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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面塑面塑：：指尖轻指尖轻捻间捏出百态万物捻间捏出百态万物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在过去，修建长城地区多苦寒之地，也是游牧文
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之地，饮食多体现简单、原汁原
味的劳动人民生活本色，由于这些地区土地贫瘠、粮
食缺乏，饮食也延伸了人们对粮食的崇拜，尤其是对
小麦面制品的崇拜。

劳动人民把简单的面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
面塑，而节日、祭拜、婚庆、祭奠等所用的这些特定又
简朴的面食，区别于其他工艺复杂的面塑制品，它不
仅仅是一种手工食品，古往今来也联系着天地自然、
器用与人心，是工艺的应用，也是情感的寄托，承载
着百姓日用之道、生活之美。

内蒙古西部及与山西交界一带，都有寒食节蒸
“寒燕儿”的习俗。 古代没有保存食物的冷藏条件，
所以要在寒食节前做一些不易变质的食物。相传，
有一个聪明手巧的主妇在寒食节前准备为一家人蒸
馍，此时从窗前飞过几只燕子，主妇看到这几只生机
勃勃的燕子非常喜爱，于是将一大团面团捏成了一
个个小巧玲珑的燕子形状，蒸熟了留给家人在寒食
节吃。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这个主妇的做法，在寒食
节前蒸这种燕子形状的面食，这就是“寒燕儿”的雏
形。

蒸“寒燕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捏，因为“寒
燕儿”比较小，一碗面就可以捏几十个，所以，常常是
三五个妇女搭伴共同来做，大家坐在农家的土炕上，
各显身手，快速地按自己心中所想的样子捏出形态
各异的“寒燕儿”。

“寒燕儿”捏好后，马上上笼蒸熟，然后趁热用红
绿等各色颜料点缀眼睛及翅膀上的花纹，然后将“寒

燕儿”插在早早准备好的沙棘或柳树枝条上，或是用
线串成串儿，吊在屋里通风的地方晾干。 如今的“寒
燕儿”经过不断传承发扬，在每年的清明节前都会走
进校园和社区，让广大少年儿童在手工制作中了解
中华民俗文化，推进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和发扬。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及与山西交界处长城一带，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除了祭拜先人，农村地区还有
蒸面人儿送亲朋的习俗，且面塑样式繁多，有牛、
羊、猪、兔、猫、鸡、鸭、娃娃和花卉、瓜果等等。不
过，常以娃娃为主，常见的面人儿形状有睡娃娃、爬
娃娃、抓髻娃娃、罗汉娃娃，一般是给男孩送罗汉娃
娃，给女孩送抓髻娃娃，面鱼、面兔可以送给所有的
12 岁以下儿童，取“欢鱼吉兔”的寓意，而送给长辈
的是甜瓜和寿桃，取瓜瓞绵绵、生活富足和健康长
寿之意。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前几天，村里的女人们就
开始忙乎了，三五个人围坐在炕头捏面人儿，面人儿
的五官、头、躯干、胳膊、腿分别捏好，再用有弹性的
粗枳芨连接起来。面人儿的头发和眉毛一般是用墨
汁和面，没有墨汁的人家也用锅底黑代替。

讲究的人家还要捏了各式各样的面花搭配面人
的衣服。捏好的面人儿有站的、有坐的、也有躺的，
神态动作各异，惟妙惟肖。除了娃娃，还有急蹿的
兔、威猛的虎、绵善的羊、滑溜溜的鱼儿、蛇盘兔、甜
瓜、狮子滚绣球等。每件物品上都注之于情爱，施之
于智慧。捏好后上锅，急火蒸出，趁热用红绿颜料着
色，便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 如今的农历七月十五，

内蒙古西部及山西、陕西沿长城一带几个旗县，还会
举办面塑比赛和展览，成为当地极有特色的一项民
俗活动，民间面塑艺人互相比试面捏技巧，将民间技
艺传承并发扬光大。

再说面圈，在内蒙古西部沿长城地区，面圈又
称“面圐圙”，这种古老的面食，雁北和陕北部分
地区称面锁，形如一个大大的项圈，上有石榴、佛
手、桃子、十二属相等面塑。十二岁圆锁时，孩子
的 爷 爷 奶 奶 、姥 姥 姥 爷 或 其 他 近 亲 长 辈 要 蒸 面
圈，并在宴席开始前举行套面圈的仪式，祝福孩
子长命百岁，吉祥如意。其实，面圈就相当于盛
行于中国各地的长命锁，但这是可以吃的“长命
锁”，等给孩子举行完套面圈仪式后，由长辈分发
给众亲朋好友食用。

面圈的样式是非常讲究的，孩子平时过生日或满
月、百岁岁，小女孩的面圈上是九只石榴加一只手、
鱼、兔、一把小面锁，小男孩则是十二属相。内蒙古西
部的这些民俗面食虽也传承了山西面食，但在多年的
民俗文化发展中，结合地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山西的传统面塑，尤其是晋南一带，颜色绚丽，
形状繁杂，更加接近于面塑工艺品，让人看着不忍下
口。而内蒙古西部的面塑，形状简洁，颜色也比较素
雅，一般只在上面加了红枣或用可食用颜料点上红
点，更加适合人们日常食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在过去的年月里，白面是个稀罕的吃食，生日面圈、
婚宴离娘馍馍和寿宴的寿桃一般是当作庆贺那天中
午的主食，所以，就从繁杂艳丽慢慢变得简洁清新且
实用了。

进入秋季后，在玉泉区大黑河郊
野公园，绚丽的马鞭草竞相绽放，吸
引了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健身达
人前来，他们沉浸在紫色花海中感受
着马鞭草的魅力。

走进玉泉区大黑河郊野公园，大
片的马鞭草连绵成花海，勾勒出一幅

美丽的画卷。慕名而来的游客成群
结伴穿行于花间小径，或拍照打卡，
或游玩嬉戏，尽情享受仲秋的紫色浪
漫。马鞭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因花
杆细长，末端有花，形似“马鞭”而得
名。马鞭草花期较长 ，秋高气爽时
节，不妨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奔赴一

场紫色的浪漫。
随 着 城 市 化 进 程 的 发 展 ，城 市

绿 地 建 设 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 。 2024
年 ，大黑河浪漫花海段的马鞭草种
植 面 积 约 为 18.7 公 顷 ，玉 泉 区 大 黑
河郊野公园的紫色花海也成为一处
热门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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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城区科协组织全体人员赴内蒙古展览馆参观，开展了“讲好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胡佳 摄

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师生在内蒙古展览馆参观面塑作品 把“寒燕儿”用线串成串儿进行晾晒

蒸“寒燕儿”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薛籽女和她的面塑作品《老鼠娶亲》

晾晒“寒燕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