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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王建永向外国留学生传
授蛋雕技艺。

捶打麻油已传承7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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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吴润达展示蒙古靴手工
制作技艺。

蒙古族马头琴手用玉制马头琴演
奏。

非遗传承人李忠强展示传统手工蒙
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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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有一
处宋代城址，其形制呈圆形。

这处宋代城址筑于一座独立
的、地势较高的山体顶部，四面环
沟。城址墙体利用原有山体结构和
黄土夯筑，保存较好。城址南有一
个明显的豁口，宽约3米，专家判
断为城门所在。城址内部整体平
坦，中间稍突起，土色泛白，地表
有兽骨、陶瓷碎片等。在墙体外侧
未发现明显的马面、瓮城等防御性
设施。城址内地表遗物以灰陶残片
为主，还有瓷片、铁器残件、马
牙、兽骨等。城门两侧发现有大量
的布纹板瓦、砖块及陶片。

考古专家根据出土文物和城址
规模等初步判断，城址年代为宋
朝，城址是附近大型城址的附属古
城，属军事城砦、边堡。

一处圆形宋代城址

□贺琳

盐业考古在我国沿海地区开
展多年，但是，我区考古人员近
期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发现
一处2000多年前战国晚期或汉代
早期的制盐手工业遗址，其制盐
工艺属于早期的“卤水煎盐”
法。这对于我国盐业考古是一个
重要补充，也有助于了解作为池
盐主要产地之一的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2000多年前盐业生产情况。

考古人员在该遗址清理出坑
井遗迹1个、盐灶遗迹4个，以及
一定数量的夹砂圜底罐残片，煎
盐过程中刮、撇出的含钙、石膏
等成分的灰白色废料渣。坑井遗
迹平面呈圆形，壁面经过简单加
工，直径约 3 米，深度超过 3.5
米。盐灶遗迹包括7个以上集中放
置的圜底罐。圜底罐口径 30-35
厘米，高约35厘米，部分罐腹残
片上保留轻微的烟熏痕迹，说明
使用时间较短。用于盐业生产的
夹砂圜底罐是这个遗址出土数量
最多的文物。

2000年前的盐业生产

□勿日汗

在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
素沙地腹地，有一座距今约 2000
年的东汉时期壁画墓。

这座壁画墓为长斜坡墓道洞
室墓，墓室四壁、侧龛及墓顶处绘
制 10余幅壁画，现存壁画面积约
30余平方米，壁画内容有出行郊
游、宴饮纵乐、山林放牧、凤携百
鸟、卷草祥瑞等。

从壁画的构图技巧上看，一般
在平整的砂岩表面先抹一层厚白
色粘性矿物质，以之为绘画地仗，
然后压平抹光，再在其表面作画。
绘画颜料有石青、石绿、土黄、赭
石、朱砂等矿物颜料。

由于没有出土文字资料，出土
遗物也极少，考古人员根据墓葬形
制和壁画内容对墓葬年代进行推
测，认为这座壁画墓下葬年代为东
汉时期。

这座东汉墓葬壁画内容丰富，
色彩艳丽，技艺娴熟，保存较好，是
东汉时期珍贵的形象资料，为进一
步研究东汉时期社会生活、丧葬习
俗、绘画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形象
资料和实物证据。

沙漠中的东汉壁画墓

在许多民间传统技艺日渐消逝
的今天，我区的民间传统技艺依然
绚丽多姿，保留着内蒙古独特的历
史文化气息，宛如颗颗散落在草原
上的明珠，熠熠闪光。

近日在各种民间传统技艺中穿
行，不禁想起了木心的诗句：“从
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对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一
生只够爱一种民间传统技艺。

民间技艺千姿百态

我区民间传统技艺风格迥异。
生动逼真、质感强烈、色彩艳丽、
高贵典雅，足以与建筑、雕塑、绘
画一起跻身于艺术殿堂，这是蒙古
族皮雕画；自然流畅、工艺精美、
风格独特、装饰性强、色彩鲜艳、
剪贴的边线明朗整洁、富有木版画
的刀木特点，这是布贴画；以金、
银、铜、锡、玉石、象牙、竹、
骨、木、角为原料，吸收蒙、藏、
苗、满等少数民族金属工艺品的造
型设计及装饰风格，以精湛的技艺
制作的富有传统特色的工艺品，这
是传统手工蒙镶技艺。

“油锤大，油锤圆，油锤伴随保
平安。锤起锤落锤头稳，捶打麻油
代代传。”这是榨麻油之前祭拜油锤
的祝词。“捶打麻油已传承700余
年，寄托了思乡之情和家的味道。”
卧式榨油法工艺传承人王浩说。

“民间技艺不仅是历史留给我
们的遗产，也应该是当代留给未来
的遗产。”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原
会长谭德睿说。

截至2016年底，内蒙古非遗
六级名录体系基本形成。蒙古族长
调民歌、呼麦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区有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9项，自治区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99项（扩展项
目71项），盟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190项，旗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312项，乡镇苏木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59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7名，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674名，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104名，旗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732名。2017年，第六批非遗项
目统计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

携手“一带一路”

悠扬深沉的马头琴声在耳边飘

荡，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骏马，仿
佛就在眼前。伴随着悠长舒缓、意
境开阔、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
性的蒙古族长调，“一带一路”呼
和浩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振
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图书馆开幕。

此次研讨会旨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思想，努力实现我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发展相融相
通。

会场外时不时传来咚咚的敲
击声，循声而去，只见男女老少
围着一位身着黄色蒙古袍、脚穿
黑色蒙古靴的匠人，他左手抓着
牛筋，右手舞动着木槌，牛筋在
木槌的击打下逐渐散开，变成了
一根根丝线。“将牛筋砸成丝线
状，再粘到弓胎上，才能使弓箭
更加牢固。”匠人边砸边向围观的
群众介绍制作技艺。

这位匠人就是蒙古族传统牛
角弓制作技艺传承人诺敏。上世
纪9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与牛角弓结缘，从此立志传承保
护该项技艺。经过20余年的不懈
努力，蒙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
艺于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诺敏被选为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传承并创造性转化

“内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曾
面临消逝的窘境。有些珍贵的民间
传统技艺仅仅是单纯的手艺，只是
一个空壳。”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与
科技认知研究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科
技史研究院教师董杰说。经过各方
努力，我区有的民间传统技艺已经
创造性转化，一些民间传统技艺已
经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

我区在保护传承民间传统技艺
的过程中，结合特色乡土文化、田
园风貌等自然优势，科学编制了民
间传统技艺发展与保护规划，力求

“一村一品”，达到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目标。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常善
村的卧式榨油法工艺，以及蒙古族
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鄂伦春族传
统工艺品等都是非遗项目。古老的
卧式榨油法工艺，给周边1974位
农牧民带来实惠，年产捶打麻油
1.5万斤，产品供不应求。蒙古族
传统弓箭列入全国民运会及自治区

民运会比赛项目，成为内蒙古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的正规课程。弓箭制作直接带动相
关旅游业增收。鄂伦春族兽皮制作
技艺传承人满古梅帮扶12户贫困
户脱贫。

保护与创新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区设置专项资金用
于非遗保护工作。深入四川、贵
州、江苏、浙江，以及内蒙古呼伦
贝尔、阿拉善等地调研，启动非遗
立法工作。设立了东乌珠穆沁旗、
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等13
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面
积约43万平方公里，并举办全区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培训班，推动
整体性保护。与蒙古国建立协作机
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
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关于联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协议》等。利
用“文化遗产日”“草原文化遗产
日”及传统民俗节日，广泛开展宣
传展示活动。2015年全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一周内接待120多个
团体及观众21万人次。启动“千
校万户”计划，与近百所民族学校
签订合作协议，给予资金支持。开
展“双百保护”工程，对处于濒危
状态的 100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和
100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
护，实施内蒙古文化艺术长廊建设
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技艺技能抢救项目。在全区进
行地毯式非遗普查工作，在此基础
上建立非遗档案资料室、数据库、
陈列室。开展《内蒙古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丛书》计划，目前多
部成果初稿已完成，理论研究成效
相当显著。

民间传统技艺传承和保护是
一项多元、长期的系统工程。84
岁的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顾问华
觉明建议：“第一，要充分认识传
统工艺创新的必要性、必然性和
艰巨性。第二，要正确处理政
府、专家、技艺人的角色定位和
相互关系，创建精确监控、精准
扶持的工作模式。第三，要锐意
创新，要和民众的现代生活相融
合，拓展传统工艺的国内外市
场。第四，建立非遗传承保护试
点并推广。”

我们每个人都担当着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任，让我们共
同努力将民间传统技艺保护和传承
不断推向深入。

自2006年起，国务院将每
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

“文化遗产日”。去年，国务院
将“文化遗产日”调整为“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凸显了国家对
文化和自然遗产工作的高度重
视。

内蒙古的文化遗产蕴含着
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
式、想象力，体现着各民族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
结晶，也是草原文明的瑰宝。内
蒙古历史悠久，有许多文化和自
然遗产藏身于民间，既有物质文
化遗产如文化遗址、古村落建筑
等，也有精湛的民间传统手工艺
和生产技艺。我区各地正在努
力实现民间传统技艺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年的全
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
际，本版带您一同领略民间传统
技艺的绚丽多姿。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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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学生演奏民族音乐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学生演奏民族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