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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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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
或灯节。元宵节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
程，根源于民间开灯祈福古俗。相传，正
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不过正月十
五元宵节真正作为全国民俗节日是在汉
魏之后。从唐代起，元宵节张灯即成为法
定之事。元宵节主要有赏花灯、吃汤圆、
猜灯谜、放烟花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
此外，不少地方元宵节还增加了游龙灯、
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
鼓等传统民俗表演。2008年6月，元宵节
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在元宵
节期间，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有趣的习俗和
活动。如今，对于元宵节传统习俗及活动
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重视。每年，首府各
地会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如灯会、庙会

等，让人们能够亲身体验这些传统习俗和
活动。

“从正月十三至正月十六，每天上午
十点到十二点，将军衙署博物院将举办猜
灯谜活动，猜对的市民可以获得奖品。”将
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道。猜灯谜
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的一项智力游
戏，开始于南宋。在灯会上，人们把谜语
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大
家猜，人们通过谜语竞猜来展示自己的才
智，同时也增加了节日的趣味性。

“我孩提时代对元宵节印象最深的
是猜灯谜，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当初猜谜
的兴奋劲儿依然令人回味不已，也有许多
精彩的谜语让人记忆犹新。”领着孙子一
起猜灯谜的王奶奶高兴地说。

“一灯照古今，一夜赏花灯。”元宵节

当天，内蒙古展览馆将举办“龙行龘龘 光
影耀龙灯”元宵节社教活动，邀请市民朋
友们一起在现场制作花灯，为家人祈福，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带着孩子一起
制作一盏花灯，通过亲手制作元宵节花
灯，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还锻炼了动手能力，提升了审美能
力。”张先生正在和孩子在手机小程序上
报名参加元宵节的社教活动。

元宵佳节，当然少不了社火表演的
欢闹。“一方水土一方艺。”社火是民间欢
庆春节自演自娱活动的总称，内容包括踩
高跷、跑旱船、舞狮舞龙、扭秧歌等一系列
表演。

在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
春节期间，持续不断的社火表演吸引了

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脑阁、扭秧
歌、踩高跷、舞狮、划旱船等社火表演轮
番登场，伴着铿锵的锣鼓，演员们扭着
欢快的秧歌，舞动长龙彩狮，大家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沉浸在新春的节日气氛
当中。

“每年元宵节到塞上老街旅游休闲
街区的庙会上转一转，已经成为我们家的
传统了。”来自土左旗的刘先生说，他每年
正月都会来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好好
地享受这里浓郁的年味儿。

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的元宵节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
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到舞龙、踩高
跷、划旱船、扭秧歌，元宵节始终承载着
人们对团圆、美满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2024 呼和浩特新春文化庙会
期间，《万里茶道万里情》沉浸式
演出重现了万里茶道昔日盛景，
带领观众体味茶文化交流之旅，
品万里茶香。行进式的演出一站
站拉开帷幕，起点在塞上老街西
口的西城门楼，途经大召广场、大
盛魁文创园南区，最后到达大盛
魁博物馆集群。

沉 浸 式 演 出 作 为 戏 剧 新 形
态，以游戏性、体验性、互动性、参
与性的多元化属性，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我们一听说有

《万里茶道万里情》沉浸式演出就
非常感兴趣，在观看过程中能感
受到男女主真挚的爱情，他们还
向我们挥手致意，这种感觉对我
们来说非常奇妙。”两位游客结伴
观赏沉浸式演出并为剧目喝彩。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听说这
里有《万里茶道万里情》沉浸式演
出，就特意来体验一下。这样的
表演感受非常好，既可以体验这
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又可以过一
个别样的春节，真是太棒了！”来
自山西的游客孙丽娟表示。

《万里茶道万里情》沉浸式演
出现场，重现了万里茶道昔日盛

景、蒙古族婚礼等，万里茶道是中
俄蒙三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
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横跨整个欧
亚大陆，呼和浩特（归化城）作为
驼运的集结点，是万里茶道上很
重要的一个节点，而大盛魁作为
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最大的旅蒙商
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雄踞塞外三百载，横跨欧亚
九千里”，“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
城”，基于这些历史沿革，玉泉区
乌兰牧骑自编自导自演了《万里
茶道万里情》的实景音乐剧演出，
玉泉区乌兰牧骑队员全体参演，
演出包括音乐演唱、舞蹈表演、情
景演绎以及马头琴表演，整个演
出精雕细琢，服饰在保留年代感
的基础上兼具了观赏性和精美
性，力求以这种沉浸式演出传播
青城传统文化。

《万里茶道万里情》沉浸式演
出为群众了解茶道打开一个全新
的视角，激发大家深入发掘万里
茶道历史渊源的热情，形成了宣
传北疆文化、体现崇文玉泉的交
流与展示平台，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多维度价值输出。

沉浸式演出让“万里茶道”香飘古今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承载着一
座城市的历史内涵，也记录着城市
的繁荣与沧桑。走进美丽青城，读
懂这座城，请从博物馆开始，踏寻
文明足迹，探访青城脉络。

走近位于新城区的呼和浩特
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标志
性建筑“大白马”，凌空奔腾的白
骏马 象征着内蒙古的吉祥与腾
飞。博物馆坐西朝东，砖砼结构，
中间高三层，两边高两层，外墙三
面贴白色瓷砖，镶金色花边，背面
刷白色涂料。拱形门，长方形窗，
门窗边镶有绿色瓷砖。呼和浩特
博物馆展厅造型别致，极具民族
特色，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自治
区和首府标志性建筑之一。

呼和浩特博物馆现址前身为
内 蒙 古 博 物 馆 旧 址 ，占 地 面 积
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5400平方
米，陈列面积 3650平方米，是国家
二级博物馆、自治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也是呼和浩特市历史地标
性建筑之一。

阴山脚下，黄河岸边，呼和浩
特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是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这里曾
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和
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区域。

东汉时期的陶盆、陶灶，辽代的
葫芦耳坠、民族服装，北魏时期的祭
祀用品、陪葬品，大量兼具实用性与
审美情趣的元、清代瓷器……呼和
浩特博物馆以大窑文化到近现代
的时间轴为主线，以不同时期的
历史文物为支撑，专题展出了各
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多方面多角
度反映了呼和浩特的历史变迁和

文化异彩，留下了中华文明发展
的足迹。

辨器物，识文明，情系华夏。
馆内还开设了《杨鲁安藏品展》。
杨鲁安晓古文、精书法、擅鉴赏，
学识渊博，对“有文字的器物”有
着浓厚的兴趣。一生追求传统文
化保护并极尽所能广泛收藏，在
内蒙古生活了五十年的杨鲁安，
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将
大量收藏品留给了呼和浩特，其
藏品有历代陶器、瓷器、铜器、印
章 、钱 币 、碑 帖 、书 画 等 大 量 文
物。2000 年，杨鲁安先生向呼和
浩特 市人民政府捐赠各类文物
8000余件、善本图书 2000多册，现
由呼和浩特博物馆收藏。

博物馆是文化的引领者与践
行者。近年来，呼和浩特博物馆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与人文精神，利用院（馆）藏文
物，举办多场不同主题的展览。
同时探索“博物馆+商业”的模式
机制，精美“文创”走进商场，让历
史文物遗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丰
富市民文化生活。

“一起走过”“一起走来”，历
史上，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
共存。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博物
馆推出《带里乾坤——中国古代
北方民族带饰展》《龙行中华——
生肖文物大联展》系列展出，举办

《百城之城“话龍年”新年博物馆
“寻龙记”》和知识问答“有奖竞
猜”等系列活动 。快和家人来呼
和浩特博物馆，一起团团圆圆过
文化年、幸福年，让青城文脉在
新的时代焕发光彩和生命力。

博物馆里踏寻青城文脉
●本报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杨婷

民俗共传承 欢喜闹元宵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龙，作
为神话传说中虚构的神异动物，体
长威严，上天入水，兴云降雨，以神
秘、刚健、智慧、尊贵的形象存在于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
族的图腾。

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以下简
称“昭君博物院”）收藏有十余件关于
龙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青铜器、陶
瓷器、砖瓦器等。2024年是甲辰龙
年，该馆近日推出了“龙行中华——
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通过“生
肖文化的源与流”“来龙去脉——龙
形象的诞生与演变”“ 龙腾四海——
历史文化中的龙”“龙的传人——民
俗文化中的龙”“与龙共舞——重返
恐龙世界”五个部分全面讲述了“龙”
与中华儿女息息相关的故事，展现了

“龙”与炎黄子孙血肉相连的情感。
此次联展中，也有收藏在昭君

博物院的藏品——辽砖雕盘龙柱，
是该馆最有名的“龙”。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出土于我市辽丰州故城遗

址万部华严经塔，属国家一级文物，
一组五件。

盘龙柱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极具
特色的一种立柱装饰形，它往往出
现在一些较高等级的殿堂建筑环境
中，并以华丽的视觉效果和生动的
象征性寓意吸引着观者的目光，从
而成为建筑空间中的视觉焦点之
一。

据宋代李诫《营造法式·雕作制
度》“混作”条目下记载：“雕混作之
制有八品……八曰缠柱龙。施之于
帐及经藏柱之上，或盘于藻井之
内。”这是有关盘龙柱的最早记载。
留存至今的盘龙柱实物多以明、清
两代为主，因此万部华严经塔出土
的这件砖雕盘龙柱显得格外珍贵，
在辽代皇家建筑当中具有装饰性、
守护寓意和镇宅辟邪功能的文化元
素，也是辽代帝王的王权象征之物。

昭君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带有龙
纹的青铜带钩，论做工之精美，鎏金
铜石龙首形嵌绿松带钩占有一席之

地。
该带钩全长 25 厘米，宽 2.8 厘

米，出自战国时期，以其庞大的尺寸
和精细的工艺在众多带钩中脱颖而
出。它的形状独特，钩部分呈现出
生动的龙首造型，既展现了中国古
代对龙的崇拜，也体现了战国时期
金属工艺的精湛技艺。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这件带钩采用了鎏金技
术，使得整体闪耀着金光，显得更加
华贵非凡。钩身上嵌有几何形状的
绿松石，绿松石的鲜亮与金色的辉
煌相得益彰，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
力。

这件带钩不仅是战国时期青铜
工艺的典范，也是研究古代鎏金镶
嵌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它的存在
不仅证明了古人在材料选择和工艺
技术上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
文化和审美的高度发展。

在昭君博物院，与龙有关的文物
类型，数量最多的莫过于青铜器，其
中造型最独特的为汉代的龙首铜灶。

龙首铜灶由甑、釜、匜、勺、灶门
和龙首形烟囱等组成。灶身平面略
呈舟形，正面为长方形灶门。灶面
上附有甑和釜，釜身分别置匜、勺。
灶两侧各饰铺首衔环，灶底下附四
个相互对称的兽蹄足，后插烟筒，系
昂首嘶吼的龙头造型。

灶是中原汉族定居生产生活的
产物，《汉书·五行志》记载：“灶者，
生养之本”，灶的使用为人们带来极
大的方便，也标志着文明程度的提
高。龙首青铜灶作为典型的中原文
化器物，其可拆装的结构又使形体
庞大的灶具能适用于军旅或游牧的
需要。在呼和浩特地区发现的汉代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铜灶、陶灶等
冥器，是汉代主要随葬品之一。龙
首青铜灶的发现，说明当时内蒙古
地区尤其是呼和浩特地区为多民族
聚居的地方，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史
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
融合的产物。
（本稿图片由本报记者张伊焘提供）

“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深度解读“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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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龙首铜灶

商代 龙首形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