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文化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鞍是马文化中的重要符

号。古代，在没有工具工匠的条件下，就把一块皮子披到马背上，当作

马鞍，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传承，马鞍上还会刻绘各种花纹图案、镶嵌

骨雕或贝雕，也有的用鲨鱼皮、景泰蓝、银、白铜、黄铜、红铜进行装饰，

渐渐地马鞍制作技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凭借其独特的工艺和精

美的造型，2024年，青城马鞍制作技艺入选呼和浩特市第九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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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龙跃北疆——红山文化出土最大玉猪龙特展
亮相内蒙古博物院

从“淄博赶烤”到“尔滨宠粉”再到“天水
麻辣烫”……现象级文旅消费热点频出，要
把这样的流量变为经济发展增量，离不开精
品意识。

做精做优文旅品牌，既靠先天禀赋，也
靠后天挖掘。优质文旅品牌，已不只是“看
山看水看风景”，而是“见人见物见生活”，
其背后是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是构建文
旅消费新场景的尝试。过去，文旅品牌往
往依托于具体景点，随着产业的发展，不仅
景点的周边产品更丰富，文旅产品内涵也
在不断扩充。呼和浩特市具备显著的交通
枢纽和首府区位优势，在全区的整体旅游
市场和服务中，承担着集散地、发团地的作
用，因此，民俗体验也日益成为呼和浩特文
旅产业的重要内容。呼和浩特要用文化表
达吸引游客，将民俗、非遗融入旅游，通过
举办非遗文化庙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
疆非遗展、呼包非遗集市等活动，增强游客
的体验感。

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有助于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每到旅游季，呼和浩特市都
会推出各类文旅线路。需要注意的是，要发
挥精品线路的承载力，注重区域联动、资源
整合，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通过
推动景点间、县域间、城市间、省际间合作发
展，以线带面展示深厚文化底蕴和地方特
色，形成“一串珍珠颗颗亮”。尤其在推进一
体化发展进程中，呼包鄂乌可以共同开发精
品旅游线路，实现旅游资源优势互补。

发展文化旅游业需要一批文旅精品作
为支撑，这不仅是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的需
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的必然选择。

精品文艺的创排是增强首府文化品质的
重要环节，也是宣传阐释“北疆文化”丰富内
涵、彰显城市精神、提升首府文化能级的重要
补充。呼和浩特通过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艺作品，创立代表首府
的文化品牌，探索文化产业形态的创新途径。

以精品意识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既能提升消费体验，又能优化投资效率、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还能激励越来越多的文化
产品走向精品化，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
力。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生
生长流——内蒙古黄河文化大展
在内蒙古博物院二层临展厅开展。

生生长流——内蒙古黄河文
化大展以黄河为纽带，以历史时
代为脉络，精选汇集 8 家文博单
位的 270 余（套）精美文物，分为

“根脉——中国早期文明的星光闪
耀之地”“纽带——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家园——
中华大一统观念下的交融发展”
三个部分，展现了黄河流经内蒙古
地区的文明发展及多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共同建设祖国北疆的历史
进程，揭示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华文
明赓续发展和中华民族演进形成
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展览将持续
至2025年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主办，内蒙古博
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院承办的龙跃北疆——红山文化
出土最大玉猪龙特展在内蒙古博
物院展出。

特展展出了目前考古发掘出
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以及 28件
红山诸文化器物，让观众了解红山
文化的最新考古成果，近距离感受
红山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2024 年 5 月—9 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进行
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1400平方
米，揭露积石冢、墓葬、积石堆、祭
祀坑、灰坑、颜料坑等遗迹近 30
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
器等各类文物近300件，为研究内
蒙古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交流
与交融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在
M15发现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体
量最大的玉猪龙，填补了考古出土
玉器研究的空白。展览将延续至
202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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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长流——内蒙古黄河文化大展
展出270余件文物

青城马鞍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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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经过
前期精心策划，近日，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油画院指导，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内蒙古文艺评
论家协会、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呼
和浩特市书画院）承办的“艺美北
疆 绘彩青城——全国油画名家邀
请展”在呼和浩特市美术馆（书画
院）青城公园展厅开展，为市民和
艺术爱好者献上一场高水平的艺
术盛宴。

据了解，本次邀请展汇集来自

中国油画院的杨飞云、王治平、王
殿华、张立农、芃芃、孙文刚、徐晓
东、朱春林、韩洪伟、常磊10位艺术
家创作的50幅代表性作品，包括人
物、肖像、风景等类别，作品风格各
异、技巧精湛、创意独特，艺术家用
个性特征鲜明、富有想象力的油画
语言，展现祖国的壮丽山河、时代
的变迁和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风
貌。展览期间，还将组织开展一系
列公益讲座、采风、创作活动。展
览将持续至2025年2月16日。

艺美北疆绘彩青城——
全国油画名家邀请展开展

右手扶着马鞍一端，左手拿着锉刀在马
鞍中间不断打磨，木屑随之纷纷掉落……在
非遗传承工作室里，青城马鞍制作技艺第五
代传承人木仁正神情专注地制作马鞍，方桌
上摆满了手摇钻、木工 斧子等工具。经过精
雕细琢，一副美观且实用的马鞍在他手中逐
渐成型。

“一副好的马鞍，不但能让人坐着舒服，
连马也会看着精神起来。”谈起马鞍的手工
制作，木仁说，“马鞍的实用性远大于观赏
性。”

木仁自幼骑马放牧长大，祖父和父亲都
是当地的牧马人，从小耳濡目染，对马鞍有
着很深的情结。随着传统手工技艺的不断
创新，木仁制作的马鞍不仅工艺精细，而且
美观实用。2007年，木仁在内蒙古大学艺术
学院设计系毕业，同年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美术学院任教，讲授马具专题设计制作和蒙
古族传统手工艺等课程。

“制出一副舒适、合体、耐用的马鞍，要
具备木工、金属、刺绣及皮件编织等多种技
艺。”木仁对于马鞍制作有自己的心得，他
介绍：“一套马鞍由鞍座、鞍垫、鞍鞒、肚带、
脚镫等十多个部分组成。优质的马鞍常精

选榆木、桦木等优质木料作为骨架，用特殊
熬制的胶把前后鞍鞒、左右鞍翅和梁头进行
黏合，用生牛皮连接，并雕刻上各式花纹图
案。”

马鞍用具上的各类图案都蕴藏着当地
古老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审美艺术。经常
出现于马鞍用具上的有山水纹、云纹、树木
花草纹等描摹自然景物的图案，还有描摹动
物的龙纹、鹿纹、五畜纹、蝴蝶纹、蝙蝠纹以
及几何图案、吉祥图案等，它们不仅是装饰，
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制作马鞍是细活儿，所需材料多且工
艺复杂，每一环节都需技术、力气和耐心。”
木仁告诉记者，制作马鞍讲究“三圆、二平、
一合”，这样制作的马鞍才会工艺精良、坚固
耐用。“三圆”是说鞍子的前后鞍鞒要圆，鞍
鞒洞（位于马脊梁上的空洞部分）要圆，梁头
（骑马人臀部接触的中间部位）要圆。“二平”
是说两个鞍翅（直接压在马肋骨上的两块平
面板）要平整光滑，与马的脊梁、肋骨吻合，
压力均衡。“一合”是说整个马鞍的协调整
合，这也是最讲究的。由于马鞍的特殊结构

和工艺，工匠们制作马鞍时，首先要把鞍鞒、
鞍翅、梁头黏合连接成马鞍的大样，然后用
专用工具以砍、挖、锉的技法使整个马鞍达
到协调。

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仅
要保存古老的技艺，更要让这些技艺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焕发活力，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
分。自 2013年起，木仁根据市场需求，将马
鞍、马鞭等马具制作成小巧精美的文创产
品，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工艺巧妙融合，
不仅传承了工艺的精髓，更迎合了年轻一代
的审美需求，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绽放
出新的光彩。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希望
让更多人了解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遗，让
青城马鞍制作技艺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
彩。”木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