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是书香能致远。城市书房是
打造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也是提
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的重要
文化保障。

为提升首府文化能级，打造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书香呼和浩特，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阅读文化需求，
2023 年，呼和浩特市建设首批城市
书房，经过一年来的试点建设，首批
9家城市书房正式投入使用。这些

“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提升了城市的
品位和文化氛围。

目前，呼和浩特首批 9家城市书
房已投入使用，“公共图书馆+”的阅
读服务空间新形态初步呈现，数家
城市书房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
卡地”，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
验。这些城市书房不仅提供馆内阅
读、借阅服务，还会定期举办亲子故
事会、读书沙龙、科普展览、亲子电
影等活动，为周边居民提供丰富多
彩的文化服务。此外，城市书房正
在积极引导多元融合发展，用时尚
元素装扮阅读阵地，打造文化创意

的展示地、精品图书的畅销地、北疆
文化的传播地，确保丰富的文化供
给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结合
“鸿雁悦读”计划，呼和浩特城市
书房定性为全市公共图书馆中心
馆 —总分馆服务体系中的特色分
馆，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依
托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功能齐
全、便民利民、温馨舒适的开放性阅
读空间和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
的特色公共图书馆。

在体育场鸿雁城市书房里，坐
满了前来阅读的市民。城市书房里
沿墙排开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书
籍，涵盖文学、历史、儿童绘本等，市
民专心致志地读书，享受着阅读带
来的快乐。

体育场鸿雁城市书房是市图书
馆依托“鸿雁悦读”计划，打造了集
文旅融合+鸿雁悦读+敕勒川悦礼
文创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旨在将中心馆的服务功能向全市
辐射，以点带面，有效缓解公共图

书馆分布不均的情况，让读者能够
就近享受借阅服务而设立的综合
性示范书房。

据工作人员介绍，体育场鸿雁
城市书房以“书山有路勤为径”为设
计理念，馆体内部呈“青山环抱”状，
在馆舍中央的环岛式水吧，可携两
三挚友品茶读书；在文创用品艺术
廊，可感受颇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文
旅市集；在东侧的研讨室，可与大咖
名师展开心灵的对话；更有星空儿
童阅读区，可以满足儿童对多元体
验的诉求，在这里来一场与阅读的
亲密邂逅，与绘本相伴，悦享孩子的
成长。整间书房为读者营造出温馨
的阅读环境，颠覆了传统图书馆的
设计理念，在提供个性化借阅体验
的同时满足了当代人多元化的阅读
需求。

目前，体育场鸿雁城市书房是
华北最大的城市书房，此外，还有蒙
西文化大厦鸿雁城市书房、上东墅
鸿雁城市书房、秋实学院里鸿雁城
市书房、军区社区鸿雁城市书房、武

川县鸿雁城市书房、御品红鸿雁城
市书房、鸿德府鸿雁城市书房、U°咖
啡鸿雁城市书房。随着呼和浩特市
加大力度打造公共阅读空间，各类
特色城市书屋、乡村图书馆等遍地
开花，缕缕清香浸润着每一个阅读
图书的人。

下一步，我市计划按照“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共建共享”
原则，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结合馆店融合，把新华书店 31
个门店和部分特色民营书店纳入总
分馆体系和城市书房建设范围，同
时探索“鸿雁书房+”青城驿站、景
区、学校、社区、军营、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的多业态服务模式，打造出一
批各具特色、具有文化品位和环境
美、服务好的高品质城市书房，形成
广覆盖、全方位、多形式的公共图书
馆延伸服务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

“15分钟阅读圈”服务体系，不断扩
展城市阅读空间，提升首府文化能
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阅读文化需
求。

呼和浩特：建设城市书房 品味浓浓书香
我市首批9家城市书房正式投用

●本报记者 杨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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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樊雅璐 尚延
蓉）冠服腰带，既是服饰必备，也是我国
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早在商周时期，
随着上衣下裳服式的确立，由此派生出
大带和革带，成为了历代礼服和常服的
必备装饰。革带上的扣具和装饰被称
为带饰，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作为装
饰彰显出人的身份等级。

我国革带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实用
性到装饰性的发展历程，最初的革带以
朴素无饰的形式出现，扣联采用带钩，
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而北方地区与
中原地区不同，在革带上装以带鐍、带
扣或以动物纹为牌形的金属带饰等。
及至魏晋，带饰发展逐渐演变为蹀躞
带，并以质地、銙数彰显身份等级。明
清时期，带饰的装饰化倾向更为突出，
逐渐失去其原有实用价值。

“带里乾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带饰展”于2024年1月24日至3月20日
在呼和浩特博物馆展出，以时间顺序为
轴，通过139件（套）文物，为广大参观者
揭示了中国古代北方带饰的演变历程，
同时展示出在礼制社会的古代中国，带
饰不仅是区分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也
是我国礼仪之邦的充分表达。

展览总共分为四个单元：
革带的初期形态——带钩。带钩

是革带上所用之钩，古时主要用于束
带。我国的带钩起源于春秋时期，到战
国时期达到鼎盛，并一直沿用到逐渐被
带扣取代，约六百年之久。这个时期，
带钩的使用非常普遍，黄河与长江的中
下游地区以及东部长城以北都有发
现。代表藏品错金镶嵌绿松石铜带钩，
通体呈反琵琶形而得名，弧度较大，钩
身正面有两道纵向凸起的瓦棱。带钩
表面金色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映相托，

使得朴实无华的青铜器有了流光溢彩
的美感。其采用的是战国、西汉时期最
常用的一种金属细工工艺——错金工
艺。

革带的繁荣时期——郭洛带。战
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地区广泛
使用大带和带钩的同时，活跃在我国北
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在革带上使
用了带头、带銙、带扣、饰牌等金属带
具。由于它结扎起来比带钩更加牢固，
所以被北方游牧民族普遍接受并迅速
传播。

革带的鼎盛时期——蹀躞带。南
北朝以后，我国带具形制发生了重大变
化。装活动扣舌的小带扣已在腰带上
广泛使用，迅速向蹀躞带过渡。北方游
牧民族为骑射方便多使用蹀躞带，并受
中原地区影响，按等级规定革带的质
地、个数和系佩物品。中晚唐时，许多

革带上已不系蹀躞，只剩下带銙。代表
藏品镶绿松石金带饰，头尾两件带板为
梯形，中间五件为正方形，托体金质，金
托采用镂空制作工艺，镂空嵌细碎绿松
石，可见其佩戴者身份之高贵。

带饰实用功能的退化——明清时
期。明朝以后的革带不再像前期起束
腰作用，其装饰化倾向更为突出，带钩、
带板纹饰丰富多彩，种类和工艺发展到
高峰。清代，由于服制变化，革带系逐
步退化，仅存带钩、带板，其作用和明代
基本相同，精美的玉带饰自然成为了身
份地位的象征。

一件件精美的带饰都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不仅是区分等级
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礼仪之邦
的充分表达。欣赏带饰之美，从中领
略丰富的北疆文化内涵，感受其独特
艺术魅力。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王
也）坐落我市的公主府，又称为和硕恪
靖公主府，位于新城区通道北路 62
号。这座府邸是清康熙皇帝的六女儿
和硕公主下嫁给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土
谢图汗的孙子敦多布多尔济所建，始
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是清朝
唯一的、全国保存最完整的、规模最大
的清代公主府。

公主府原占地面积 600余亩，现
存面积 1.8万平方米，主体建筑 4800
平方米，总体为四合院结构，整个建筑
群错落有致，共计十九座单体建筑，五
十九间房屋。府邸的主体建筑布局为
中轴对称格局，自南向北由前庭、两进
四合院和后院组成四进五重院落。

公主府的建筑风格独特，以传
统礼制文化为建筑理念，融入了皇
家园林造景风格和北方草原民族的

崇尚自然的生活习俗，这种风格体
现了满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其建
筑均为汉白玉高台基座，这类材料
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营造出皇族府邸的尊贵与
威仪。

和 硕 恪 靖 公 主 于 雍 正 十 三 年
（1735年）去世后，公主府由公主后人
居住。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对公主府的
管辖权一直延续至宣统三年（1911
年）。1922年，绥远省政府在此创办

“国立归绥师范学校”，历时六十余
年。1987年，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公
布公主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6年 5月 28日，被评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1年 6月 25日，和硕恪靖公主
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硕恪靖公主府

呼和浩特博物馆：“带里乾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带饰展”

铸铜雕塑的、充满生命感的人体，
符号化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形象，或奔
跑或静止的、姿态各异的公牛……日
前，由市政府、法兰西艺术院、中国城
市雕塑家协会、让·卡尔多基金会主办
的“超越法则的伟力——让·卡尔多艺
术作品展”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展
出。观众可以在展览上看到当代法国
代表性艺术家让·卡尔多的精彩作品，
领会雕塑作为一门世界艺术语言的魅
力。

让·卡尔多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
力的雕塑家。他长期在国立巴黎高等
美术学院任教，1983年当选法兰西艺
术院院士。其创作的《戴高乐像》和

《丘吉尔像》立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广为人知。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此
次“超越法则的伟力——让·卡尔多
艺术作品展”是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集中展出让·
卡尔多历年创作的雕塑和手稿作品近
80组（套）。

让·卡尔多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
力的雕塑家，他长期在国立巴黎高等
美术学院任教，1983年当选法兰西艺
术院院士，并分别于 1992年、1997年
两度当选法兰西艺术院轮值主席。在
巴黎市中心永久矗立着他的三件代表
性作品，分别为立于香榭丽舍大街的
戴高乐将军像和丘吉尔像，以及坐落
在塞纳河左岸的托马斯·杰弗逊像。
此外，他还有70多件大型作品陈列在
中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波兰等国。
呼和浩特雕塑公园矗立着的雕塑《托
斯卡纳的斗牛》，让·卡尔多的代表性
作品之一。

此次展览名为“超越法则的伟
力”，仔细观看让·卡尔多的一件件雕
塑作品，尤其是难得一见的草稿、素描
作品，能够看到雕塑家对艺术法则的
深研和遵循，同时也可体会到其超越
一般法则、寻求自身生命体验的信念
与探索。

“公牛是让·卡尔多雕塑作品中的
常见题材。此次展览上展出了《跳跃
的小公牛》《静止的公牛》《飞牛》《跳
跃》等多件雕塑作品，形态各异，有的
惟妙惟肖、塑形精准，有的神韵飞扬、
化繁为简，体现了雕塑家在具象与抽
象之间游走的艺术风格。”呼和浩特
雕塑艺术馆讲解员杜瑶介绍，对形的
赞美与研究，是贯穿让·卡尔多艺术实
践的一根主线。此次展览展出的《写
作研究2号》《磁铁》便是凝练的、圆润
的形，有着雕塑特有的形状与光泽之
美，具有一种安宁、深邃的力量。《花
蕾》《苏醒 2号》《黎明》《悲伤》则是对
女人形体的塑造，是一种充满意象化
和斑驳感的形体提炼，将丰富的、耐人
寻味的情绪蕴涵在不同的形体姿态之
中。展出的《告别》《沉思》《拥抱》《自
信》《温柔》等充满生命感的人体展示
了生命内在的力量。

展览自开展以来，吸引了不少专
业雕塑家和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仔细欣赏让·卡尔多先生的作品
会发现，它们通常都深藏着一个甚至
多个故事。”本土雕塑家曲建对记者
说：“通过此展览会发现，无论体量大
小，让·卡尔多先生的作品都让人感受
到一种由内而生的强大力量，朴实、厚
重，一眼望去也许并不炫目，却让人久
久驻足，深深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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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法则的伟力——让·卡尔多艺术作品展”在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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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绿松石金带饰展览现场

错金嵌绿松石琵琶形铜带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