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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古籍 传承文明”

市图书馆“线上晒书”展示古籍典藏
●本报记者 苗青 文/图

我区4部作品入围“荷花奖”终评

呼和浩特市图书馆现存藏汉
文古籍 303种 2808册；少数民族古
籍 40种 136册；民国线装书 720种
5191册。收藏最早的古籍为明末
汲古阁刻本梁代萧统编纂《文选》
六十卷；清代翻刻（明）胡正言辑的
饾版套印本《十竹斋画谱》是市图
书馆的特藏文献之一，还有 198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一套 1500 册；清拓本《御
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18册；馆
藏珍本古籍《静惕堂尺牍》非常珍
贵，为明末清初知名文人、学者曹
溶的信札。2015年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工作中共完成 7999册古籍
普查。

《十竹斋书画谱》（明）胡正言
辑，饾版彩色套印本，16册。《十竹
斋书画谱》是古代讲授绘画技法，
供人们鉴赏和临摹的画册，分为

《书画谱》《墨华谱》《果谱》《翎毛
谱》《兰谱》《竹谱》《梅谱》《石谱》等
八大类，收入胡氏本人的绘画作品
和复制前人三十余家的名作。每
谱中收图 40 余幅，每幅都配有书
法极佳的题词或题诗，图文并茂地
编织在一起刻版。胡正言创研的

“饾版”与“拱花”使用了水印套色
技术，墨与色都体现了国画色彩浓
淡参差的特点，是中国版画艺术最
辉煌的成果，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提
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饾版就是
将彩色画稿分别以各种颜色钩摹
下来，每种颜色块刻成数小块木
板，然后依次逐色套印或迭印，最
后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因为一块
块镌雕刻的小木板形似饾丁，故成
为饾版。一幅图画往往要刻 40余
块版，分先后轻重印刷六、七十次，
一朵花或一片叶都要分出颜色浓
淡深浅、阴阳正侧向背，同时还要
掌握干湿、浓淡、轻重的变化。每
块套版都必须与第一块版精密吻
合，几乎与原作无异，艺术效果令
人叹为观止。

《静惕堂尺牍》八卷，清曹溶
撰 ，清黄汝铨选，清康熙三十九年
（1700）黄汝铨揖峰亭刻本，四册一
函。《静惕堂尺牍》为明清知名文
人 、学 者 曹 溶 之 信 札 。 曹 溶
（1613—1685），字秋岳，号倦圃，别

号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祯
十年进士，考选御史，入清后，历任
河南道御史、顺天学政等职，康熙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以疾辞，十九年
荐修《明史》亦不赴，一生著述极
富，著有《静惕堂诗集》《静惕堂词》

《倦圃莳植记》《崇祯五十宰相传》
《静惕堂尺牍》等。

清代学者视曹溶为浙西文坛
领袖。“清词三大家”之一，“浙西词
派”创始人朱彝尊曾言：“吾乡倦圃
曹先生著述之富，在牧斋、梅村伯
仲间。”因性喜交游，曹溶与朱茂
暻、龚鼎孽、胡介、谈迁、吴梅村、朱
彝尊、周亮工、顾炎武、冒襄等明清
文人雅士交情甚笃，多有尺牍往来
和诗词唱和。其尺牍或激昂慷慨
或婉转优美，深受后世学者赞赏，
被冠以“江东独步”之美誉。曹溶
去世后，爱其文字之人开始搜集、
抄录其尺牍，并汇编出版。据选
编者不同，现存曹溶尺牍共有四
个选本系统。其一，清黄汝铨编
选《静惕堂尺牍》八卷本；其二，清
胡泰编选《倦圃曹先生尺牍》二卷
本；其三，清茅复编选《曹李尺牍
合选》二卷本；其四，清曹三德辑
选《历朝尺牍》附《静惕堂尺牍》二
卷本。

呼和浩特市图书馆藏《静惕
堂尺牍》八卷，清曹溶撰，清黄汝
铨选，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黄
汝铨揖峰亭刻本，四册一函。版
框高十七点八厘米，宽十二点三
厘米。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
边，粗黑口，单黑鱼尾，鱼尾下镌卷
数、页码。牌记镌“广宁黄学山选
辑/静惕堂尺牍/揖峰亭藏板”。卷
前首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黄
汝铨序，次列陈箴序、目录。内封、
序前、目录前、卷端皆有钤印，有

“揖峰亭”“恭俭谦约”“安乐堂藏书
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居易堂”

“深根宁极”“子重”“颂臣”等。选
编者黄汝铨，镶白旗人，监生，生卒
年不详，曾任邵武府同知、光泽县
知县、东昌府知府等职，黄氏十分
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兴建府学、县
学，刻印图籍，为世人所称道，任邵
武府同知时刊印《静惕堂尺牍》，在
赣州任期内主持刊刻《贛州府志》，

该书收录了曹溶与项嵋雪、项东
井、李山颜、朱葵石、俞右吉、倪伯
屏、杨香山、叶星期、孙子彰、文可、
沈秋涧等著名学者、文人的尺牍
662 通，涉及人物约 180 人。尺牍
内容非常丰富，有向友人请托、致
谢、借书、邀约等生活细节展现，也
有心系百姓疾苦，眷恋旧朝（明
朝），一心归隐的情怀抒发，因而该
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部
蕴含作者经历、交游、思想等丰富
内容的史料宝库。另外，该书中有
大量铲板产生的墨钉，除几处因错
字而铲板外，其余铲板集中在人名
上，此现象较为少见。

曹溶尺牍的几个选本中，胡泰
本存世复本量大，茅复本有河涧堂
本、慎余堂本、致和堂本、同文书局
本等，版本最多。黄汝铨本只有康
熙三十九年刻本，且仅见国家图书
馆、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嘉兴市图书
馆有藏，版本价值较高。该藏本钤

“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
记”为怡府藏书印记，“安乐堂”为
清圣祖玄烨第十三子、第一代怡
亲王胤祥室名，“明善堂”为第二
代怡亲王弘晓藏书处。怡府藏书
属清朝宗室藏书大家，传承长达
百年之久，其藏书多世所罕见之
本，由此亦见该藏本版本之珍贵。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十八册，清乾隆拓本，楠木夹板经
折装，目前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所藏
版本不全。三希堂，古时是清高宗
弘历即乾隆帝的书房。该书是乾
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弘历敕命
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
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
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
人镌刻而成，法帖共分 32册，刻石
500余块 ，收集自魏 、晋至明代末
年共 134位书法家的 300余件书法
作品，因帖中收有被当时乾隆帝视
为 3件稀世墨宝的东晋书迹，即王
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

《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
藏这 3 件稀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
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
帖》，全名是《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
法帖》。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北海
公园阅古楼墙间。

呼和浩特地区位于内蒙古中南部，
这里是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带的过渡地
区，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广阔
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漫长的文化发
展、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具
有自身显著特点的农牧融合演变进程。

黄河流域孕育了呼和浩特地区的
原始农业，最初的农业主要依赖于黄河
两岸的冲击沃土，这里地势平坦、气候
温和，加之疏松易耕的黄土冲击层，从
史前社会开始，就出现了原始农业，呼
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农业也广泛出现在
呼和浩特平原上。此后，中国北方地区
温度明显下降，气候冷暖波动、农牧业
更替，直至夏商周早期，牧业成分逐渐增
加。农牧融合的演变进程与呼和浩特地
区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
先秦时期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主
动行为。根据不同时期遗址内出土的
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等的综合分析，
呼和浩特地区先秦时期的农牧融合进
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采猎并重、耕
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
猎为主。

（一）采猎并重、耕猎互补
在距今7000~5000年间，呼和浩特

地区良好的气候环境，使先民的狩猎采
集活动可以获得丰富的食物，同时也发
展了谷物栽培并开始进行少量家畜的
驯养。根据考古发掘，白泥窑子C、J点

发掘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和蚌
制饰件。其中，大型石器约占 80%，打
制多于磨制。打制的有圆球、敲砸器、
盘状器、砍伐器、刮削器、凿；磨制的有
磨盘、磨棒、刀、砺石、弹丸，磨棒为圆柱
状。细石器约占11%，有镞、刮削器、石
叶等。陶制品约占 9%，有长方形单孔
刀、纺轮、陶饼、陶环等。房址为长方
形、梯形半地穴式房址，说明此时人类
已经开始了“以房为居”的定居模式。
从已经出土的手制夹砂陶、泥质陶等陶
器以及石器、骨器等来看，日常生活中
使用固定组合的陶器、磨制石器为生产
工具。

遗址内出土的石斧、石铲、石刀等
生产工具反映出其农业生产的一般状
况；石磨盘、石磨棒是人类文明初期粮
食加工的具体表现；而动物骨骼、石球
等渔猎工具的出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
掌握了熟练的渔猎和狩猎技能；石纺轮
等及蚌制饰件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有
了简单的纺织业和手工业。由此可见，
此时人类文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与
原始农业的出现与发展直接相关。

（二）种养结合、农牧兼营
从距今 6000年开始，呼和浩特地

区栽培禾本科植物的孢粉百分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根据西岔遗址孢粉研究结
果显示，在西岔文化时期达到峰值。西
岔遗址出土的石杵提取到的植物淀粉
粒显示，该时期淀粉类植物包括百合或
薯蓣、栝楼根、薏仁、小米和小麦族等。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数量最
多的是石刀，其次为石斧，还有少量的
石铲、石凿等。

根据西岔遗址内发现的动物遗存，
以哺乳动物为主，有少量的鸟类、鱼类
和软体动物。其中，能确定为家畜的动
物包括猪、黄牛、绵羊、山羊、狗和马，占
出土动物遗存总量的90.88%，其中，猪
的数量最多，约占动物总量的41.82%，

其次是山羊，约占总数的 21.42%。西
岔文化马骨的发掘，说明了流动性放牧
的出现，畜牧业已经开始脱离本地区原
有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农牧兼营经
济为先民植物类食物的摄取或家畜的
饲养奠定了经济基础，粟作农耕经济对
内蒙古中南部农牧文化与人群的交融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牧猎为主
东周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考古学

文化遗存多以墓葬为主。根据和林格
尔新店子墓葬的先民骨胶原及龋齿发
病率研究显示，此时人类的饮食结构
以肉类食物为主，谷物类（淀粉类）含
量较低。该墓葬还出土了较多的马、
牛和羊的头骨，鹿角做的匕首和骨
簪。位于和林格尔县的小板申东周墓
地是呼和浩特地区浑河流域发现的规
模最大的一处东周游牧文化墓地，该
墓地发掘大量殉牲的马、牛、羊等动物
头骨，说明此时先民已经开始从事较
发达的游牧业。由此可见，此时畜牧
业已经基本完全取代农业成为本地区

的主要生业方式，并完成由农牧交融向
畜牧业的彻底转换。

根据考古研究，此时呼和浩特地区
气候干旱多风、昼夜温差较大。面对逐
渐干旱的草原环境，本地区先民逐渐发
展起以食草性动物为主的畜牧业，从农
牧兼营转换为专业的畜牧生产。此外，
战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已成为赵国云
中郡的辖地，大量中原人群涌入，在此
戍边、定居，为人群的不断混居乃至交
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国晚期的大
堡山墓地为赵国墓地，经考古研究，该
墓地先民的体质特征兼具“古中原类
型”与“古华北类型”，应该是原住民与
中原移民长期融合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呼和浩特地区先秦
时期的农牧交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
阶段狩猎采集、谷物栽培、家畜饲养的
程度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因此各阶
段转变的节点与考古学文化的起止年
代大致相当但并非完全吻合。除了环
境的变化外，聚落的更迭、政权的干预
以及人群的聚集迁徙等都对农牧融合
演变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石网坠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晒书，又称曝书，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民间传统的“晒书节”，古代文人书生将家中藏书取出，铺晒于阳光下，令书页浸透光线，
驱赶藏匿其间的书虫。“晒书节”是古代文人展示才学、品鉴藏书、交流学习的文化习俗，寄托着他们的高情雅志。时至今日，晒更
有“分享”之意，以书会友，可以获取更多阅读与藏书的信息和资源，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

近日，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通过线上晒书，以照片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展出本馆古籍善本以及新增古籍善本，营造文化和古籍保
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第十
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
奖初评工作完成，经评委会评选，45部
作品入围终评。记者从内蒙古舞蹈家
协会获悉，由该协会选送的 4 部作品
成功入围，分别是：伊金霍洛旗乌兰牧
骑，《马铃摇响幸福歌》、《走在阳光
下》；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遍地柳
萌》；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不落的
太阳》。

据悉，中国舞蹈“荷花奖”是经中宣

部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共
同主办的业内唯一的具有权威性和导
向性的中国舞蹈艺术全国性评奖，通过
表彰和奖励在全国舞蹈艺术领域中涌现
出来的优秀舞蹈工作者和优秀舞蹈作
品，活跃舞蹈理论与舞蹈评论，推动我国
舞蹈艺术事业健康发展。1998年举办首
届评比展演以来，中国舞蹈“荷花奖”逐
渐以其评奖的导向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标志中国
专业舞蹈艺术最高成就的专家奖。

本报讯（记者 苗青 实习生 赵玮
琪）在土左旗塔布赛乡铁帽村，刘文全
是有名的“大画家”，村里喜欢画画的孩
子放学归来，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上门请
教，而刘文全也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指导
和教授。“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学出来的，
到处拜师，谁画的好我就上门跟着学
习，所以我有很多老师。”刘文全教孩子
画画从不收费，他有一个朴素的愿望：

“孩子们喜欢学我就教，我画的这些图
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学会，不要让这
些精美的图案画法失传了。”

今年65岁的刘文全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不能再从事他喜爱的蒙古族图案
绘画工作，回到家乡铁帽村后，画画依
旧是他每天的日常生活。他就在院子
里搭建了一间画室，每天除了种植花
草，其余时间都在画画。

刘文全自幼酷爱中国传统绘画艺
术，小时候边上学边用手中钢笔写写画
画，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他都爱画下来。
到了中学更加刻苦专研，经常到校外看
画展、校内出黑板报，并且收集了大量
速写素描、水粉油画、国画等书籍资料，
一有空就学画，远近村子里会画画的老
人他都拜过师，在早期还得到陈良、云
学斌、刘岱等名师名家的亲手指导。成
年后他又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追寻
名师学习深造，绘画技艺不断提升。

自 2008年起，刘文全主攻蒙古族
图案及民间彩绘艺术。蒙古族图案是
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蒙古
族喜爱的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是蒙古族在马背上历经千
年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随着日用工艺
品和图案艺术的发展，人们把一切器物
的造型设计和各种纹样都称为图案了。
所以图案，就是一切器物的造型和一切
器物装饰的平面设计图。

2009年刘文全被邀请到当时的内
蒙古森木民族用品厂做艺术顾问，绘制
创作古建筑民族用品图案，当年为土右
旗敕勒川博物馆绘制多幅古建筑民族图
案。2010年又一次受邀前往武汉鄂州汉
代博物馆绘制鄂州市汉代复原图长卷。

2011年，刘文全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博物馆绘制元代黄河渡口长卷，在没有
任何底稿的前提下，刘文全绘制出栩栩
如生的元代黄河渡口图，顿时好评如潮，
他也在业内名声大噪。

2012年，内蒙古农业大学正式聘
请刘文全担任民族图案研究顾问，为内
蒙古农业大学蒙古族艺术馆绘制出大
量的蒙古族家具、日用品及马鞍等民族
彩绘精品收藏图案。

2019年，蒙古族图案正式被评为
呼和浩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刘
文全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50多年的绘画功底造就了今天他独
特的艺术风格，以民族图案与民间彩绘
书法及山水画多元素融合，成为刘文全
独有创作风格，作品价值得到了提升。

“蒙古族图案是蒙古族特有的视觉
符号，如錾花包银的奶茶碗、錾花镶银
的铜壶、嵌宝石的头饰、纹饰考究的雕
花马鞍、精刻细琢的民族乐器、彩绘的
家具、蒙古服饰的刺绣、精美的地毯、蒙
古包盖毡、围毡等，都用到蒙古族图案
做装饰。”刘文全拿出奶奶留下的茶叶
罐向大家展示：“这罐子是纸糊的，我后
来用这种蒙古族图案做了绘制，直到今
日都色彩鲜艳。这种美是可以天长地
久的。”

画室里衣柜、炕桌、炕围都是刘文
全手绘改造过的，颜料色彩都是他亲自
调配出来，蒙古族图案中应用最广泛的
回纹、万字纹、盘长纹、方胜纹、如意纹
等图案，大都有着吉祥如意的美好祝
愿。“作为传统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蒙古族图案贮存了可贵的知识、情
感和技术，是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我们取之不尽
的艺术宝藏。”刘文全说：“可是这样的
图案，很多都后继无人。所以我迫切地
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目前刘文全22岁的孙女是他全力
培养的传承人，刘文全希望蒙古族图
案这项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喜爱，让
这份珍贵的艺术传承更加多姿多彩地
绽放。

刘文全：蒙古族图案的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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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近日联合印发《“强基工程”——文艺
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2023—
2025年）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动员万
名崇德尚艺、甘于奉献的文艺志愿者深
入基层、扎根群众，广泛开展文明实践
文艺志愿服务，结对子、种文化，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不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
设基础。

据悉，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
设行动，主要围绕丰富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推动基层文艺创作和生产、培
训基层文艺人才、开展文艺支教志愿
服务等 4 方面任务进行，着力用文艺
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提升文艺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同时

引导文艺工作者在倾情奉献中提升
自我，促进文艺界职业道德和行风建
设。

根据实施方案，文艺助力基层精神
文明建设行动以结对共建为主要方式，
把文明实践之所需与文艺志愿服务之
所能结合起来，按需匹配文艺志愿者，
精准结对、有效帮扶。文艺志愿者每年
确保一定时间和频率深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常态化开展工作。各
全国文艺家协会、省级文艺家协会积极
倡导和组织协会会员发挥专业优势，打
造示范项目，每年办好一系列文艺活
动，完成一批文化项目，通过3年努力，
使结对帮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
现文艺新活力新气象。（据新华社电）

两部门部署开展
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西岔文化时期种养结合、农牧兼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