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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营子镇，塔营子村。这两个位于
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带着“塔”字
的地名，的确与塔有关。这座塔就是位
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塔营
子塔”——一座距今千年的辽代古塔。
这座古塔位于懿州古城中心，这座古城
已历经千年。

千年古城内，一派安静祥和。行走
在懿州古城，放眼四周，北部和西部的古
城城墙尽管时隔千年，但仍清晰可见。

据介绍，懿州古城形似寿桃，周长
约为4600米。城址内中东部和东北
部、西北角为民宅，中心部位有政府驻
地及商业区，其余全部为耕地。

现今，该城墙只有西部、北部尚存，清

晰可见，北部尚存300延长米，西部尚存
近600延长米，蹋高2.6米，蹋宽13米。

阜新市地域文化研究专家王紫晨
告诉记者，懿州古城不仅历史久远，而
且流传着曲折的故事。

太平十一年（1031年），圣宗耶律
隆绪去世。他的长子，生于塔营子绕阳
河畔的15岁的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
宗。

辽兴宗即位后，其生母顺圣元妃萧
耨斤发动政变，自立为法天皇太后摄
政。萧耨斤也是阜新人，她的父亲就是
曾任辽国北院国舅详隐，葬于阜新县关
山的萧和。

萧和将女儿萧耨斤嫁给萧太后燕
燕的儿子耶律隆绪为妃，因此萧和与萧
太后成为儿女亲家。

耶律隆绪和萧耨斤生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岩母堇，一个叫槊古，在耶律隆
绪14个女儿排行中分别是二公主和三
公主。

三公主槊古下嫁给她亲舅舅、北院
枢密使(辽国最高职官，管理全国军务，
参与政务，其权势仅次于皇帝)萧孝
惠。作为陪嫁，耶律隆绪赐给他二女儿
晋国公主（封号）岩母堇一座头下军州，

三女儿燕国公主（封号）槊古一座头下
军州。

二女儿岩母堇公主的头下军州起
初叫睦州，后来改为成州，就坐落在今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

三公主槊古公主的头下军州名为
懿州，隶属上京临潢府（在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槊古公主的头下
军州，也就是懿州是太平三年（1023
年），父亲以4000户陪嫁的奴隶，连同
土地一同赐之而成的。

懿州的领主槊古公主的女儿叫萧
观音，14岁就被皇太子耶律弘基纳为妃
子，耶律弘基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
萧孝惠和槊古公主去世后，公主的亲子

萧志智当了和尚。萧孝惠还有一个儿
子名阿速，官至南院枢秘使，负责官吏
选拔任用，但因为不是槊古公主亲生，
也不能继承头下军州。这样，萧观音就
将母亲的懿州私城进献给朝廷。不久，
懿州由原来的私城及其附属地方变成
了国家的行政州，也叫懿州，由原来隶
属上京改为隶属东京（今辽阳），下辖宁
昌、顺安两县。懿州城既是顺安县城，
也是州城。

辽天祚帝天庆七年，也就是1117
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兵发懿州，辽国
懿州守将宁昌军节度使刘宏带领3000
户百姓投降。金国保留了懿州建制，先
隶属咸平（开原）府，后改隶北京（赤峰
宁城）路。当时懿州管辖顺安县（宁昌
县并入顺安县）、灵山县(彰武)。辽代阜
新地区其他头下军州均废为村寨，并入
邻近的州县。

元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个行省，省辖
路、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当时辽阳
行省管辖东北地区。懿州曾两次升为
路，所管辖的除阜新境内的同昌、顺安、
灵山县外，还辖义州、兴中府。辽阳行
省省会也曾三次由辽阳迁到懿州。

（辽宁日报）

红帽子镇这座辽代古塔矗立山坳间，历史悠久

塔 营 子 镇“ 藏 ”着 一 座 千 年 古 城 和 古 塔 ，痕 迹 可 寻

一座古塔，矗立在两座山峰之间的
山坳间，远眺着几公里之外的成州城。
这座古塔就是辽代的“塔山塔”。

近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尽
管已经千年，但古塔保持完好。

据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
子镇工作人员介绍，塔山塔始建于辽圣
宗年间，2013年列为全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塔平面八角形，为八角十一
级密檐式砖塔，塔高约24.4米。

古塔由下至上共分三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为须弥座每面直壁长约3.5米，
无装饰图案；第二部分，为塔身，连接须

弥座顶砌筑壁龛、斗拱、浮雕图案等，
塔身拱门分有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四面券门，设入口，塔心为空室，原用
青砖筑起旋转梯，年久失修已损坏，现
还有残留部分，塔身外壁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四面用青转磨雕各一扇假
窗棂（盲窗），窗棂外边缘凸起长方形
砖柜，框内砖雕十道凸起竖式窗棱条
图案，塔每面转角处都磨制出半圆形
角柱，下面有二层壁龛、佛龛等每面
用砖雕有三龛，龛内有浮雕刻图案，
每转角处有无首力士像，八面雕刻图
案基本相同。第三部分，塔身以上密

檐迭起，层层内收，与高大塔身、塔座
相比显得较细长，至上塔刹早已无
存。古塔竣工后，在塔外壁（通体）施
白灰刷一层，现各部位都残留粉刷白
灰遗迹。

2010年至2011年，古塔进行过维
修。工作人员对须弥座缺损塔砖修
补，重补腰檐，并加设两条避雷针。

从古塔的整体造型看，外形图案
美观大方，仿木结构形式建筑之精
美，虽然历经千余年，仍然屹立于峻
岭之中。

（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