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亘古通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今大黑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彩霞杨彩霞 文文//图图

沿丝绸之路大道一路向南，不到半个小时车程，便到达大黑河
畔。深秋时节，沿河畔观光随处可见碧波荡漾、水鸟翱翔的景象。茂
密的芦苇、游弋的水鸟和一望无际的水面向过往的人们呈现出一幅
美丽的生态画卷。

大黑河被誉为呼和浩特的母亲河，因其流域土质黝黑而得名，两
岸自古以来水草丰美、土质肥沃。作为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流经赛罕
区、玉泉区、土默特左旗，于托克托县注入黄河，在呼和浩特市境内河
长139.5公里。

大黑河又名金河、金源，古称敕勒川、黑水，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
资县十八台乡，一路西流折向西南，纵贯呼和浩特地区,自古以来就川
流不息。

除了上述名字，大黑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据
《呼和浩特史料》记载，这条河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在流淌，汉代以后才
有名字“荒干水”。东汉学者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荒干水的流向。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荒干水为“芒干水”，文中详细记述了大
黑河流经地带与诸水汇流情况，说它流经阴山(大青山)以南，沿途汇
集了许多支流注入黄河。从战国至汉代，勤劳的人民在大黑河两岸
垦荒种地，引水开渠，将亘古荒原辟作平畴万顷的良田。

到了隋唐，有关的历史著作中又将大黑河称作“金河”“紫河”。
辽代，大黑河被称作“金河”“黑河”。元代，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将大黑

河称作“黑河”“黑水”。明代，黑河有了“大黑河”“小黑河”之分。
大黑河是呼和浩特平原之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黄河支流，北

距大青山较近，很多发源于大青山山谷之中的河流向南注入大黑
河。历史上，大黑河流域一直是呼和浩特平原的中心所在，往早了
讲，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郡故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
城）位于大黑河南岸；往晚了讲，辽金元时期的丰州（今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白塔古城）、云内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
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圐圙古城之中的大黄城、小黄城）合称

“西三州”，东西一线布列于大黑河沿岸。所以，当时北方的一些小国
政治中心均临近大黑河，除水源丰富外，也便于与周边地区的交通，
尤其是方便与大青山及山北草原之间的联系。

由于是季节性河流，大黑河只有在雨季或者汛期到来时才有大
水，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大河黑曾经出现了采砂、乱倒垃圾、非法排
污等现象。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宜居环境，2022年，围绕大黑
河城区段流域，呼和浩特市全面启动了大黑河郊野公园建设，通过堤
内滨水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出了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波光粼粼的亮
丽风景线，极大提升了河道空间活力，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提升了
首府城市品位。花镜广场、亲子乐园、滩头花海、大黑河军事文化乐
园……经过综合整治，大黑河城区段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如今，大
黑河已经是市民休闲游玩的胜地，也是首府一张珍贵的城市名片。

大黑河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地”和“补给站”

经过综合整治，大黑河城区段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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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庙子镇大丹巴村手艺人刘月
红家中，深秋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屋
里的土炕上，将墙上的《孔子问道图》

《三顾茅庐》《牡丹图》炕围画映衬得
愈加精美，这些画虽然颜色已经不再
鲜艳，但画面上的人物和场景依然栩
栩如生，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了古时。

说起炕围画的前世，刘月红的眼里
闪烁着光芒。他说，过去，为避免墙灰
弄脏炕上的衣服和被褥，人们习惯在炕
周围一圈的墙面刷上围子，然后找画匠
在围子上画画。画好的炕围画，不仅能
让屋子美观整洁，老人们也会把画上的
故事一则一则地讲给孩子听。刘月红
回忆说，“我从小就是看着画、听着故事
长大的，也因此爱上了画画。”

1969年，14岁的刘月红开始学习画

炕围画，他跟着师傅走家串户，村里哪
家盖好新房，就请他们去画炕围画。

炕围画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
代呼和浩特地区最流行的房屋装饰之
一。当时仅在土左旗范围内，每个村基
本都有炕围画的画匠，每家每户盖好新
房，都要请师傅画炕围画。

“制作炕围画首先要打炕围底子，就
是用胶矾水刷墙，再贴上油光纸，把底
子拿立德粉刷白，随后开始画上边道和

‘池子’，在‘池子’里对照样子，画上花
鸟鱼虫和山水人物，一层一层上色，最
后用胶矾水和清漆‘封面’，精美的炕围
画就完成了。”讲起炕围画，古稀之年的
刘月红滔滔不绝。

“炕围画根据主题不同，选取的颜色
也稍有不同，但是要保证三原色，其他

的颜色要自己调配，干的时间越久手艺
越熟练，技术也逐步提高，调配的颜色
就越准确。”刘月红说。记者了解到，炕
围画基本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边道、
池子、卡子。边道由上而下构成整体画
面，主体部分是池子，卡子是池子周围
的软件装饰。炕围画多以山水、人物为
主题，多取材于历史典故和话本传说、
戏剧。

炕围画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它不仅
丰富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承
载了家庭的记忆与情感。后来，随着时
代发展，炕围画已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
台。

“因为有这门手艺，1983 年以后，我
们被聘请到各个召庙开展庙宇修缮工
作，庙宇内画的风格和炕围画有异曲同

工之处，这门手艺在我这儿延续了下
来。”刘月红说，现在学习炕围画这项传
统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掌握这门技艺的
老匠人也屈指可数，炕围画更是难得一
见。“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在我这代人手
里失传，我把炕围画手艺传给了儿子刘
美俊，为炕围画的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

2022年4月，炕围画被土默特左旗政
府评为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刘美
俊也被列为土默特炕围画非遗传承人。

今年，在刘月红和刘美俊的不断尝
试和创新下，已经成功将炕围画从炕头

“搬”到了画布上，刘月红说，“将炕围画
画在布上，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和了
解它，这门传统手艺才能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炕围画《三顾茅庐》

炕围画《牡丹图》

炕围画《孔子问道图》

炕围画：故事画在墙围 流年刻在心头
●本报实习记者 吴香凝 通讯员 杨鑫 高虹 文/图

刘月红正在画布上绘制炕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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