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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第
十 次 党 代 会 报
告 提 出 ，“ 加 强
民 族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与 创 新 发
展，实施精准性
普查、抢救性挖
掘 和 创 造 性 转
化工程，构建地
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体系。”

文 物 是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历
史 的 记 忆 和 见
证 。 我 区 可 移
动 文 物 种 类 丰
富 、数 量 庞 大 、
价值突出、民族
特色鲜明，是草
原 文 明 和 民 族
精 神 的 实 物 见
证 。 实 施 精 准
性普查，可全面
掌 握 可 移 动 文
物的数量分布、
保存状况、保管
权 属 和 使 用 管
理等情况，为可
移 动 文 物 制 定
科 学 保 护 措 施
和 规 划 提 供 依
据。

文 物 普 查
是 科 学 保 护 和
利 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要 基 础 工
作 。 通 过 三 次
全国文物普查，
我 区 已 基 本 摸
清 重 点 文 物 保
护单位、历史文
化名城、古城遗
址、古村落等不
可 移 动 文 物 的

“ 家 底 儿 ”。 而
我 区 可 移 动 文
物 的“ 家 底 ”到
底 有 多 厚 ？ 从
2012 年 10 月 开
始 至 2016 年 底
的 第 一 次 全 国
可 移 动 文 物 普
查显示，内蒙古
可 移 动 文 物 总
量 由 50 万 余 件

（套）增加到 100
万余件（套），可
移 动 文 物 收 藏
总 量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 新 发 现
的 文 物 涵 盖 了
12 个 盟 市 。 通
过普查，不仅摸
清文物数量，不
少 文 物 的 价 值
也 得 到 重 新 认
识。

——编者

□燕文才

阿尔山的冬季，雪原广阔无垠，冰川雄奇壮丽，温
泉云雾蒸腾。阿尔山不仅有童话般的冰雪世界，还拥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阿尔山市位于兴安盟西北部，横跨大兴安岭西南
山麓。登临阿尔山，阅千年往事。春秋时期，阿尔山
地区就是北方游牧民族部落的领地。据《黑龙江志
稿》记载，成吉思汗曾在阿尔山地区狩猎。《长春真人
西游记》记述了斡赤斤（成吉思汗的幼弟） 在阿尔山

“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湩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
千。”《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
届蒙元文化论坛论文集 》中有“清康熙帝在阿尔山建
立皇家狩猎场”“康熙帝在阿尔山温泉洗浴”“清末时
期在阿尔山地区大量开垦草场”的论述。

从阿尔山市具有特色的地名看出这里是各种动
物的集合地。伊尔施，蒙古语，意为豹子。罕达盖，蒙
古语，为“驯鹿”。巴尔图，蒙古语，意思是“有老虎的
地方”。胡得尔，蒙古语，意为“有麝鹿的地方”。杜拉
尔，蒙古语，为“有野兔的地方”。

阿尔山国家地质公园哈达南沟的一幅幅古老岩

画，记录了先人们的狩猎场景。1204 年冬春之际，成
吉 思 汗 在 阿 尔 山 地 区 进 行 狩 猎 。 清 康 熙 四 十 年

（1701 年），康熙帝把阿尔山地区划为皇家狩猎场，此
后，这里成为清朝皇家围场。康熙帝巡幸索岳尔济山

（今宝格达山）时，从索伦河口（今索伦镇）翻越大兴安
岭至罕达盖。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撤销禁令，
在索伦山狩猎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清末时，索伦山称
为阿巴浩木日嘎，意为“猎山”。据史料记载，位于阿
尔山市、扎兰屯市和扎赉特旗之界的托欣河（绰尔河
右岸一级支流），其流域历史上曾有狩猎部族在此繁
衍生息。

阿尔山地区是连接大兴安岭南北的重要孔道，历
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秦汉时期，北方游牧部落
逐步形成两个对峙的部落联盟——东胡和匈奴。当
时东胡居呼伦湖以东包括今哈拉哈河流域。哈拉哈
河流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公元前
209 年，在哈拉哈河流域，匈奴和东胡发生战争，匈奴
击溃了东胡，从此，东胡分裂成了两支，一支向北进入
大兴安岭，即后来的鲜卑，一支向南，到了今赤峰一
带，即后来的乌桓。

哈拉哈河在《旧唐书》称啜河，《金史》称合勒河，
《蒙古秘史》称合泐合河。据近代考古学家王国维考

证，蒙元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事——阔亦田之战，是
在哈拉哈河上源附近一处山地展开的，以铁木真的义
弟扎木合为首的东方十二部，与铁木真、王汗联军发
生了争夺草原的大战，扎木合联军溃不成军。

辽朝建立初期，耶律阿保机的三个弟弟发动叛
乱，在柴河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柴河战役”三个
弟弟被打败，逃亡榆河被擒。

元朝时期，忽必烈不顾 73 岁的高龄，乘象舆亲自
指挥了几个重要战役。《马可·波罗行纪》之“大汗讨伐
叛王乃颜之战”，记录了当时在今阿尔山松贝尔口岸
一带，忽必烈讨伐叛王乃颜的战役。

清朝时期，康熙帝在索岳尔济山设立了军事要塞
——索岳尔济要塞，后来又将其地设为皇家木兰围
场。

清乾隆年间，索岳尔济山成为哲里木、呼伦贝尔、
锡林郭勒、喀尔喀共同祭祀之山。

清咸丰三年（1850 年），阿尔山温泉被时任呼伦
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公中佐领的敖拉·昌兴发现。他
跋山涉水，历经艰辛来到索岳尔济山，在哈拉巴罕台
河边（今阿尔山河）发现了 32 个泉眼。翌年，呼伦贝
尔副都统衙门派敖拉·昌兴同喇嘛医、蒙医、工匠赴阿
尔山动工建造疗养用房及设施，为每眼矿泉修造木

池，用满、蒙、藏文注明每眼泉水的名称和效能，这便
是最早的阿尔山圣水疗养院。

□梅刚 于欣莉

“5 年可移动文物普查，全面掌握了内蒙
古现存可移动文物数量，对文物收藏单位的
隶属关系、单位性质、单位类型和行业归属的
分布情况进行了首次统计。”说到 5 年普查经
历，内蒙古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
部主任塔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5 年来，自治区文物普查专家们忙碌着一
件事——建立内蒙古可移动文物身份证号，
这是自治区普查文物重大收获，许多珍贵文
物家底被摸清。而如何利用文物服务社会，
文物专家们已有谋划。

首次在文博系统之外摸底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记忆和见证，是国家
和民族的“金色名片”，但我国国有收藏单位
的 文 物 长 年“ 深 锁 闺 中 ”，真 实 家 底 不 详 。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建立中央、省、市、县、收藏单位的
五级普查体系，国家文物局建立统一数据库，
各级普查机构和收藏单位进行数据报审，建
立全国的文物身份证号和信息管理体系。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可移动文物普查，
涉及 150 多万个国有单位。

同年 10 月底，内蒙古启动了可移动文物
普查，各盟市文管机构专家、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组成普查组，对文物现状调查和基本信息
登记。塔拉说：“内蒙古可移动文物种类丰
富、数量庞大、价值突出，但由于组织、技术等
方面限制，可移动文物存在数量不清、保管状
况不明等问题。”

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首次在内蒙古文
博系统以外进行摸底，内蒙古各级图书馆、档
案馆，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馆藏精
品，同样有价值连城者。在内蒙古 428 家国
有收藏单位里，有 349 家单位上报了文物，文
物数量达到 1067968 件（套），其中新增文物
500370 件（套）。

内蒙古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
部安泳锝说：“此次普查范围广泛，包括历史
文物、近现代民族民俗文物、革命文物、工业
遗产等，内蒙古可移动文物数量位居全国第
五，新发现了很多珍贵文物，我区珍贵文物数
据量有了很大提高，称为精品的文物不胜枚
举。”

据介绍，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范
围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国有
控股企业等国有单位，涉及 19 个行业和系
统。普查对象为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珍贵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重要古籍、文
献资料、手稿，反映各民族社会制度、生产生
活的代表性实物，以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生
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浩如烟海的文物，随着普查揭开历史的
面纱。赤峰市上报的一尊陶塑人像，是赤峰
市敖汉旗出土距今 5300 多年的红山文化时
期陶塑人像。这尊通高 55 厘米、盘坐、口呼
状的陶塑人像极为罕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最为完整、最大的史前陶塑人像；鄂尔多斯市
上报的带鞘短刀，是较为罕见的装饰繁复的
青铜短削刀；清代绥远城将军文瑞为贡生阿
其格题写的“贡元”匾额，是研究清代科举制
度及绥远城将军文瑞的重要历史实物；包头
市五当召藏的印经板，人物造型吸收了西藏
佛教萨迦派与尼泊尔佛像艺术因素，是清代
佛教版画中不同凡响的巨制；内蒙古民族大

学博物馆藏的“科尔沁蒙古族绣花短坎肩”
“蒙古族兽医工具”“花鸟纹戏装木橱”等，因
在文物价值的独特影响力，也首次以文物身
份进行登记。

一些收藏单位有遗珠

在此次普查中，一些国有单位的文物由
于种种原因被深锁库房，而这次引来专家重
新审视。

呼和浩特博物馆藏的黄绿彩迦陵频迦浮
雕，出自元代，模制而成，泥质红胎，胎质坚
硬，堪称文物精品。

除了陶瓷、佛像等珍贵的文物外，普查人
员还发现了清代《蒙古汗廷乐谱》《旅蒙商手
写账簿、信稿》。《蒙古汗廷乐谱》现藏于赤峰
市阿鲁科尔沁旗档案馆。1955 年根丕庙达
瓦喇嘛，将这本乐谱献给了五世云增活佛。
后来，曲本被破坏，仅留下《牧马歌》《短歌》

《铁骊》《吉祥师》等 15 首宫廷宴乐歌曲，残存
56 页。经研究证明，残存的曲本是乾隆年间
修订的《律吕正义后篇》中由满、汉、蒙三种文
字编撰的《蒙古宫廷音乐》的一部分。《旅蒙商
手写账簿、信稿》是在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发现
的，共 130 册，其中账簿有清朝时期 36 册、民
国 82 册、新中国成立后 2 册。信稿年代均为
民国，共 10 册。这些账簿、信稿均为手抄本，
都是祥泰隆商号的。还有清代无量寿佛曼陀
唐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护照、象牙灵
塔、银鎏金舍利瓶等一大批遗落的文物，其中
不乏国家级文物。

珍贵的手迹、题词，同样是富矿。在内蒙
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有 1950 年春乌兰夫驻京
时期写的“民族平等团结”“建立民族大家
庭”等。还有 1958 年老舍为内蒙古百万民歌
展览会题词：“心热冬天花也开，百万民歌内
蒙来，来到北京人人爱，都说群众是天才。”这
些原稿真迹是珍贵的史料。

专项调查钱币数量

此次普查中，我区发现的历代钱币类文
物数量最大、品种繁多。同时也发现内蒙古
部分文物收藏单位专业力量不足、藏品档案
登记不全面、专业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塔拉说：“这导致大量古钱币被装入麻
袋、包在纸包或放在容器中堆放在库房，很多
已锈蚀成块，在文物账本上只有一个大致数
量或质量。”因此，国家文物局将钱币类文物
作为专项调查对象，委托内蒙古博物院开展

钱币类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方面工作。钱币
调查项目组调研并梳理了内蒙古钱币类文物
的分布、保存、建档、研究等现状，最终完成了
专项调查项目，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钱币调查”一系列工作，实现在规
范钱币类文物的建档、管理、文物保护、人才
培养等方面形成工作机制，将钱币类文物保
管纳入全国文物保护目标。

“钱币类文物调查、认定、登记及管理机
制研究，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也为钱币类
文物调查认定工作机制、探索创新文物登记
管理模式积累经验。”内蒙古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项目部业务负责人李丽雅说。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有 2000 多名与李
丽雅一样身份的普查员，。

建立文物大数据平台

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王大方表示，通过
文物普查，首次全面掌握了国有可移动文物
的数量分布、保存状况、保管权属和使用管理
等情况，为可移动文物制定科学保护措施和
规划提供了依据。

王大方说，新发现的 50 万余件文物涵盖
了 12 个盟市，通过普查，不仅摸清文物数量，
不少文物的价值也得到重新认识。官方数据
显 示 ，内 蒙 古 国 有 单 位 收 藏 文 物 总 数
1061762 件（套），其 中 一 级 文 物 2698 件

（套），二级文物 4578 件（套），三级文物 7927
件（套），一般文物 587938 件（套）。

目前，国家文物局设有“全国可移动文物
信息登录平台”，全国各地普查成果已经汇总
于此，内蒙古可移动文物居全国第五。这一
举措让文物有据可查，相当于给文物发了一
张“身份证”。

“对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后，还
要建立内蒙古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和数
据库，并使之成为文物业务管理与社会服务
的公共平台。”塔拉说。

作为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试点地区，内蒙
古将文物普查与数字博物馆建设相结合，以
文物普查信息化、数字化为契机，全面助推数
字化、智慧化博物馆建设，全力构建文物信息
的“云时代”。

据悉，平台不仅服务于普查登录、审核
文物信息，还将在普查结束后继续在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发挥作用。比如，文物有了电子
身份证后，能随时随地在系统里查询到相关
信息。因此，可移动文物普查是一项系统工
程。

草原春秋

阿尔山千年风云

寻宝

5 年

，50 万余件文物被发现

亮丽风景线

·传承

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指馆藏文物、可收
藏文物，即历史上各个时代重要实
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
代表性实物等，分为珍贵文物和一
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国家一级文
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孔
雀雕塑瓷瓶。

清代绥远城“贡元”匾额。

包头燕家梁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大罐。

元代巴思八文银牌元代巴思八文银牌、、金牌金牌。。

北 魏
浮雕西方
人物银鎏
金碗。

民国时
期阿拉善亲
王达理扎雅
的基辅牌旁
轴照相机。

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霍洛
柴登古城汉代
铸钱作坊遗址
出土的钱范。

阿尔山火车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