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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呼和浩特文化之源
——青铜时代西岔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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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地区经历新石器时代温
暖期时，农业获得发展、人口大量繁
衍，城市雏形逐渐形成，人类文明处于
繁荣发展的阶段。此后，在青铜时代，
中国北方地区气候由温暖湿润向干旱
寒冷转变，气候条件呈现出较强的干
冷特征。仰韶时代温暖期在青铜时代

逐渐消退，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人
类生产及生活方式，呼和浩特地区畜
牧业逐渐发展，并形成半农半牧的生
产方式。在此期间，位于清水河县的
西岔遗址见证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继朱开沟文化之后的青铜时代晚期
文化。

西岔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单台子乡西岔村南侧的台地上，东
距清水河县城关镇 50余公里，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西邻黄河，东南环绕西
岔沟，北面为狭长的缓坡，占地面积约
120万平方米，距今约 3200—3000年，
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重要的商周时期
遗址。

1997—199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万家寨水利枢纽
工程时发现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
掘，获得永兴店、朱开沟以及西岔等几
个不同时期的遗存。之后，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开展“河套地
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
环境”课题的研究，对西岔遗址进行
了五次大规模发掘，累计揭露面积
8000 平方米，发掘灰坑、墓葬、房址、
陶窑 800余处，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金
器、陶器、石器、骨器以及铜器，明确
了西岔遗址是一处以商周文化为主
的遗址并与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相

比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在北方地区
也属首次发现，鉴于其特殊性和重要
性，将以商周文化为主的这一类遗存
命名为“西岔文化”。

遗迹发现较多，城垣为板石垒砌，
东西走向。房址多为夯筑的方形半地
穴建筑，门道朝向东，地面灶或者石板
灶位于房址西北部。灰坑多分布于房
址附近，以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和圆形
的直壁平底坑为主，方形或者圆形的
袋状坑少见。个别灰坑存有壁龛或有
用板石垒砌的台阶，坑壁为板石垒砌
或用黄土夯筑。墓葬均为竖穴土坑
墓，单人侧身直肢葬，头向北，随葬玛
瑙、铜耳环等。

陶器以双鋬鬲、高领罐、鼎、豆为
组合，另见有少量的单把罐、双耳罐、
鼓腹罐、盆、钵等。器物口部流行鋬耳
及外叠唇特征，纹饰以绳纹为主体，水
波纹次之，见有少量的附加泥条、乳
钉、圆圈纹等。折沿盆、盆形甗有朱开
沟文化因素，假腹豆、浅盘豆有中原殷
墟文化因素，但发现的双鋬鬲、双鋬深
腹罐、束颈壶等也有自身的文化特点。

青铜器多发现于墓葬，有戈、铃、
泡饰及弹簧式耳环等。此外，还有一
定数量铜管銎斧、青铜短剑、铜銎镞等
武器。这些青铜器具有长城地带北方
系早期青铜器的一般特征和陕晋北部
地区商周文化青铜器的特点，是文化
交流交融的结果，对于研究早期北方
系青铜器的发展序列有着重要的价
值。就出土的青铜器而言，西岔文化

遗址是目前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发现的
唯一一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址。

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汤卓炜等对西岔遗址孢粉分析及
古环境研究，西岔时期整体上处于温和
偏干气候时期，植被呈现出比较典型的
草原景观，出现干旱化趋向，并有偏湿
润的气候波动，西岔文化栽培禾本科数
据也出现了波动，农耕活动在西岔时期
达到最高峰。遗址从庙底沟文化到西
岔文化的地层中都检测到了栽培禾本
科植物的花粉和薯蓣、蛇瓜、薏仁、小米
和小麦族的淀粉粒，说明当时人们一直
在从事谷物栽培。同时，遗址发现的
630多个动物个体，经过鉴定有家畜动
物猪、羊、牛、狗和马等，占出土动物遗
存总量的90%，野生动物鹿、狍、獐、麝、
兔、獾、熊等占动物遗存总量的 10%。
西岔遗址出土器物形态与功能的变迁，
是呼和浩特地区气候冷暖波动、农牧业
更替的较好见证。遗址出土器物也显
示出，西岔文化时期生业形态应是农业
为主，畜牧业因素已经占有较大比重，
带有更明显的畜牧业色彩。

西岔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继承了朱
开沟文化的部分因素，又吸收了周边殷
墟文化、李家崖文化的因素形成了自身
的特点，它的发现填补了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商周考古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这
一地区先秦时期考古文化的序列，不仅
为早期北方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平台，更为北方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近日，锡林北路街道联合市文联开展了“艺韵
润童心·文化共传承”传统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
邀请呼和浩特市书法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4
位老师现场教学，向孩子们讲授书法、剪纸的
练习技巧，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的魅力。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三三两两的孩子或坐或蹲，
津津有味地翻看图书。在他们身
后书架的上端，“2022年向全国青
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一行
字格外醒目。

日 前 在 山 东 济 南 开 幕 的 第
31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如
火如荼进行。“新时代 新经典 新
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出版
物展”暨全国图书精品展，成为本
届书博会极为亮眼的展览单元。

“2022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
优秀出版物”便是其中一部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展览
单元位于书博会主会场 3 号馆的
核心位置。据书博会组委会介
绍，展览分为中心展区和特色展
区，展示精品图书 1000余种。

中 心 展 区 集 中 展 示 习 近 平

总书记著作和相关学习读物，党
的二十大文件及学习辅导材料，
以及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等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最新
出版成果。

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反映国家
意志、代表国家水准、彰显时代精
神的新时代精品图书，分为 10 个
图书展示板块。在这里，读者观众
可一睹 140种“2022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图书、《复兴文库》
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两大国家
重大文化工程书系、2013 年度至
2022 年度的 300 余种“中国好书”
等。其中的中国国家版本馆“版本
琳琅”展，特别展出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出版的图书、宣传画、连环画
等 300余册（件）版本。

（据新华社电）

全国图书精品展点亮第31届书博会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舞
蹈家唐诗逸、青年导演郑子豪联合
打造的舞蹈剧场《如见》在内蒙古乌
兰恰特剧场精彩上演，首次与青城
观众见面。正如所有演职人员所期
待的，《如见》获得首府观众的一致
好评，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再次给青
年演员们极大地鼓舞。

舞蹈剧场：新形式下的主体表达
作为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倾力打造的首部舞蹈剧场，《如
见》以首府城市呼和浩特的开放包
容为底色，打破区域文化限制，探索
现当代舞全新创作境界。导演郑子
豪告诉记者：“舞蹈剧场和舞剧是两
个概念，舞剧更多强调舞与剧的关
系，用舞来讲故事，而舞蹈剧场起源
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正逐渐走
向成熟。舞蹈剧场进入中国之后，
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鲜的事物，《如
见》就是在这样的新形式下进行的
一种主体表达。”

舞蹈剧场《如见》身体性和剧场
性互相联系、互相存在，叙事结构也
与众不同。“舞蹈剧场不是一个叙事
性的、线性的戏剧表达，也不是一个
戏剧文学式的文学本子，它强调假
定性的剧场，在《如见》中，我们以蒙
太奇的方式做了很多相对碎片化的
表达，用这些碎片共同形成创作观
点的阐述。”郑子豪表示。

现场观众慈女士在观看演出后
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舞蹈剧场，我
觉得这种形式特别新颖，体会到了
之前网络上评价《如见》如梦似幻的
感觉，一个个场面的转换也仿佛在
多个时空和故事中穿梭。”

匠心独运：在呼和浩特再出发
几年前，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

舞蹈家唐诗逸创作了《唐诗逸舞》的
第一季，以古典文学为根基从中找
到属于个人的表达主题。郑子豪表
示，这一次《如见》在呼和浩特与观
众见面，是《唐诗逸舞》的第二季，从
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代表着重新出
发。

郑子豪说：“呼和浩特具有悠久
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同样有很超前
的开放性、极强的创新性和非常强
大的包容性，呼和浩特以这样的姿
态迎接每一位年轻的创作者，所以
当我们来到这里，面对这样一个开
放性的创作环境，我觉得应该再往
前走一步，于是选择了舞蹈剧场这

样的形式。”
表达内容方面，《如见》的主创

团队也有别出心裁的思考和设计，
它不同于传统舞剧，没有讲述一个
具体的故事，或传达某一种精神价
值以及情绪价值。“在这个阶段，对
生活有一些思考之后，我们似乎有
一些话想说，而作为舞蹈从业者，
更多的表达方式就是舞蹈，于是我
们在《如见》中表达了许许多多日
常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
以舞蹈的方式把一个个话题呈现
在舞台上。更多是想留给观众一
个开放的空间，希望观众在走进剧
场、走进《如见》的时候，能够从中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郑
子豪说。

“我一直在演民族舞剧、传统舞
剧，《如见》从舞蹈风格上对我来说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次回到呼市
演出，我饰演的是唐诗逸老师的角
色，这个角色在剧中起到穿针引线
的作用。《如见》在巡演时的成功，让
我对自己在角色把握上有了很大的
信心，这次把它带回家，在家乡演
出，我觉得非常激动、非常开心、非
常温暖，更希望得到家乡观众的认
可。”主演张羽琪表示。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运营策划部部长、《如见》制作人郝
晓钢说：“作为市文旅集团倾力打造
的舞蹈剧场作品，《如见》是我们本
土的产品，在前期制作上有很多困
难，比如我们本身的强项是民族舞，

但《如见》十分现代，为了达到更好
的效果，我们做了大量的排练和创
新，这次《如见》在呼和浩特首演全
部启用本团演员，对剧团来说挑战
性极大，通过这次演出，也让全体演
员在舞蹈表现上有了突破。”

如你所见：把空间留给观众
《如见》全剧由《诗意地栖居》

《前行的生活》和《时光中回望》三个
篇章组成，现代时尚的舞美元素、诗
意的舞蹈创作手法、蒙太奇式的舞
台 呈 现 ，带 给 观 众 深 邃 的 想 象 空
间，让每个人在作品中捕捉到生活
的缩影，获得瞬间的内心共鸣与感
动。在新浪微博超话、小红书等社
交媒体上，《如见》引起许多年轻人
的讨论，大家表达了对《如见》不一
样的感受和解读。“有更多的人愿
意走进剧场，加入到创作或者观演
的 行 列 中 ，对 于 舞 蹈 事 业 本 身 来
说 ，一 定 会 推 动 事 业 不 断 向 前 发
展。”郑子豪表示。

谈到《如见》对年轻观众的吸引
力，郑子豪认为，《如见》最吸引观众
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也就是我们留
给观众的空间，它没有讲述具体的
故事、具体的情绪，也没有特意传达
一种价值观。我一直觉得，作为一
个年轻的创作者，可能在这个阶段
我们没有办法给生活一个最终的答
案，而是一直在一条路上不停前行，

那我们就把今天能够想到的、看见
的所有事物以这种方式呈现给观
众，把更多思考空间留给观众。现
场观众小安是一名大学生，他告诉
记者：“《如见》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
感受，我虽然不懂舞蹈，但是在某个
瞬间很有共鸣，似乎看到了生活中
的自己。”

郝 晓 钢 认 为 ，年 轻 人 喜 欢《如
见》是因为《如见》讲述了年轻人的
心路历程，而把思考空间留给观众
的创作理念，又可以让每个人看完
以后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对呼和
浩特的演出市场，以及观众对演绎
的认知会有一个启发作用。”

上半年，《如见》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首次演出并赴广州、上海等地
巡演，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
评。日前，《如见》入选第二十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区内优秀作
品展演剧目，在呼和浩特的首次亮
相，给观众带来一场高质量的视觉
盛宴。

听文物讲述万里同风的中国故事
这支步摇纯金打造，状如鹿

角，角上 14 片金树叶熠熠生辉，
1600 年前，步摇主人带着它由慕
容 鲜 卑 部 远 嫁 到 拓 跋 鲜 卑 部 ，
1600年后这支步摇在包头市达茂
旗发掘出土，曾经鲜卑贵族生活
的样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
前。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张文平
说，这支“鹿角金步摇冠饰”是《融
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
历程展》中，最具融合气质的文物
之一。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
文化节期间，内蒙古博物院推出
系列大展，《文明曙光——内蒙古
地区史前与青铜时代历史文化陈
列》《交融汇聚——公元八至十九
世纪内蒙古历史文化陈列》，尤其
重磅推出的是《融合之路——拓
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展》，这个
展览汇集了与拓跋鲜卑有关的精
品文物 285 件，配合石窟壁画还
原、视频、投影等多媒体展示手
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拓跋
鲜卑一路走向中原，兼纳远近，不
断革新，将游牧民族充满活力的
气质融入华夏文明中的历程。

据史载，拓跋鲜卑初起时是
一个游弋于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猎
牧 部 落 ，他 们 很 早 就 开 始 了 南
迁。从巍巍兴安、汤汤呼伦再到
茫茫敕勒，无数故事在交往交流
交融中流传于世。

今天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的北魏祭天遗址，是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之前，举行祭祖、祭天仪
式的地方，拓跋鲜卑在盛乐（今呼
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以北）生活
近 300年，张文平说：“拓跋鲜卑以
盛乐为龙兴之地，盛乐之北的阴
山成为鲜卑游牧人心目中的圣
山，因此在圣山之巅修建了祭坛，
每年都要在此祭天，参加祭天仪
式的有鲜卑人、敕勒人、汉人。祭

坛采用了华夏传统祭坛的形制，
祭坛的形制加上北方游牧民族的
祭天礼仪，这样的结合体是文化
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体现，我们今天研究北魏历史对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展 厅 中 ，“ 晋 鲜 卑 归 义 侯 金
印”“铜鎏金飞马纹饰牌”“彩绘陶
牵手女俑”……一件件珍贵文物
都是融合之路上的见证，面孔穿
梭如影，族群来了又走，停歇、驻
扎、生活、通婚，文化在碰撞与回
响中重叠，悄悄地演变与交融在
了一起。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洛阳
逐渐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国
际化大都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之路为后来隋唐两代成为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张文平
说。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
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
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羌侯腰
缠归义印，西夏黑陶绘牡丹，金鞍
白马上京客，躞蹀偏似武陵原。”
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
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
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
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一部中国
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本届文化节闭幕在即，内蒙
古博物院为了方便大家观展，将
闭馆时间延后一小时，同时推出
多项集章打卡活动，希望还没有
观看三大展览的观众走进内蒙古
博物院，体会一番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不断形成的历史进程。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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