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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丹青印记 寻青城文脉
——和林格尔县东汉与北魏壁画墓考

“每一个盘扣都有一个故事，掌握
盘扣手艺，不仅是一种技能的学习，也
是社区精神共富的体现。”近日，在赛罕
区昭乌达南路街道达尔登社区的活动
室，很多居民看到了由盘扣工艺制作而
成的钥匙扣、耳环、胸针等精致巧妙的
手工作品。这些作品均出自于达尔登
社区的居民手中。

盘扣，是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
纽扣，用来固定衣襟或装饰。手工盘扣
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项目，有着独特
的艺术魅力，作为一个非遗项目，需要
人们不断地去学习和传承。为了丰富
居民的业余生活，传承传统文化工艺，

培养居民动手能力，达尔登社区开展了
非遗进社区活动，不仅让辖区居民感受
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也让
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传统文化
技艺。

活动现场，两位老师耐心地指导
居民们制作盘扣，对折、打结、打卷、做
花、固定，短短几个步骤，经过几次重
复，一枚精巧的盘扣就制作完成了。“民
族盘扣是属于民族手工艺的一种，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人学习这门民族手工艺，
去弘扬、传承它的文化内涵。”内蒙古蒙
隆职业培训学校盘扣教师冯媛媛对记
者说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达尔登社区
在每周五上午开展非遗进社区相关活
动，除了盘扣，还开展剪纸、书法培训等
非遗特色课程，通过这样的形式带动辖
区妇女群众积极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让社区成为融合思想引领、文
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综合
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好服务群众、凝聚
群众的作用。

“现在社区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了，特别是传统文化活动。我们以前并
不知道剪纸是非遗文化，现在通过社区
的技艺培训，不仅学到了关于剪纸的文
化与传承方面的知识，还将以往的自娱
自乐转变为边学边传。”居民王淑珍经
常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传统文化活动，
她对记者说，现在社区不仅具备帮扶助
困的功能，更多的是组织这样的文化活
动，居民们非常愿意参与其中。

制香技艺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颗艺术瑰宝。赛罕区金桥产业园内
蒙古敦布仁钦香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制
香企业，以“自然香材、中草药配方及其
制备工艺”为核心，集研发、生产、销售、
研学为一体的省级药香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企业。

在活动现场，总经理刘威向大家
介绍了蒙古族药香制作技艺的历史，并
现场为大家展示了制香技艺。在与传

承人交谈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蒙古族
药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
承。近年来，随着我区对蒙药香文化的
大力宣传与推广，蒙药香的传承和发展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到了蒙药香，从五湖四海慕名而来，蒙
药香也逐步走向了世界。

近年来，赛罕区积极开展非遗传
承培训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相结合，发挥传统文化在社区和
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完善家庭教育，构建和谐社区新风
尚，引领人们积极参与到保护、传承非
遗文化的行列中，让传统文化绽放新魅
力。

如果历史有记忆，那么最生动又
最具色彩的，莫过于丹青留下的印
记。经过数千年的风雨变换，何其有
幸，我们还能一品先人留下的丹青翰
墨，探寻青城悠悠文脉。在和林格尔
县就有两座壁画墓，用丹青记录了东
汉和北魏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
变迁、宗教信仰等。

（一）新店子乡东汉壁画墓
该古墓位于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

西2.5公里的浑河北岸一处高地上。该
墓是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及3
个耳室组成的东西向多室墓，全长
19.85米，墓室用青灰条砖平砌成穹隆
顶形，高约3.6～4米。壁画面积约100
平方米，共有 56组、57个画面，约 250
条榜题。整个壁画描绘了墓主人一生
的重要经历。前室绘就了墓主人出行
的画面，包括《属国都尉出行图》《护乌
桓校尉出行图》；甬道、中室描绘了历任

官职的官府图、经史故事、人物和祥瑞
图等；后室描绘了墓主人的晚年居家生
活“庄园图”；3个耳室绘有众多为墓主
人耕种、放牧、做杂役的奴仆。

经发掘整理，墓内有陶罐、陶鼎、
陶案、陶尊、陶耳杯等，另有残铜镜、铁
器、漆器残片等。据考证，古墓年代约
在公元140—170年间。

（二）大红城乡北魏壁画墓
该古墓位于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

鸡鸣驿村东约 1.5公里处，南邻浑河。
该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全
长 22.6米。经抢救性挖掘后，该墓现
存约 20平方米彩绘壁画，主要分布在
前室四壁和甬道两壁上。壁画以写实
为主，富有生活气息，共有五个部分：
入仕升官、宴居生活、游牧狩猎、死后
升天、四神图。壁画人物服装鲜卑色
彩与汉服特征并存。与东汉壁画墓最
大的不同是，该壁画墓融入了佛教元

素，比如鹿角生莲花、株状似芭蕉的植
物，这也表明了北魏时期开放的社会
风气和多元的文化特征。据考证，该
墓年代应在公元 486年北魏孝文帝开
始实行新服制以后、迁都洛阳之前。

总体来看，东汉壁画墓包含了汉墓
壁画的主要内容，延续了西汉至新莽时
期形成的图像分布模式，包括三个方
面，即升仙、祥瑞等神秘信仰与渴望，经
史人物、儒家教化，对现世生活的描绘
和墓主身份地位的展示。而和林格尔
北魏壁画墓则表现出一种胡汉杂糅的
特征，其表现的主题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即对现世生活的描绘、对升仙祥瑞
内容的继承、佛教新元素的融入。

此外，东汉壁画墓充分展现了东
汉晚期发达的庄园经济，也有放牧观
渔等具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场面。虽然
北魏壁画墓更多地反映了游牧狩猎的
画面，但事实上，此时的北魏在经历了

“计口授田”“躬耕籍田”及“劝课农桑”
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后，农
耕经济已经占有很大比重。由此可以
看出，从东汉到北魏时期，汉族与少数
民族生产生活、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历
史进程。这一历史丹青印记，也证实
了地处蒙古草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的呼和浩特地区，正是游牧经济与农
耕文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
流、碰撞、融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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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非遗 奏响古与新的“交响乐”
●本报记者 杨彩霞

蒙香

盘扣

非遗，作为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对提升当地文化品位、丰富文化内涵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年来，我市不断

探索非遗的保护路径，大力推广非遗传承和创新，让这一传统文化形式受到重视，让非遗文化在传承中继往开来。
木雕是雕塑的一种，在我们国家常常

被称为“民间工艺”。2008 年 6 月，木雕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清朝年间，民间艺人将木雕这一民间
艺术瑰宝传承下来，形成赛罕木雕。

赛罕木雕发源于赛罕区榆林镇三犋窑
村，传承人巴四虎在年幼的时候常常陪同
父亲做纸扎、画炕围，受到良好的美术熏
陶。巴四虎后来参加榆林镇文化站举办的
美术培训班，有幸跟随老师学习，学员之间
互相交流促进，经过几年的发愤努力，他的
美术功底有了很大提高。

1982年，巴四虎进入呼市古建队，开展
修复大召、小召工作；1984年，他被推荐到
山西省大同市华严寺等地修复寺庙。他做
的木雕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1986年，巴四虎回到市观音寺塑起《千手观
音》和《韦陀菩萨》两尊木雕。1987年之后
又到大同东关华严寺、口泉华严寺、阳高、
罗文照以及河北曲阳县、陕西扶风县等地
塑多种木雕50多尊。

木雕共分 6 个步骤:一是精心选材，根
据木雕的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材质。二是放
线，确定材质的有效利用。三是打初胚，主
要是确定雕塑的底座和模型。四是细组
合，将初步制作好的部件，通过多种手段组
合在一起。形成完整框架的模型。五是精
雕刻，在此基础上，按照塑像神、情、貌的最
佳状态进行精雕细刻，直到栩栩如生。六
是后完善，最后一道工序是进行打磨、刷
漆、贴金，等晾干之后就可以交工了。

如今，赛罕木雕技艺又上了一个层次，
多以空心塑为主，空心塑只有具备制作木
雕和泥塑的功底才能完成。赛罕区榆林镇
前什村、金河镇七圪台村都有这样的木雕
作品。目前，从事木雕的人才非常奇缺，能
有一定建树的人才更是寥寥无几。近年来
赛罕区积极开展非遗培训传承活动，让木
雕这一民间艺术瑰宝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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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为了保护和传
承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前，玉泉
区石东路街道联合玉泉领益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共同开展了“剪纸艺术瑰宝——纸
上非遗之旅”主题活动。此次活动特邀非
遗传承人董存蛾亲临现场，为居民们带来
一场剪纸的视觉盛宴。

董存蛾是内蒙古著名的剪纸艺术家，
她承袭了剪纸传统技艺，对剪纸情有独
钟。在此次活动中，董老师将向居民们展
示他手中的剪纸艺术瑰宝——十二生肖
的剪纸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造型、细节
还是意蕴，都堪称艺术精湛之作。

活动现场，除了董老师的讲解和展
示，还为居民们准备了一场独特的沉浸式

剪纸体验活动，准备了各种剪纸材料和工
具，居民们可以亲手尝试剪纸技艺，体验
剪纸艺术的乐趣。无论你是否有剪纸基
础，都可以参与其中，董老师将现场指导
和帮助大家。参与活动的居民们不仅可
以亲身感受剪纸的魅力，还能够通过与董
老师的交流，了解更多关于剪纸的历史和
技艺。在活动结束时，居民们与董老师一
起合影，留下属于此次剪纸艺术之旅的美
好回忆。

玉泉区石东路街道希望通过本次活
动能够唤起大家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使
居住在社区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成为剪纸
艺术的传承者和推广者，让这门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我们身边得以传承。

内蒙古艺术剧院：

原创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
将于本月25日登陆“大戏看北京”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记者从

内蒙古艺术剧院获悉，由该院出品、
杂技团创排的原创杂技剧《我们的
美好生活》于 11 月 14、15 日晚 8 时
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演出后，
将于 11 月 25、26 日登陆“大戏看北
京”。

据介绍，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
活》讲述的内容是：在中国美术学院
攻读刺绣设计与工艺的研究生南迪
即将毕业。为了完善自己的毕业论
文和设计作品，她回到家乡向身为
刺绣传承人的母亲请教，但因为母
女观念不同产生了矛盾冲突。让南
迪深感意外的是高中同学新呼已经
是嘎查现任书记。在那达慕大会

上，生机勃勃的草原新生活感染了
南迪。两个有理想的年轻人携手众
人一起筹建刺绣加工厂，使嘎查成
为以刺绣产业为龙头的网红村、旅
游村。小乡村与大世界的联系紧密
了，南迪和新呼也在创造美好生活
的过程中彼此萌发了爱意。

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团长塔
纳说：“《我们的美好生活》这部杂技
剧，在创作之初的定位，就是在艺术
性表达的基础上以探索性、创造性
表现现实生活。为此，我们力求站
在观众的角度把“乡村振兴”这样一
个容易被观众未看就提前臆断为

“说教”的作品，变成更加深刻化、艺
术化、人性化、趣味化的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