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知文脉 馆
中见青城”。 5 月 18
日是第 47个国际博物
馆日，我市举办系列
主题活动，撬动首府
文旅复苏热潮。各大
博物馆也抢抓时机，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吸引游客，一方面
通过数字化展示博物
馆魅力，另一方面以
更加丰富多彩的展览
展示活动，吸引更多
游客以多种方式参观
游览博物馆，在舒适
放松的环境中学习了
解更多知识。

我市历史文化悠
久，文博资源丰富。
为全力打造彰显时代
风貌、特色鲜明的“博
物馆之城”，我市于今
年 2月合并组建了呼
和浩特博物院，下辖
呼和浩特博物馆、丰
州故城博物馆、昭君
博物院、公主府博物
馆、将军衙署博物院、
五塔寺博物馆。在国
际博物馆日来临之
际，六馆联动特色各
异，围绕“博物馆、可
持续性与美好生活”
主题，充分展示博物
馆在构建美好生活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
作用。

文化2023年5月18日 星期四 7

43年匠心坚守 传承指尖上的艺术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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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团在指尖生花
日前，在玉泉区大召广场，面塑非

遗摊位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我
想要一个小鸟的面塑。”小朋友兴奋
地说。只见小小的面团在非遗传承
人贾茂田手中几经揉捏，塑造出栩栩
如生的形象，有《西游记》中的猪八
戒、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

土默川面塑距今已有 120 多年的
历 史 ，源 于 山 西 ，属 于 黄 河 流 派 。
2022 年 5 月 10 日，入选第七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单。土默川面塑艺术风
格古朴厚重，又不失精致雅洁，具有
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
特色，形象逼真传神，色彩艳丽鲜明，
有一种拙稚的美感。

“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我们这里
家家户户都会做面塑，我母亲是这附

近手艺最高超的面塑匠人，我八九岁
就和母亲学习面塑，走街串巷，用面
塑将呼市的市井风貌生动形象地保
留了下来。”贾茂田说。

贾茂田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一
个身穿红色棉袄、笑容满面的人物塑
像，这个面塑就是贾茂田母亲的面塑
作品，在制作过程中面团里加了一些
棉花用来定型，至今已有 50 多年了，
仍然保存得很好。他说：“这幅作品塑
造的关键在于雕琢人物面部和手部，
塑造出纹理和骨骼感，如此精雕细琢，
作品才能生动传神、富有生命力。”

小小金属丝编织出大千世界
一根细长的金属丝，在贾茂田手

中拉、扯、转、持……不一会儿，一个
微型自行车工艺品便完成了，从车轮
到车把、从座椅到脚蹬，处处精致逼
真。贾茂田说：“自行车我能编 50 多

种，很多人专门收藏我的作品，还有
人拿着图案找我专门定制工艺品。
今年‘五一’假期，金属丝编的各种
工艺品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喜爱，销
量非常好。”

金属丝编工艺是近代民间兴起
的艺术创作方式，是将更易塑造形状
的金属材料运用传统的编织工艺来呈
现独特的造型。贾茂田是金属丝编第
三代传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从小
就对金属丝编产生了浓厚兴趣。“我
17 岁跟父亲学金属丝编，当时主要做
一些灯笼、蚂蚱笼、鸟笼等。”

鲜艳的色彩搭配、充满创意的设
计深受群众的喜爱，贾茂田的金属丝
编作品《龙凤呈祥》荣获呼和浩特民
间手工艺作品展三等奖，《蒙古马》获
首届呼和浩特市工艺美术创新作品银
奖，部分金属丝编作品被内蒙古展览

馆收藏。
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

土默川面塑和金属丝编非遗艺术，自
2013 年开始，贾茂田就组织非遗文化
进校园活动，定期为在校学生讲解理
论知识，并指导他们动手制作面塑和
金属丝编，让学生更直观、更生动地认
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零距离感受
非遗文化的魅力。多年来，贾茂田每
年定期或不定期免费举办艺术培训几
十次，培训人员几千人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技艺也需
要不断创新，目前招收的两名徒弟都
已出徒，还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参与进来，成为非遗的传承者、创新
者！”贾茂田充满期待地说。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双手将非遗文化展现给
全世界，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光
彩。

听非遗讲故事听非遗讲故事

贾茂田是土默川

面塑和金属丝编两项

非遗项目传承人，他自

幼和母亲学习绘画和

面塑，为日后创新土默

川面塑打下了坚实基

础，金属丝编则传承于

父辈，几十年来他不断

创新，让作品走进千家

万户。2018年，贾茂田

荣获首届呼和浩特市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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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衙署博物院

▶▼昭君博物院

▲五塔寺博物馆

◀公主府博物馆

呼和浩特博物馆

呼和浩特博物馆现院址前身为内蒙古博物馆
旧址，建于 1957 年，是国家二级博物馆、自治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是呼和浩特市地标性建筑之一。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历史上，这里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的
重要场所。呼和浩特博物馆充分利用馆藏文物，通
过举办呼和浩特从先秦到近代通史内容展览，展示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
践，为建设“美丽青城、草原都市”发挥文物的独特作
用。这里的展品从先秦时期、战国至隋唐时期、宋辽
夏金时期、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讲述呼和浩特的
历史文化。走进呼和浩特博物馆，可以看到大窑文
化遗址出土文物，战国、秦汉时期精美的青铜器，万
部华严经塔出土的砖雕菩萨头像等，可以感受辽金
元时期丰州故城的辉煌，探寻归化城、绥远城的城市
记忆。

将军衙署博物院

将军衙署博物院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年（公元
1737 年），距今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是清代绥远
城主体建筑之一,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二级博物馆。

将军衙署博物院占地面积 2.64万平方米，主体
建筑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民国式建筑；中路是
将军衙署复原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大程度按
照史实还原了将军衙署的建筑特色、格局及功能；
西路是附属设施专题展区。

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将军衙署博物院充
分展示了清代建筑风采，诠释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
融特色。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要建筑群，通过特
色建筑和馆藏文物，系统研究绥远城的历史沿革、布
局、风土人情和城市发展史，讲述将军府在治理和巩
固祖国北部边疆及促进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的历史
作用。

昭君博物院

昭君博物院是由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昭
君墓和匈奴历史博物馆、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等场
馆纪念设施组成，是呼和浩特市集文物收藏、研究、
展示、教育和游览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院，是全面
展示“昭君出塞”佳话和昭君文化的特色博物馆，国
家三级博物馆。

昭君博物院现有藏品 3480件（套），涵盖古今，
品质精良，种类丰富。北方系青铜器、匈奴文物、辽
契丹文物、昭君题材老月份牌广告画、木版年画、现
当代书画和金石拓本、民俗文物等，都是极具地域
特色及学术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物。藏品主要来源
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考古出土和近年来的征集
积累，尤以青铜器、陶器、年画等颇具特色。

昭君博物院展览包括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
时展览三大系列，形成了互为补充、交相辉映的立
体化高品质展览体系。昭君博物院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昭君出塞、和亲融合为主
题，始终把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贯穿于博
物馆展览展示、学术研究、宣传教育各环节全过程，
充分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活动。

公主府博物馆

和硕恪靖公主府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其主人是康熙皇帝的六女儿——恪靖公主。
其采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传统的中轴对称建筑
格局，大面积夯筑地基，主要建筑为硬山式顶，分四

进五重院落。
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

整的清代公主府，是清朝早期官式建筑的代表作，
有着“西出京城第一府”的美称。它的唯一性和不
可替代性具有文化传承的多样性，是研究中国古代
建筑史、中国古代和亲史、边疆民族史、草原文化等
多领域的重要文化载体。2001年，国务院将和硕恪
靖公主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主府依托清代建筑遗存，全面阐释中国传
统建筑传承、建筑艺术；充分利用文物和文献资
料，营造时空穿梭的沉浸式体验，展示公主的居
住和生活场景，诠释清代满蒙联姻的边疆治理政
策。

丰州故城博物馆

丰州故城博物馆地处呼和浩特市东郊，在丰州
故城西北坊建立，占地 100亩，是集文物保护、研究、
展示和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博物馆。丰州故城
博物馆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州故城及万
部华严经塔，全方位反映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
的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建筑艺术、社会经济发展等
状况。

1982年万部华严经塔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
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 3月开始进行整体
的保护修复工作，于 1986年完工，是呼和浩特地区
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古建筑，素有“白塔耸光”之美
誉。

丰州故城博物馆重点展示辽金元时期历史文
化特色，利用现存辽金元文化遗存，采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全面展示，成为宣传呼和浩特历
史文化的主阵地。丰州故城博物馆将打造成我市
东部城区文化会客厅。

五塔寺博物馆

五塔寺原名慈灯寺，始建于公元 1727年，位于
归化城的东南方，绥远城的西南方。五塔寺得名于
寺院最后方的金刚座舍利宝塔。金刚座舍利宝塔
已经有近 300年的历史。五塔寺博物馆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金刚座舍利宝塔和复原的清代慈灯
寺为依托，展示寺庙建筑艺术特点、佛教造像艺术，
诠释呼和浩特古建筑渊源和民族交融带来的文化
繁荣景象。

五塔寺博物馆将通过展示明清时期古建筑艺
术特点，让更多的人了解呼和浩特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多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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