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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8月 23日，“交融之美——昭君出塞和亲
之路沿线精品文物专题展”在昭君博物院开
展，展览汇聚了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沿线湖北、
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五省（区）14家博物
馆及文博机构精品，通过185件（组）极具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特色的精品文物讲述昭君出塞
的经典佳话。

昭君博物院副院长、“交融之美——昭君
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精品文物专题展”策展人包
苏那嘎介绍，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珍贵文物
首次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呈现，旨在让广大市
民、游客更好地了解昭君出塞所蕴含的历史文
化和时代价值。展览以昭君出塞事迹为主题，
以和亲线路为主线，选取“单于和亲”瓦当及西
周兽面纹鼎、西周曾侯谏圆鼎、西周乳丁云纹
铜甬钟、春秋兽耳漆木簋、汉虎钮铜錞于等有
代表性的精品文物，包含13件国家一级文物、
23件国家二级文物、60件国家三级文物，诠释
着昭君出生成长地的荆楚文化、和亲出发地的
农耕文化、出塞纪念地的草原文化，展现出中
华文化的多姿异彩和交汇共融，彰显着昭君出
塞所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展览第一单元“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
妃尚有村：本是良家子”，通过楚地的青铜器、

漆器，形象地向游
客展现了王昭君出
生成长地的荆楚文
化风貌。荆楚文化
深深地影响着少年
王昭君，培育了王
昭君的性格，奠定
了昭君请行出塞的
思想基础。

展 厅 中 ，兽 耳
漆木簋，以其造型
别致、制作精巧、纹
样华丽、色彩鲜艳
吸 引 着 游 客 的 驻
足。“楚国漆器种类
繁多、应用广泛，礼

器、兵器、用具、葬具几乎无所不包。楚墓中
多有漆木器出土，其中相当数量是漆木礼器，
多为仿铜礼器而制，成组出现。楚国贵族和
中原相同，以鼎、簋的组合和数量来体现身
份。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漆器，有可能就是青
铜礼器的替代品。随着考古学的进步，楚文
化以丰富多彩的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巧夺
天工的髹漆，充分展示了楚人创造的精神文
化风貌。”包苏那嘎说。

展品中，出土于宜昌的虎纽铜錞于造型
精美、色泽光亮，西汉虎钮铜錞于则是其中的
精品，是迄今我国唯一有明确出土时间、出土
地点、保存完整的虎钮铜錞于。虎纽铜錞于
在巴族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是
巴人青铜文化的象征，也是古代各地区、各族
群之间相互交往及文化交融的印证。

在展览的第二单元“汉家秦地月，流影照
明妃：一朝入长安”中，千姿百态的陶俑，再现
了汉代物质文明与社会风貌，也展现了“文景
之治”的繁荣盛景。昭君出塞在这里开启了
汉朝与匈奴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汉朝是中国历史
上重要的开创与变革时期，有力地推动了多
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汉
承秦制，在北部边疆置边郡、筑长城、移民戍
边，与匈奴和亲，将匈奴等族群纳入大一统体
系，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阶段。

在此单元中，最引人注目的着衣式彩绘
骑兵俑，无疑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这件着衣
式彩绘骑马俑，通体施彩，上身笔直，下肢分
开作骑马状，彩绘木马已朽。颜面、躯干、下
肢施橙红彩，颧骨夸张高凸形成小凤眼，腮下
陷，发式为梳于脑后打一个较大的圆形髻，表
情生动，动作传神，是民族融合的见证者。

展览第三单元“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
沙满地春：出塞和亲路”，再现了昭君出塞为
匈奴和汉朝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将匈
奴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
秩序的场景。

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柴登乡城梁段秦
直道遗址卷云纹半瓦当最为代表性。据介
绍，秦直道是秦汉王朝对北部边疆加强统治
和管理的纽带与桥梁。秦直道全长 1800里，
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北部边疆地区的交通要
道，也是昭君出塞路线中的重要干线。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
旗都保存有秦直道的遗迹。司马迁也曾走过
秦直道，并留下了“自直道归”明确记述，可见
秦直道在汉代仍然在使用。直道通行的便利
使其成为昭君出塞的首选线路，昭君沿秦直
道北上过光禄塞至单于龙城（今蒙古国和日
门塔拉遗址），汉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还制作
了“单于和亲”瓦当。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
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在展览第四单元“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
和亲识见高：民族大融合”就展出了这件呈现
昭君出塞历史的“单于和亲”瓦当。

汉元帝在位期间，重用儒士，以儒治国，
开启了汉朝的“儒治时代”。同时与匈奴和
亲，和亲促进了中原汉朝与北部匈奴的经济、
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在汉代和亲史上，最
为著名的当属西汉晚期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
的联姻。昭君出塞，为匈奴和汉朝带来了长
期的和平与兴旺。汉代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
和亲模式，为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处理民
族关系提供了借鉴。

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
交融与文化交流。匈奴与汉朝通过和亲结
盟、迁徙杂居、边塞贸易、互派使团等方式相
互交流融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相辉
映，最终汇入中华文化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形成汉代多民族国家开放、
包容、多元、统一的文化基础。

“单于和亲”瓦当出土于麻池古城。麻池
古城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镇政府西 300
米处，地处阴山山脉大青山段和乌拉山段交
界处的昆都仑沟南口至东流黄河间的平川之
上。麻池古城北城为秦九原郡九原县，汉代
沿用，并建南城，为五原郡九原县，郡县共治
于一城。麻池古城作为秦汉时期秦直道的北
端点，周边汉墓分布众多，有召湾、西壕口等

十多个墓群。召湾汉墓群位于内蒙古包头市
召湾，出土反映昭君出塞历史的“单于和亲”
瓦当、“四夷尽服”瓦当、“天降单于”瓦当等珍
贵文物，这些瓦当或用于接待呼韩邪单于和
王昭君的驿馆建筑之上。

昭君出塞佳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气质和鲜明的特色，在
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也孕育出新的文化
形态——昭君文化，它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和
平和睦和谐”的哲学理念的生动诠释。

“讲好‘昭君出塞’佳话，对牢固树立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润
的精神滋养和智慧启迪，希望观众可以在展
览中触摸和感受丰富的昭君文化。”包苏那嘎
表示。

雄关漫道话长城
本报讯（记者 高翠清 李海珍 通讯员 张

玲 王东麟）近年来，清水河县着力保护长城，
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接续发力长
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书写了宣传保护长城
新答卷。

“清水河县明长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资
源丰富和类型多样，长城体系较为完整，既
有大边长城、二边长城和内长城，还有更多
的关口暗门。”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
长高晓梅介绍，清水河县拥有明代长城资源
155公里，敌台 243 座，马面 253 座，烽火台
108座，保存较好的小型城堡 5座。“在二边
长城墙体上保存有完整的敌台、墙台、马面、
烽火台等设施，数量多、分布密，完整率高，
这在长城沿线是不多见的，黄河老牛湾更有
长城与黄河‘握手’的独特景观。”

在清水河县银滚山长城公园，远远望
去，明大边长城边墙壕 2号烽火台矗立在制
高点。这座历经 600多年的建筑，明朝称其
为崖头墩，今天成为公园一景。2019 年以
来，当地文物部门对烽火台加了网围栏，使
长城重要点段得到了有效保护。

沿着长城旅游一号公路一路走来，就来
到清水河县北堡乡碓臼坪村，目前，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正在建设中。清水河县也正在
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重要抓手，深入
挖掘长城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推动长城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让前来游览长城的人们真切感受到古
老长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魅力。

顺着小元峁段明长城向四周望去，天高
云淡，群山翠绿，灰白色的长城宛若一条巨
龙屹立在山脊之上，向世人无声讲述着它厚
重的历史。

在清水河县板申沟东南山上，巍然屹立
着一座骑墙砖楼。它离板申沟村很近，随村
而得名“板申楼”。北望长城，在灿烂的阳光
照耀下，海拔千余米的山上飞舞着一条金色
的长龙，龙脊上每隔数十米就是一座同样的
墙台。龙头越过墙台伸向东北，龙身呈“弓”
字形向西南方曲折延伸。5里之外的徐氏楼
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醒目。

为推进强村富民，韭菜庄乡板申沟红色
文旅党建活动基地在七墩沟村委会建成，打
造了重温革命岁月、感受家国情怀的红色文
旅品牌，同时大力开展长城文化的保护与建
设，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与该村委会建
立了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教育基地、高晓梅
长城工作室，切实促进革命历史文化、长城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据清水河县长城保护员李先成介绍，清
水河县共有长城保护员30名，都是住在长城
脚下的农民，这样看护长城更方便、快捷。

长城因村庄而得名，村庄因长城而振
兴。板申沟村村民一如既往地珍视长城、守
护长城，挖掘长城文化，用好长城金名片，日
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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