包附近!有许多以脑包命

名的地名#板申气西北方向有一座小庙!坐落在大青山南坡之上!西侧是一

条山沟#庙中保留着一块乾隆四十年&$))' (的碑刻!碑文记载" $或人忽

忆脑包沟有神泉在焉!何不祷而神祗!拜水於此泉乎0 %

*64

!可见!彼时人们

就以$脑包沟%来命名庙宇紧邻的山沟#在板申气遗存的民间契约文书中!

也陆续出现带有$脑包%字样的地名!如$脑包道%+ $脑包地%+ $脑包

上%+ $脑包卜 %+ $脑包路 %+ $下脑包卜 %+ $脑包场 %+ $脑包

梁%#

*65

!以上讯息都表明! $脑包%是板申气较早出现的人文景观!汉人到

来之後!向蒙古人租种$脑包%附近的土地!?把此前已经存在的$脑包%

作
#

参照物!用它来给附近的地点取名#

蒙古人在长期生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空间组织方式和空间观念#其

$##

Rw

*62

*63

*64

*65

有关蒙古人对$脑包%的崇拜参见海西希! ,蒙古宗教.!页%"1%,#

蒙古社会的脑包祭祀中!有一种 $脑包群 %的祭祀形式#这样的脑包群一般由'+)+

$$+$,个敖包组成一组#其中有一个是较大的主敖包!其馀的敖包较小!分?在主敖包

的周围#参见刘文锁+王磊! ,敖包祭祀的起源 .! )西域研究 *!"##+年!第"期!

页)+1%"1纳钦! ,作用中的敖包信仰与传
(

'''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 )田野观

察*!"##&年!第&期!页$##1$#)#此外!据拉-胡日查巴特尔的研究!十三是备受蒙

古人尊崇的数字#这也使十三脑包在蒙古社会中普遍存在#参见拉-胡日查巴特尔!

)哈腾根十三家神祭祀*&海拉尔"

%

蒙古文化出版社!$(%)!蒙文版 (1利光有纪

著!王平译! ,评胡日查巴特尔著 )哈腾根十三家神祭祀 *.! )蒙古学资料与情

报*!$((#年!第"期!页"$1"&#

)板升气新修庙宇碑记*!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仲秋上旬之日立!笔者於"#$,年)月""

日!在土右旗板申气拍照?集#

在笔者所搜集的板申气民间契约文书中!这些地名第一出现的时间分
/

是"脑包道!嘉

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契约!T.T藏1脑包地!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契约!XWV

藏1脑包上!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契约!XWV藏1脑包卜!道光二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契约!T.T藏1脑包路!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契约!/39藏1下脑

包卜!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契约!YVW藏1脑包场!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契约!

WZ[藏1脑包梁!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契约!/\9藏#在契约中!脑有时写成

$恼%+ $瑙%! $卜%有时写成 $八 %+ $? %!

#

行文方便!笔者将其统一写成

脑+卜!不一一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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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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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营盘%+ $神山%与$脑包%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要素#明中叶以後!

随着山西移民的不断进入!土默特平原出现由牧转农的趋势#伴随着社会结

构的转变!当地的空间配置和人们的空间观念也出现新的发展动向#

B

% +

IxJ%K

, !!!

L=ÑSMF%:´iN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有一个广
#

流传的传
(

故事''' $杨六郎战蒙

古%#故事的主要
%

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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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板申气村民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不过!故事
%

容与上述版本略有差

?!差?之处主要是埋箭地点#在板申气!埋箭地点不再是地理位置较
#

含

混的大青山!而是有了确切所指!即板申气西边的沙尔沁山#

*7-

!杨六郎即杨

延昭!是北宋抗辽名将#故事把杨六郎抗击的对象!从辽改成蒙古!这存在

时空错位!明显不符合史实#但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故事在归化城

土默特地区的
.

生和广泛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世纪中叶以来

山西汉人走西口的历程#

板申气成村的历史也是汉人不断移居口外的历史#明代嘉靖年间!就

有不少汉人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从事农业生
.

!他们 $筑城建墩!眐
Z

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於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

{S|´ÚmÀì6

$#$

*7,

*7-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笔者"#$$至"#$'年!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所做的历次田野调查

中!均听到过这一传
(

故事#

十分有意思的是!笔者"#$+年+月$#日赴沙尔沁山 &今改名
#

莲花山 (考察时!在山中

发现了一座被烧
B

的小庙!当地人称此庙
#

$六郎庙%!?
(

在$六郎庙%後侧的石壁

上!曾经就插着一支杨六郎的箭# &引自笔者"#$+年+月$#日在包头市沙尔沁山所做的

田野调查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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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也%#

*7.

!在这一大背景下!地肥水美的土默特右旗应该也有汉人的??#

与此同时!俺答汗
#

推广藏传佛教!积极修建寺庙#$')'年!他在板申气东

北方向二十馀公里处!修建了一座召庙''' $美岱召%#

*7/

!此庙的具体工程

由汉人工匠完成!在泰和门的石刻之上!就镌刻
M

伸+郭江两个汉人工匠的

名字#

*70

!在当时土默特平原板升农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汉人工匠有留

在这眧生活的可能性#板申气距离美岱召大约"'公里!因此他们的足?也可

能到达板申气#

*71

!

入清以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汉人陆续私自出口拓

垦#康熙中叶!农业生
.

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在过长城至归化城一段!一些

地方$茅舍分列!地多耕种%!归化城附近 $地多开垦!颇饶耕具 %#

*72

!康

雍乾时期!朝廷西征朔漠!归化城作
#

$总要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不少士兵在此地路过或驻?#

*73

!乾隆年间!朝廷又筑绥远城!屯兵防守#

*74

!

#

满足军粮补给需求!从康熙中期开始!朝廷先後在土默特平原上放垦了大

片土地!招募汉人耕种#

*75

!土地放垦政策
#

汉人大批进入提供了重要契机#

此後!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到口外谋生#其中一些汉人就在板申气所在的地方

定居下来#乾隆四年 &$),( (!朝廷在今土默特右旗范围
%

设立 $萨拉齐

厅%管理民人!板申气即其属下村落#

在土地放垦的背景下!

#

了给移民行
#

找到合理依据!来自口眧的汉人

往往将自己移民的缘由与朝廷的土地放垦政策联起来!板申气1YI

*8,

!收藏

$#"

Rw

*7.

*7/

*70

*71

*72

*73

*74

*75

*8,

)明世宗实
$

*!卷&%+!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页%$###关於明代板升汉人的农

业发展状癋!前辈学者已经做过十分充份的研究!本文不再重复#相关
%

容可参见"曹

永年主编!邱瑞中分卷主编!陶玉坤等著! )

%

蒙古通史*&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

版社!"##) (!第"卷!页&',1&+)#

胡锺达! ,呼和浩特旧城 &归化 (建城年代初探 .! )

%

蒙古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年!第$期!页$#'1$$+#

泰和门石刻文字见薄音湖! ,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 .! )民族研究 *!"##'年!第'

期!页%)#

杨广山! )板升气村史稿*&未刊稿(!也持这一
(

法#

钱良择! )出塞纪略*!页&#''+&#+&#

)清圣祖实
$

*!卷$'(!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庚戌条!页)&+#

田宓! )清代的旅蒙商与归绥社会*&广州"中山大学未刊博士论文!"##% (!页$"%1

$,$#

田宓!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 )民族研究*!"#$"年!第

+期!页%+1((#

本文引用之田野调查材料!

#

尊重被访问人的意愿!将其姓名隐去!用姓名首字母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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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家百年历史*在记述其祖先出口经过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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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核查史料!?未发现清廷在嘉庆八年 &$%#, (曾颁? )流民耕垦蒙古土

地法*#不过!朝廷是否在这一年颁?这部法令!?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对於
%

地汉人来
(

!当他们郑重其事地将这一$法令%写入家史!其用意是

想建立移民口外与土地放垦政策之间的联!这就使自己的行
#

具备合法

性#因此!从历史
C

述形成的动机来看!不管)流民耕垦蒙古土地法*有无

颁?!它都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汉人来口外谋生!首先要与蒙古人建立良好关#其中有与蒙古人认乾

亲+结奶亲者!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村村民张虎心的爷爷就是通过

与蒙古人珍珠+玉柱认$乾亲%!和蒙古人海宽结$奶亲%的方式!在当地

定居下来#

*8.

!也有娶蒙妇者!雍正十一年&$),, (!一位官员巡查归化城等

地!就发现有不少汉人娶蒙古妇人
#

妻?生下子嗣#

*8/

!不难推知!板申气的

汉人应该也是通过类似方式!拉近与蒙古人的关!从而获得居住和耕作的

权力#

汉人出口时!往往呼朋
T

友!结伴而来#在一些村子中!最早定居的汉

人通常来自同一个地区#因此!一些聚落的名称就用原籍地的名称命名#比

如!包头市的东河区!旧称代州营子!东河区下辖的沙尔沁村!旧称忻州圪

旦#板申气虽然
6

有以原籍地命名!不过!村中汉人也大多来自同一个地

方'''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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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百年历史*!ZT/藏#

)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编! )把什村史*&呼和浩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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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不少村落中还流传着$姑舅亲%的
(

法#板

申气故老相传!村中较早移民的傅姓与师姓就是姑舅亲#在板申气以东的东

湾村!也有这一
(

法#由於板申气这方面资料留存较少!而东湾村则保留着一

些相关材料#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东湾村情癋的分析!推测板申气的情形#

东湾村的游家与贾家後人回忆!其先人是姑舅亲#贾家旧容上第一代祖

先是贾赞&新编世系谱写
#

贾瓒(!配偶是$游氏%#容上的第一代人!一

般是最早在口外定居者的父母!仍在口眧生活#由此可知!在原籍地!两家

可能存在姻亲关#同时! 在原籍地!两家住处也相隔不远#游家)游氏家

谱续谱*记载!其原籍地是$山西省交城县洪湘乡安定村二堵二甲 %#

*80

!贾

家旧容记载!其原籍地是 $交城县蛇头村一堵一截 %#交城县洪湘乡今有

$舍堂村%! $蛇头%与$舍堂%发音接近!应
#

同一地方#有意思的是!

在贾家近年重新整理的新世系谱中!在 $蛇头村 %前面又加了 $安定 %二

字!即$山西省交城县安定蛇头村一堵一截%#

*81

! $安定%与$蛇头%本
#

两个村落!但贾家在新修世系谱中!将两个村子合写一处!这反映编撰者着

意
0

调游+贾两家$姑舅亲%关的想法#对这一关的
0

调有利於
%

地民

人在新的地方落
F

?在生活中相互扶持#虽然上述
%

容主要讨论的是东湾村

的情癋!但板申气$姑舅亲%

(

法的出现与流传当与东湾村具有相似性#

来到口外的山西汉人起初与原籍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板申气122保

存着一份口眧的房契!契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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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新修)游氏家族续谱*&东湾村/Z藏(# "#$,年!游氏後人曾赴山西交城寻亲!?查

看了老谱!在此基础上!又新修了)游氏家族续谱*#因此!游氏关於原籍地的记载应

该是可信的#

贾家旧容+贾家新世系谱!东湾村3V]藏#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契约!ZWW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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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中$都%+ $甲%+ $随粮%的表述!

(

明这份契约是来自口眧#

此外!契约还粘贴着一份契尾!明确记载这宗土地交易发生在山西省忻州#李

家先人李喜绪至迟在乾隆五十三年&$)%% (就已在口外租地耕种谋生#

*83

!可

能是李喜绪!也可能是李家其他先人!在出口时!随身
v

带这份房契#无独

有偶!板申气东边的威俊村张家也
v

带口眧的四份契约!其中三份是分单!时

间分
/

是康熙四十三年&$))% (+乾隆四年&$),( (+乾隆十三年&$)&% (1

另一份是土地买卖契约!时间是乾隆四十一年&$))+ (#

*84

!出口之时!随身

v

带原籍的地契+分单等!这表明移民起初与原籍之间保持着经常性往来#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彼此之间的关渐渐疏离#东湾村游家於乾隆三十年

&$)+' (出口!到了$(&$年!其家人对原籍家族世系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七至十三世!耳闻传言! ?未实?%#

*85

!

以朝廷的土地放垦政策
#

契机!山西汉人大批进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板申气由此取得更大发展#如前所述!在板申气西北山坡的小庙中!立有一

块乾隆四十年&$))' (的石碑!即)板升齐新修庙宇碑记*! $板升齐%就

是後来的$板申气%#

*9,

!在笔者目前所见材料中!这是 $板申气 %的名字第

一次见诸史乘#此碑的碑阳+碑阴开列?施名单!经统计发现!共$%&人捐

款施地!其中汉人$'(个+蒙古人"'个#

*9-

!捐款施地人?未特
/

标明来自板申

气以外的其他村落!可以推断这些人主要是板申气村民#由此可见!板申气

当时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聚落了#

$杨六郎战蒙古%的故事!正是在上述历史情境下
.

生的#随着汉人的

移入!在山西地区广
#

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传入蒙古地区#

#

使传
(

故事

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山西移民对其进行改造!原本杨六郎抗辽的情节!变成

了杨六郎战蒙古#其基本的
C

事逻辑是!杨六郎战败蒙古!获得从雁门关到大

青山的地盘!这就使山西移民取得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入住权%#如果
(

$杨六郎战蒙古%的故事使汉人的移民行
#

获得文化上的$合理性%#那
+

在

{S|´ÚmÀ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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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契约!ZWW藏#

康熙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契约+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契约+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契约+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契约!威俊村Y3[藏#

,承继追远回原祭祀序.&民国三十年8$(&$ 9(!东湾游德森回山西原籍寻根续谱时

所留下的资料!东湾村ZZ藏#

至迟在道光年间!人们就已经把$板升齐%写作$板申气%#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契约!Y/藏#

这一统计未包括捐钱的两个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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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之後!他们就开始用汉人社会的观念来构建农业聚落!这极大地改变了

土默特平原的空间形态#

I

% +

FOPQIµR

, !!!

ÊË:´%^ 

$南北不宽东西长!人字头上三官压%!这是今天板申气村民对村落空

间的形象
(

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人字头上三官压 %一句#这句话是

(

!板申气村有前後两条大街!呈人字形排列!在人字头!即三叉路口处!

盖有一座三官庙#

*9.

! 这一聚落格局的形成是汉人逐渐运用自己的知识构建空

间的结果#

山西移民在口外种地谋生!起初春种秋回!居所多
#

临时性的#

*9/

!其

後!随着定居意愿增
0

!人们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住所!这就要从蒙古人那

眧租地基#板申气的师福就曾在道光二十七年 &$%&) ($"月租了三处屋宅地

基#其中两处是直接从蒙古人色橙和色不利+财登坝处租来!另一处是从刘

姓汉人转佃而来!均需向蒙古人交纳地铺钱#

*90

!与师家一样!山西移民大多

通过直接或间接向蒙古人租地基的方式!得以在板申气筑房而居#汉人所建

宅院的主体是正房!正房分若干间!一般坐北朝南#

*91

!各家又根据具体情癋

在院
%

修建间数不等的东房+西房+南房+马棚等附属建筑#刘敏+刘惠家

的房院就包括! $南房三间!正房三间!大门房一间!东马棚二间!西房五

间%#

*92

!直到今天!除了建筑质料有所不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民居的基本

形制依然大体如此#

在长期的历史行程中!板申气村民形成诸姓杂处+插花而居的居住格

$#+

Rw

*9.

*9/

*90

*91

*92

三官庙在文革时被
B

!後来在原址上盖了信用社!现在是一处民居#

在河套地区!

%

地移民最早的住处是半穴居的瞁子#参见哈斯巴根! )鄂尔多斯农牧交

错区域研究&$+()1$(&' ('''以准噶尔旗
#

中心 *&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社!

"##) (!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契约+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契约+道光二十七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契约!WZ[藏#朝廷法令规定!蒙古土地不得买卖!因此在契约中一般写

的都是$租%或$佃%#

宅院的坐落也有坐西朝东的情癋!T̂T在板申气前街一处宅院就是坐西向东! $今将自

己原置到板申气前街路北小巷坐西向东宅院一所!

%

计正房四间半!西房三间半!南
w

子一间!大闸子一!上卡一间%# &$成吉思汗纪元七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契约!

93̂ 藏(#不过!坐西向东的情癋一般较少#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契约!WZ[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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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较早来村的汉人是师姓和傅姓#师+傅二姓的老宅就位於村子的中心#

在傅姓和师姓之後!其他姓氏陆续搬来#前述脑包庙碑刻的捐资名单中涉及

"%个姓氏#时至今日!村中已经发展
#

至少六十馀个姓氏#

*93

!当然!同一个

姓氏的人家?不一定同属一个家族!比如!板申气的郭姓人家就分属三个不

同的家族#

*94

!

上述居住格局的形成与分家析
.

有一定关#一名男子娶妻生子?拥有

一处宅院之後!随着家中男性子嗣长大成人!兄弟们就有了分家析
.

的诉

求#在第一次分家之时!各个兄弟分得的是同一宅院的某一部份#同治十二

年&$%), (正月!

x

广祯将自己的$宅院房
.

地土俱%析成两股!两个儿

子
x

堆+

x

金各得其中一股! $一股!宅院西边一半
%

计正房二间!南房一

间!大门一合!//一股!宅院东北一半
%

!计正房二间!东房三间 %#

*95

!

不难推知!待
x

堆+

x

金的孩子长大!宅院有可能不敷居住!这就需要另外

购置#$(&(年九月!师连贵$自因外面买下住宅!情愿将原分的老院分到一

半!情愿推与大胞兄师连存名下永远修垒住? %#

*:,

!有鉴於此!在板申气同

一家遗留的契约之中!往往存在数量不等的宅院地基契约#21J收藏的契约

就有道光+同治+光绪+民国时期的八份宅院地基契约#由於地基房院是在

不同时期从不同人手中取得!因此!同一家族的成员!其居住地也经常是分

散的#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板申气
#

何形成了诸姓杂处+插花居住的格局#

由於不断的分家析
.

和频繁的房
.

交易!房
.

地基权属日益杂!这使

住宅的$出路%成了交易者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嘉庆年间的一宗地
.

交易

中提到! $今将自己屋宅一所!南至官街!北至师有
y

!东至师斌!西至公

夥!出路四至分明 %#

*:-

!这眧关於出路的
(

法还比较笼统#随着时间的推

移!相关
%

容越来越细#清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的两宗土地买卖中分
/

提

到! $此宅
%

东西角有出路一条!南北宽七尺五寸!东西通行%1 $出路通

街!宽二尺五寸%#

*:.

! $出路%问题的出现和变化!反映了板申气村的土地

关和社会关呈现出日渐杂的面貌#

盖房子?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一定次序!久而久之!形成了街道#在

{S|´ÚmÀì6

$#)

*93

*94

*95

*:,

*:-

*:.

访谈笔记"/-W!"#$'年$$月",日!板申气村#

访谈笔记"X..!"#$'年$#月"%日!呼和浩特#

同治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契约!ZWW藏#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契约!WZ[藏#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契约!Y/藏#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契约!/39藏1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契约!Y/T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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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申气契约中!从咸丰年间开始!先後出现了$人四街%&即後来的$人市

街%(+ $後街%+ $前街%+ $中街%+ $水泉路%的
(

法#

*:/

!每条街中

又有$小巷%!如$中街南巷%+ $前街北小巷%+ $前街南小巷%#

*:0

!其

中$前街%+$後街%是两条主街!$中街%可能是连接$前街%+ $後街%

的一条街道# $水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纵贯全村的道路# $人市街%是

$前街%中段一块较大空地!是村中举办各种集会和开设集市的地点# $人

市街%於上个世纪%#年代修建了戏台!直到今天依然是村民活动的中心场所#

庙宇是村落中的重要人文景观#乾隆四十年 &$))' (!板申气村久旱未

雨!蒙汉民
2

在板申气西北大青山中的脑包沟$神泉%祈雨! $未几则云油

然作雨沛然降!则苗勃然兴之矣%!

#

感念神灵庇佑!人们在脑包沟沟门建

庙塑像#

*:1

!虽然碑文未载庙的名称!但从兴建缘由来看!这座庙应与龙王或

水神有关#此庙现在被村民称作$脑包庙%# $脑包庙%虽是板申气村民修

建!但距离村庄尚有一段路程#

村中最具影响的庙宇是$大庙%#此庙乃$关帝之庙!龙王+财神配享

其间%#

*:2

!关於 $大庙 %的修建时间!有两种
(

法!一
(

$轫始於雍正

间%!

*:3

!另一
(

$於乾隆丁亥年新建关圣帝君庙%#

*:4

!究竟哪个
(

法更
#

准

确!目前还不能确定# $大庙%创建之後!经过不断重修和增修!规模越来

越大#乾隆四十七年&$)%" (!对大庙的戏楼和二门进行扩修!使其$

Q

然一

新!可与乐亭?森列焉%#

*:5

!嘉庆十一年&$%#+ (!因$禅房隘陋!不足以壮

观瞻%!又$重盖东西禅房六间!补添容乐楼!起盖戏房三间 %#

*;,

!嘉庆十

九年&$%$& (!李生春捐资金镀圣像+刊刻对联!?新建鼓楼一座!添置石

$#%

Rw

*:/

*:0

*:1

*:2

*:3

*:4

*:5

*;,

咸丰三年九月十三日契约!/39藏1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契约!同治十一年十一

月初五日契约!Y/藏1宣统三年五月十九日契约!/39藏1光绪三十三年新正月契

约!XWV藏#

民国十二年阴五月十五日契约!Z3藏1成吉思汗七三九年二月初七日契约!9 0̂

藏1成吉思汗七三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契约!/39藏#

)板升气新修庙宇碑记*!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仲秋上旬之日立#

,重修关圣帝君庙碑?.!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戍林钟月!载$丹府坟堂纪念碑碑文调查

卡%!$(&$年$$月"#日!

%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土默特旗民国档

案)(D$(&$1$$1"#D,"#以下几通碑刻如无特
/

注明!均出自同一份档案!不一一标明#

,重修关圣帝君庙碑?.!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戍林钟月#

,重盖关帝庙禅房等碑.!嘉庆十一年仲冬上浣之日#

,重修关帝庙戏楼碑.!乾隆四十七年蒲月上浣立日#

,重盖关帝庙禅房等碑.!嘉庆十一年仲冬上浣之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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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两个!还重新修葺钟楼
g

垣和
%

外四坊门!使庙貌
Q

然一新#

*;-

!至此!大

庙的规制基本确定下来!主要包括正殿+配殿+乐楼+鼓楼+钟楼+山门等

建筑#此後!村民每隔一段时间便对大庙进行修葺#道光五年&$%"' (!修

整正殿+配殿和乐楼的围垣#

*;.

!道光二十二年 &$%&" (!重修乐楼和戏

房#

*;/

!咸丰元年&$%'$ (!对全庙进行整饬#

*;0

!

村中另外一座比较重要的庙宇是$三官庙%#关於这座庙宇!

6

有留下

当时的文字记载#村中耆老回忆!三官庙建於"#世纪,#年代#至於建庙的缘

由!)板申气村史稿*

(

!$曾有术士称板申气村的两条街
#

人字形!应该在

人字头处建一庙宇!方可保证出人才!於是有识之士就建了4三官庙5%#

*;1

!

此外!还有一种
(

法!是
(

三官庙的修建压住了村子的运势!妨碍村眧人才

的出现!这一
(

法
6

有形成文字!但在村中流传更
#

普遍#

*;2

!两种
(

法都将

空间格局与村子的气运联起来#随着时间的演进! $人字头上三官压%!这

一带有风水意味的表达逐渐在村中出现?广
#

流布!这正体现汉人如何运用

风水知识组构和阐释村落空间#

风水观念在村中的传播!与阴阳先生的活动不无关#.II是村中的阴

阳先生!其高祖.G@就以此
#

业#

*;3

!.家至今仍保留着署有.G@+.F\+

.2三代人名字的科仪书#其中!署名.G@的一本科仪书中记载! $

!

据南

赡部洲大清国山东+西+

""

府+州+县+

"

乡+村+

"

都+

"

甲人氏!寄

住在口外归化城等处西萨拉齐地方
"

村居住#信士
"""

阖家老幼男女人

等!处心喜舍资财!买办金钱财马!信心供物之仪%#

*;4

!可见!.家活动的

范围主要是萨拉齐一带的村庄#正是通过阴阳先生的活动!风水观念逐渐在

乡村社会
.

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村中汉人对蒙古人原有的空间景观'''脑包!赋予新的解

释#管板申气周围有不少以$脑包%命名的地名!但在今天! $脑包%更

#

当地人所熟知的名称是$十二寡妇%#板申气的汉人大多认
#

! $十二寡

{S|´ÚmÀì6

$#(

*;-

*;.

*;/

*;0

*;1

*;2

*;3

*;4

,重修关圣庙碑?.!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戍溽暑月#

,重修关帝庙.!道光五年岁次乙酉南
a

月#

,重修乐楼戏房碑记.!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
7

钟月上#

,重修关帝庙碑.!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南
a

月上浣#

杨存山! )板申气村史稿*&未刊稿(!页",#

访谈笔记"板申气村民!"#$'年&月!板申气#

访谈笔记"X//!"#$,年$$月!板申气#

引文中$

!

%

#

原字不清!引者所加1 $

"

%则
#

原文如此!引者照
$

#见 X家科仪

书!署名
#

" $X_9记%!X//收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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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是$

#

纪念宋朝杨家遗孀八姐九妹+烧火丫头杨排凤等征西战死沙场而

建的%#

*;5

!不过!与前述$杨六郎战蒙古 %一样!村民一般把 $十二寡妇 %

征讨的对象也当成$蒙古%#至迟在民国时期! $十二寡妇%的讲法就在板

申气流传#$(")年三月的一份分单记有$十二寡妇地%的字样!这
(

明在人

们的心目当中$十二寡妇%已是约定俗成的表达了#

*<,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

分单中!以$脑包%命名的地名和$十二寡妇%的名称同时出现! $又分到

脑包卜子东西畛西边一股!又分到十二寡妇地一块 %#

*<-

!在新修的 )板申气

村史稿*中!又将$十二寡妇%和$脑包%连写!把这一空间景观称
#

$十

二寡妇脑包%#

*<.

!直到今天!在板申气!还在每年阴五月十三+七月十九

分
/

唱两台戏!其中五月十三这台戏!一般叫做$脑包会%#笔者"#$+年+月

$)日&即阴五月十三 (参加板申气村的 $脑包会 %#在清早的领牲仪式

中!发现主持和参与仪式的成员&全部是汉族(在$十二寡妇%处虔诚地拜

祭#

*</

!从中可见!不同时期的空间记忆层累砯加在一起!已经成
#

村中蒙汉

民
2

共享的地方性知识#

*<0

!

村中汉人之所以用$十二寡妇%重新命名和解释$脑包%!与如下两个

因素有关"第一!伴随着$

1

剧%的传播! $十二寡妇%的故事逐渐在当地

家喻
^

晓#山西汉人移民口外的同时!也移植原乡的文化#像在山西一样!

酬神演戏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板申气一年要唱七台戏!因此!村眧流

传着一句顺口溜! $板申气不成气!一过大年就唱戏 %#

*<1

!在这一场合!

$

1

剧%是最受欢迎的剧种之一#而$杨门女将%是
1

剧的经典曲目!其中

$$#

Rw

*;5

*<,

*<-

*<.

*</

*<0

*<1

杨存山! )板申气史稿*&未刊稿(#

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契约!XWV藏#

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契约!XWV藏#

杨存山! )板申气史稿*#

引自笔者"#$+年+月$)日在板申气村所做的田野调查笔记!由於参与此次领牲仪式的成

员不愿对外公?姓名!笔者尊重当事人意愿!在文中未加提及#

饶有趣味的是!在
%

蒙古东部地区!也存在汉人对脑包重新阐释的现象#故事是
(

"

$康平县正南三里许!有山曰闹宝山#山景优雅!山中有石坟十三个!相传十三太保

李存孝之墓#每年春秋两季!蒙民前来祭祀# %$石坟%是$十三太保李存孝之墓%的

(

法!显然是汉人的诠释!这一故事载於渖阳市图书馆社科参考部编印! )东北名胜古

?轶闻*&沈阳"

%

部发行! $(%' (!页",'#此条材料由学友申海义提供!谨致谢忱#

头一台"平安社1第二台"西大社1第三台"三官社1第四台"请龙王&请神戏(1第

五台"单刀社&关云长(!五月十三日1第六台"脑包会!七月十九日1第七台"谢茬

会#以上
%

容引自访谈笔记"9[-&(#岁(!"#$,年)月!板申气村#也有另外一些
(

法!如$板申气不成气!月月唱大戏%! $板申气不成气!接罢上就唱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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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包括 $十二寡妇征西 %的
%

容#正是借由 $酬神演戏 %! $十二寡妇征

西%成了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第二!板申气脑包的形制容易让汉人将其与

$十二寡妇%建立联#诚如前述!板申气村的蒙古人的十三敖包!由一个

主脑包和$"个附属小脑包构成#随着汉人逐渐掌握构建和阐释空间的主导权!

他们很自然地将$脑包%联想成$十二寡妇%的纪念性景观#

对於$十二寡妇%的
(

法!村中的蒙古人有自己的理解#I0V老人
(

$十二寡妇%是蒙古人的$脑包%!是板申气和黑麻板申两村的分界瞃#他

的侄子IP@保留的契约中!有一份记帐单!眧面提到$香油%+ $木耳%+

$乾%+$白米%+$砖茶%+$青花炮%+ $红表布%+ $绵花%+ $洋

肚手巾%+ $裤代%+ $黑卡己布%等物品#IP@

(

这张单子是祭祀脑包时

留下的#而实际上!这份帐单?
6

有标明时间和物品用途!因此!很难断定

是否跟祭祀脑包有关#不过!IP@认
#

这份帐单是祭祀脑包时留下的!这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管$脑包%已被汉人用$十二寡妇%重新命名和解释!

但在蒙古人的心目之中!依然保留着关於$脑包%的历史记忆#

乾隆中叶以後!随着西北的勘定!旅蒙贸易日益繁盛#蒙古地方的牛

羊+皮毛经由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贩运至
%

地#

%

地的砖茶+布匹也在这眧

中转!销往蒙古地方#同时!土默特平原上生
.

的粮食等还远销到蒙古+山

西等地#板申气处於交通要道之上!东连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呼和浩特!西接日渐繁荣的水陆码头包头!其商品经济逐渐有长足

的发展#乾隆年间!商人已在板申气活动! $癸巳之夏!五月既望!阴阳失

偶!而甘霖未降!则苗将稿之时也!而农贾恍然!不知所以 %#

*<2

!到了嘉庆

年间!板申气已然成
#

$商农错处!眕火万家%的一大聚落#

*<3

!

商人的活动在板申气庙宇兴修中有所体现#笔者对板申气庙宇所遗碑刻

中商号经理+施钱情癋进行统计!发现在历次修庙行动中!担任经理人的商

号分
/

有丰恒号+元兴永+丰裕亨+永丰泉+永顺德+永盛泉+元合德+复

成泉+永和公#施钱者不一定开设於本村!但担任经理人者则极有可能在本

村开设#商号的陆续开设!表明板申气?不是一个封闭的聚落!而始终与外

部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板申气VF2的先人就曾开设商号! $跑大
z

{

%#

*<4

! $大
z{

%指的是库伦&乌兰巴托 (! $跑大
z{

%就是赴外蒙古

{S|´ÚmÀì6

$$$

*<2

*<3

*<4

)板升气新修庙宇碑记*!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仲秋上旬之日立#

,重修关圣庙碑?.!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戍溽暑月#

访谈笔记"YVW &++岁(!"#$'年$$月!板申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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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VF2家至今仍留着几页帐簿!记
$

其与复兴恒+广顺恒+兴盛号+

仁德堂等商号的往来帐目#

*<5

!

板申气村民通过大大小小的道路与更广大的世界建立了联#在板申气

形成的同时!周边地区也形成许多村落!村与村之间均有道路相通#道路往

往以村名命名!比如! $公吉 &积 (板申路 %+ $朱尔圪代路 %+ $南营

路%+ $後湾路%+ $黑麻板申路%+ $马留路%+ $铁气板申路%+ $此

老气路%+ $

=

霸路%等#

*=,

!此外!村南还有一条$官道%

*=-

!!村北又有一

条大路#直到清末!路上往来的主要是马车+牛车! $商运各货!如皮毛+

糖+布+杂货+药材!往来於天津+张家口+祁+禹各州!皆赖单套马车以

资转运%#

*=.

!民国以後!旅蒙商大盛魁召集
2

商!创办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最

早的汽车公司'''西北汽车公司#汽车往来於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之间#

自此之後! $汽车运输已渐有取代驼运之趋势矣 %#

*=/

!在这种情癋下!经过

板申气的道路开始被称
#

$汽车路%#

*=0

!

平绥铁路绥包段的贯通也对板申气
.

生了影响#

*=1

!$("$年!平绥铁路通

至呼和浩特之後!交通部提出展修绥包段的计划! $经国务会议议
<

!由路

局派员测勘定瞃!购地逐段兴工%#绥包段铁路於$(",年竣工通车#

*=2

!在板

申气契约中!共有三家保留了四份 $京绥铁路管理局?地凭据 %#

*=3

!不过!

这四份?地凭据的时间均是$("'年四月!可能是後来补发#距板申气不远的

萨拉齐+公积板申都是平绥铁路停靠的站点!这势必对板申气村民的出行方

式和商品运输方式
.

生影响#总之!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板申气与$外

$$"

Rw

*<5

*=,

*=-

*=.

*=/

*=0

*=1

*=2

*=3

帐簿&时间不详(!YVW藏#

公吉板申路!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契约!T.T藏1朱尔圪代路!同治元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契约!/39藏1南营路!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契约!T.T藏1後

湾路!嘉庆二十年正月契约!/39藏1黑麻板申路!$(',年土地证!Y/藏1马留路!

$(',年土地证!ZZ.藏1铁气板申路!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契约!/39藏1此老

气路!$(',年土地证!ZZ.藏#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契约!ZWW藏#

民国)绥远通志稿*&呼和浩特"

%

蒙古人民出版社!"##) (!卷%#! ,车驼路.!页

)+#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 ,公路.!页&&#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契约! Ŵ藏#

平绥铁路原称$京绥铁路%!南京国民成立之後!改称$平绥铁路%#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 ,铁路&平绥铁路(.!页"#

民国十四年四月四日契约!Y/藏1民国十四年四月三日契约!T.T藏1民国十四年四

月九日契约! Ŵ藏!两份同样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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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乃至海外紧密联起

来!成
#

一个广大的贸易网路中的一环#

山西汉人移民口外之後!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和阐释空间#在板申

气!渐次出现房屋+街道+庙宇+商号!最终形成$人字头上三官压%的空

间格局#汉人还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赋予蒙古人的脑包新的意义!而蒙古

人则依然保留着对脑包的历史记忆#世易时移!民国之後!随着地方政局的

演替更迭!板申气的村落空间又一次出现重大改变#

1

%

SªTU

!!!

VÊWXÊS<àF%:´&Y

$(&"年是蒙古族I0V老人终身难忘的一个年份#这一年!日本侵略者烧

B

了板申气东北角的一个小村子''' $後湾村%!这个小村子是I家世代居

住的地方#家园被
B

之後!I0V一家被迫来到了板申气#由於在板申气的祖

遗房
.

已经出租殆尽!I家不得不过了几年居无定所的日子#在巨大的变故

之下!I0V的奶奶+母亲+爷爷+父亲相继离世#对於I家搬到板申气後的

遭遇!I0V老人的侄子IP@用$搬到天坑 %这一具有风水意味的
(

法进行

解释# $天坑%是指北斗星勺把所指的方向#北斗星勺把春夏秋冬四季各指

向一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就是天坑!如果搬家时恰巧搬到了这一季节北斗星

勺把对应的位置!就是搬到了天坑!这会给全家带来厄运#IP@认
#

搬家的

时机不对是导致短短几年之
%

I家先人先後过世的原因之一#

*=4

!而实际上!

这一
(

法的形成源自於长久以来地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清末以降!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匪患连年不止+社会动?不安#毗邻萨拉齐

城的板申气也不能独善其身!民国年间!陈顺的契约就因土匪的骚扰而遗失!

$立证明事约人陈顺自因昔年被土匪骚扰!将原置地老契遗失%#

*=5

!土匪骚

扰村庄的目的是
#

劫财#最
#

$土匪%所觊觎的财富是$鸦片%#罂粟自道

光年间传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

!到民国时期!归化城

土默特地区已成
#

与陕甘等地齐名的$出
.

鸦片极著名的区域%#

*>?A

! $往年绥

远种眕!每
l

收割眕浆时!必有土匪出现!此不啻种眕招来之主顾%!成
#

{S|´ÚmÀì6

$$,

*=4

*=5

*>?@

*>?A

访谈笔记"/39!"#$'年&月$"日!呼和浩特#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契约!WZ[藏#

牛敬忠!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 *&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社!"##$ (!页

$,$1$'&#

标! ,复兴蒙古与鸦片.! )蒙古前途*!第",+"&期合刊!$(,'年)月$日!页"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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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竞相
"

夺的对象#因此!鸦片能
N

带来
oo

财富# $人民所受之害!

不可胜计%#

*>?B

! $土匪%的侵扰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的严重击可想而知#

面对经年不断的$匪患%!民
2

开始自发修筑围堡!其中最早?取行动

的是今土默特左旗的$兵州亥%村#傅作义主政绥远时!宣导修建围壕或围

堡#

*>?C

!其时!板申气修筑了围壕#

*>?D

!$(,)年!日本侵?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

了控制人口和
\

收!?抵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开始
0

制地方民
2

修堡?村! $又藉口防止共军!将各小村房屋!一律拆
B

!

0

令人民移居!

合?於大村!违抗者杀戮之%#

*>?E

!由於日本侵略者的
0

力推行!不少村子在

这一时期被归?起来#今天的板申气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後湾%+ $脑包

上%+ $板申气%三个村子归?而成#

後湾和脑包上分
/

位於板申气的北向和西北向!是两个人口不多的小

村!前者紧临大青山山
F

!後者也距大青山较近#後湾是一个云+马+陈姓

等杂姓组成的蒙汉杂居村落!其中马姓+陈姓等汉人都向蒙古人云姓租地#

嘉庆七年&$%#" (!契约中出现了$後湾 %的字样!嘉庆十六年 &$%$$ (!

明确有了$後湾村%的
(

法#

*>?F

!脑包上是一个王姓单姓构成的汉人村落!道

光十二年&$%," (!契约中有$脑包上 %这一地名!到$($&年!则出现 $脑

包上村%的记
$

#

*>?G

!日本?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之後!後湾和脑包上这两个

小村被归?到了板申气#此後!作
#

村落的$脑包上%和$後湾%永远地消

失了!而作
#

标指方位的地名!还被人们运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在?村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
0

令村民修筑围堡#I0V老人回忆!日

本人
B

坏後湾村之後!用从他家房子拆下的松木
|

子!修建板申气城
g

的城

门#根据这一
(

法!城
g

应该修建於$(&"年#

*>?H

!在笔者经眼的板申气契约

$$&

Rw

*>?B

*>?C

*>?D

*>?E

*>?F

*>?G

*>?H

马模贞主编! )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绥远//眕款

摊派各县宽严不等.!页((##

田宓! ,民国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地方动乱与聚落形态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年!第$期!页$,,1$&,#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 ,保甲团防.!页'#)#

马鹤天! ,

:

蒙政治经济概状.!收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中国边疆史志

集成-

%

蒙古史志*&北京"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第"$

4

!页"(#

嘉庆七年二月廿九日契约!/39藏1嘉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契约!.V藏#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契约!XWV藏1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契约!9T藏#

访谈笔记"/-Y&蒙古族!%&岁 (!"#$,年)月"&日!板申气#此外!村中曾经亲身经

历修建城
g

的/TV老人也回忆城
g

修建於$(&"年 &引自访谈笔记"/TV!(#岁!"#$'

年$$月",日!板申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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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前!

6

有$城
g

%的字样!日?之後! $城
g

%二字频频出现#

$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七年&$(&, (七月%的一份契约中提到$东至大路!西

至任德水!南至城
g

!北至任德水%#

*>?I

! $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七年&$(&, (

阴十月%的一份契约中
(

到$东至大路!西至任德水!南至郑三牛!北至

城
g

%#

*>J@

!

脑包上和後湾二村的村民被迫搬入板申气之後!起初租房居住!在有一

定财力时!才开始置办房
.

#後湾村蒙古族I0V老人追忆这一过程#在日本

人拆村的那一年!I0V本人$,岁!大姐已经出嫁至沟门村!哥哥""岁!妹妹

$$岁!两个弟弟分
/

是九岁+七岁!五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父母被迫搬

到板申气#几年之中!他们先後在郭二虎+李安平+李银官的房院中居住#

经历家园被
B

的劫难!又遭受流离失所的痛苦!三年之
%

!家中奶奶+母亲+

爷爷+父亲四位亲人相继离世#

*>JA

!直到$(&+年!由哥哥I.V出面!花了六万

大洋!从板申气傅金同子手中购得宅院一所! $

%

计西正房一间!东房一

间!西房三间!南房一间%!自此以後!一家人才有了稳定的住所#

*>JB

!

如前所述!I家後人IP@是用$搬进天坑%这一汉人的风水话语解释他

家三年
%

四位亲人过世的悲惨遭遇的#而这一表述的出现则是源於村落中蒙

汉的互动关#後湾是一个蒙汉杂居的村子!周围的村庄也生活着许多汉

人#在长期的生
.

生活之中!後湾村的蒙古人在文化上已经深受汉人的影

响#

*>JC

!IP@家收藏着一批契约!时间跨度是从雍正年间到$(',年#自光绪末

年开始!契约中开始出现了与风水有关的表述! $水土木石相连!一切由主

自办%+ $阴阳二宅%+ $地
%

金木水火土!一切居地主人自便%+ $此地

栽树穿井居住!五行造化一切皆由地主人自便 %#

*>JD

!这
(

明至迟在光绪末

{S|´ÚmÀì6

$$'

*>?I

*>J@

*>JA

*>JB

*>JC

*>JD

$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七年七月十二日%契约![ZW藏#

$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契约![ZW藏#

访谈笔记"/-Y&蒙古族!%&岁(!"#$,年)月"&日!板申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契约!/39藏#

蒙元时期!蒙古上层社会就已一定程度受到道教影响#成吉思汗就曾召见全真教丘处

机#以上
%

容参见卿希泰主编! )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

,卷!页$)%1"$$1俺答汗在修建了归化城之後!也曾向明朝官员请求派一阴阳先生!帮

助其择看进城日期!以上
%

容参见郑洛! )抚夷纪略*&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 )明

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辑!呼和浩特"

%

蒙古大学出版社!"### (! ,答虏王请

出边
3

城.!页$+$1入清以後!随着蒙汉民
2

交流的日渐频繁!蒙古人更加广泛而深

刻地受到汉人社会的风水观念的影响#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契约1宣统元年四月初五日契约1民国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契

约1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契约1/39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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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I家已经受到汉人风水观念的影响#同时!I家至今依然传留着一本载

有各种符咒的道教书籍''' )桃花镇*!从纸张的质地和破损状癋来看!书

籍出版年代较早!至少应在$(&(年之前#这也表明在此之前!I家已经直接

接触到一些汉人社会的风水知识#此外!契约中还保留着一份祭祀神明的单

子!较好地体现I家神明信仰的情癋!皍不避其赘!照
$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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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

结合上下文可以推测! $师架眧%+ $上香眧%大概是指两个不同的仪式场

合#在这两个场合!主要的仪式活动是叩首敬拜#从神明名称来看!其时!

I家先人信奉的应该是鼓吹$三教归一 %+ $万教归一 %的一贯道#

*>JF

!一贯

道是清末以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之一#上个世纪,#年代!一贯道

传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日?时期!一贯道得到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扶植!开

始快速发展#直到建国初期!该地仍未完全消除其影响#

*>JG

!I家先人所供奉

的$明明上帝 %+ $活佛师尊 %&济公活佛 (+ $月慧师母 %+ $南海古

佛%&观音菩萨(+ $各位法律主%+ $教化菩萨%+ $灶君%等是一贯道

$$+

Rw

*>JE

*>JF

*>JG

不知时间神明祭祀单!/39藏#

陆仲伟! )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页"($#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土默特志 *&呼和浩特"

%

蒙古人民出版

社!$(()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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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信奉的神明#

*>JH

! $师尊%+ $师母%+ $点传师%+ $引保师%+ $

^

坛%等则是道
%

职级#

*>JI

!这张单子出现在I家!反映I家先人在神明崇拜方

面!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综上!I家後人用$搬到天坑%来描述其在家

破之後迁入板申气的经历!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

言之!这一空间表达正是

长期以来蒙汉文化互动的自然结果#

日?时期修堡?村的政策使原属三个村子的人归於一村#然而!直到现

在!他们还能在日常生活之中意识到彼此的不同!这在葬礼上有所体现#

*>K@

!

?村前的板申气村民大部份来自山西忻州!其丧服的孝帽後面什
+

也不带#

脑包上村民来自山西河曲!其丧服的孝帽後面带有飘带!父母双方一方过

世!是一条飘带!另一方也过世!则是两条飘带#村中来自後湾的蒙古人与

板申气的汉人在丧葬仪式上也有差
/

#定居之前!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普通蒙

古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其葬礼
#

天葬! $人死载车!暴於荒野!

n

鏣竿!

书剌麻经於其上!

'

"风翻经动!亡魂即得超
,

#喇麻死!则积石覆之1其

他则竟?之%#

*>KA

!定居之後!普通蒙古受汉人的影响!开始土葬#不过!在

板申气!今天蒙古人与汉人的丧葬仪式仍有不同!在服丧期间!蒙古人不带

白孝!带黑孝#在送葬队伍最前方的是引魂马!而不是汉人所用的引魂幡#

日?时期的修堡?村政策!使後湾和脑包上两个小村?入板申气#对於

这次重大变故!搬入板申气的後湾村蒙古人!用汉人的风水话语''' $搬进

天坑%进行空间表达!这反映了蒙汉文化长期交互影响的历史实癋!也正在

两种文化的互动中!板申气的物质空间和观念空间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

面貌#

g

%

yz

村落的形成是清代以来
%

蒙古地区一个显著的空间变化#在蒙古人与汉

人的互动关中!历时性地探讨村落的空间构建过程!揭示人们如何想像和

组织空间!可以更加具体详实地理解空间演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

{S|´ÚmÀì6

$$)

*>JH

*>JI

*>K@

*>KA

陆仲伟! )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页"($#

陆仲伟! )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页")$#

葬礼在当地叫$白事业%#以下关於葬礼的
%

容引自笔者於"#$,年)月+$$月在板申气

的田野调查笔记#

张鹏翮! )奉使俄罗斯日记*&)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北部边疆!第$卷!哈

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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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申气的空间格局是在历史上被层累地造出来的#因此!惟有将空间

这一范畴置於时间的
I

络下进行讨论!才能对其有更
#

深入的理解#?牧时

代!生活在板申气一带的蒙古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空间#汉人走西口到来

之後!运用汉人社会的相关知识!营造板申气的空间形态#日?时期的修堡

?村政策!再次改变板申气的村落格局#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人和汉人的日

常交往!使双方在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上互相影响+彼此渗透!这体现在村

落格局上!就是各种新旧空间要素的不断砯累#同时!空间这一范畴!不仅

包括人们基於各自的文化传统所构建的物质空间!还包括人们头脑中对山川

河流和人文景观所想像的观念空间# $杨六郎战蒙古 %+ $人字头上三官

压%+ $十二寡妇%+ $搬进天坑 %这些
(

法!都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营

建!还包含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在对空间进行研究时!不但

要关照人们构建的有形的实体空间!还要描绘人们想像的无形的心理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空间构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有更加立体深入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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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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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图由作者根据耆老回忆和实地考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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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碑刻 经理人 施钱人

乾隆四十年

&$))' (

板升气新修庙宇碑

记
丰恒号+元兴永 合顺昌+兴珍局

嘉庆十一年

&$%#+ (

新建关圣帝君碑记 天成永+复盛泉+广丰永

道光五年

&$%"' (

重修龙王+关帝!

财神碑记
永茂元+义和局+永丰泉

道光二十二

年&$%&" (

重修乐楼碑记
元兴永+丰裕亨+永丰泉+

永顺德+永盛泉

元兴永+丰裕亨+永丰泉+

永顺德+永盛泉

咸丰元年

&$%'$ (

重修关帝庙碑记
元合德+永丰泉+丰裕亨+

元兴永+复成泉+永和公

元兴永+双兴成+永丰泉+

丰裕亨+永旺局+永盛泉+

永顺号+永顺局

资料来源" $丹府坟堂纪念碑碑文调查卡%!$(&$年$$月"#日!

%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档案馆藏!土默特旗民国档案)(]$(&$!$$!"#],"1脑包庙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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