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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鹿棋，是勤劳、勇敢的鄂温克族人在
漫长的狩猎生活中，流传下来的体育项目。
这一项目在鄂温克民族地区流传久远，具有
广泛的民间基础，深受鄂温克人民的喜爱，
特别适合一家几口人或几个家庭集中起来
进行游戏和比赛。围鹿棋不单是一项纯粹
的棋类项目，也是鄂温克族人不断累积优秀
文化的一种表现。

围鹿棋起源于一个美丽的故事。很早
以前，有一个鄂温克族狩猎部落，他们在野
生动物丰富的广阔林海之中，依靠着勤劳果
敢的猎手与忠诚机敏的猎犬，过着幸福的狩
猎生活。一年夏天，猎长阿贵达带领部落十
几名猎手和猎犬在深山密林中狩猎，游猎数
日未见猎物。一日清晨，他们在山坳中，突
然发现了两只似牛非马的野兽。猎长立即
组织猎手们带领猎犬悄悄围猎。结果，那两
只野兽飞快地逃出了猎手们的围猎圈，跑向
远处。阿贵达迅速召集猎手们再次围猎，那
两只野兽又纵身冲散了猎犬，再次逃出了猎
手们的围猎圈。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手艾·
莫根说：“从我们这两次围猎失败的经验来
看，那两只野兽跑得快、跳得远。我们不动
脑筋是捉不到这两只野兽的，它们走的路径
和足迹有规律可寻，应该利用这里山势地形
的特点，想办法立围障、设陷阱、下套子、拉
地弓，再从外围向里围赶，一定会捉到那两
只野兽。”于是，猎手们慢慢从外围向里围
赶。果然，一只野兽钻进了套子里，另一只
落入陷阱中。猎手们皆大欢喜，就在阿贵达
下令准备宰杀这两只野兽之际，突然，在对
面山峰上的云雾中出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大喝：“大山林中的孩子们，手下留
情！这两只神鹿在此已等候你们多时，就看
你们有没有智慧捉到它们，你们果然不负上
天所望。希望你们带回去精心驯养繁殖，它
们会给你们带来幸福和吉样。”从此，这个部
落开始驯养繁殖这两只鹿，部落的鹿群不断
发展，从此部落的人们过上了安康富裕的生
活。部落后人为了纪念这些勤劳、勇敢、智
慧的猎手们，将这个故事逐步演化为鄂温克
人喜爱的体育智力游戏项目——围鹿棋，并
在长期娱乐游戏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围鹿
棋的团结合作，拼搏奋进、克服困难、争取胜
利的精神来教育子孙后代。

2007 年，围鹿棋获批成为自治区级非
遗项目，韩景军被授予自治区级围鹿棋代表
性传承人称号。韩景军说，在他小的时候就
非常喜欢围鹿棋这个项目，而如今，这一民
族体育项目却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普及、推
广围鹿棋，对促进青少年儿童的智力开发、
团结协作、创新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过多年的挖掘、搜集、整理和教学实
践，围鹿棋已形成为具有固定棋盘、棋子、比
赛形式、规则和程序的现代体育项目，已普
及到旗县的中小学校课程当中。

近日，韩景军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传
习围鹿棋文化，并参与举办了内蒙古师范大
学首届围鹿棋比赛，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
评。韩景军坚信，围鹿棋凝结了鄂温克民族
的勤劳与勇敢、智慧与创意，是鄂温克这块
沃土上盛开出的绚丽花朵，必将走出森林、
走出草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民
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之一。

围鹿棋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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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象棋，是蒙古族在长期的
征战和游牧生活中形成的最具代
表性的棋类游戏，是蒙古族传统体
育项目，也是民族智慧的象征，而
棋子本身也是精巧的民族手工艺
制品。

仿自然造型

第一次看到蒙古象棋，就被它
有趣的造型所吸引，人、狮子、狗、
骆驼、马，还有勒勒车，所有的一切
都整齐地排列在一个 64 格的棋盘
上，这棋盘仿佛是一片“浓缩的草
原”，博弈之间，一个个生命在棋盘
上跳跃着⋯⋯

蒙古象棋的棋子造型形式主
要有两种：仿实物造型和符号化造
型。

仿实物造型是以生活中的实
物作为对象，将喜爱的形象寓意雕
刻成型，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表现形
式。模仿的实物主要有动物、人
物、车马等，体现了仿自然的艺术
创作过程。

符号化造型则是通过符号化
的形状来呈现，如车的造型多通过
篷车、法轮、车轮、塔状物等来表
现，狮子以圆锥造型表现，这与国
际象棋的表现形式大致相同。

包头市达茂旗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蒙古象棋雕刻》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巴音孟克说：“模仿自然，
并不是真正去刻画自然的表面形
式，而是体会自然的精神，然后将
自己的精神、情绪、意志贯注到棋
子的雕刻当中。”将雕刻品精神化，
也是蒙古象棋成为艺术品的重要
原因之一。

蒙古象棋有 32 颗棋子，双方
各为 16 颗，棋子有 6 种造型。达茂
旗蒙古象棋将其制作为将、狮子、
骆驼、马、狗以及牛拉的勒勒车，它
们形象逼真，手法生动精巧，一排
排蒙古象棋，仿佛被赋予生命一

般，将你带入辽阔的草原，流连草
原之中，感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情
怀。

将，蒙古语称为诺颜，有坐姿
端杯、骑马、骑骆驼、坐抬轿等多种
形式，坐姿形象与富有祖先崇拜色
彩的元上都石人像雕刻形式十分
相似。博日斯，是诺颜的守护神，
蒙古语意为虎、狮子，它们是凶猛、
权力的象征。狗是猎人们最为忠
诚的伙伴，对主人忠实可靠且具有
一定杀伤力，制作者将其拟化为
兵。

巴音孟克介绍：“在内蒙古地
区，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造型特
点。代表‘兵’的棋子，在达茂旗是
以本地的土狗为原型进行雕刻，而
阿拉善盟主要是骆驼造型，锡林郭
勒盟多为牛、马造型。”

此外，由于各地区所处自然环
境不同，所生长的动植物不同，制
作蒙古象棋的材料及造型创作也
会有所差异。这些棋子造型倾注
了人与动物、自然的特殊感情，充
满了草原人民的生活情感。

国际化玩法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棋制
十分相似，事实上它们同属一种棋
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二者
所处地域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发展成为国际象棋和蒙古象棋两
种。”巴音孟克说。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之间的
主要区别在于：蒙古象棋雕刻形式
保留有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国际象
棋雕刻形式则是理性思维的概念
化，更多地表现出文化变迁的痕
迹，棋盘上的“王后”显露了这一特
征。

此外，蒙古象棋的诺颜和国际
象棋的王不同，蒙古象棋的诺颜是
将军，而不是国王。蒙古象棋的博
日斯与国际象棋的皇后、蒙古象棋
的勒勒车与国际象棋的车、蒙古象
棋的马与国际象棋的骑士都是相
对应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蒙古象棋的棋盘是由颜色深
浅 交 替 排 列 的 64 个 小 方 格 组 成
的，与国际象棋的棋盘一模一样。
浅色的叫白格，深色的叫黑格，棋
子也分白黑两种，共 32 颗，双方各
有一王、一帅、双车、双象、双马和 8
个小兵。不同的是，蒙古象棋把象
刻成骆驼，把兵刻成猎狗的形象，
增添了草原游牧生活的气氛和特
色。在民间，玩蒙古象棋仍然是古
波斯的走法，这也是国际象棋的原
始走法。

说起蒙古象棋的玩法，也有不
少讲究。棋子要摆在棋盘方格内，
下棋时，执白棋者先走，然后黑棋
走，双方轮流走棋。如果走到的格
子里有对方棋子占着，就要把对方

的棋子拿掉，称为“吃子”。
蒙古象棋各个棋子的走法都

不相同。将，每次走的格数不限，
直、横、斜都可以走；骆驼，只能走
斜线，可以走到斜线上任意一个
格；马，可走到它所处位置最为临
近的格子之一；车，只能走直线或
横线，格数不限；兵，只能向前走，
不能后退。

在蒙古族民间口头传承艺术
作品中经常会提到蒙古象棋，蒙古
长调歌曲中也时常出现关于它的
描述。由于训练和娱乐的需要，蒙
古象棋在古代蒙古士兵中也颇为
流行，后在民间流传，很多妇女和
儿童都以此对弈为乐，人们称蒙古
象棋为“文体活动之首”。

竞技中传承

生动的造型、简单的玩法，蒙
古象棋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块瑰
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如今，蒙古象棋已是草原盛世
那达慕大会的常规比赛项目，也时
常作为民族手工艺品参加展览，内
蒙古蒙古象棋协会每年都会举办
多场大大小小的比赛，喜欢蒙古象
棋的人也越来越多。

巴音孟克常会把自己雕刻的
象棋作品拿出来，供选手们比赛时
使用，也会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获
奖的小选手，以资鼓励。他也喜欢
下蒙古象棋，搜集蒙古象棋类的书
籍，像蒙古文编写的《蒙古象棋的
下法》，就是他常看的书。他说，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把这一民族文化
更好地传承下去。

与众多雕塑作品一样，蒙古象

棋以实用为前提出现在人们的生
活中，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
变，它的审美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
识，从而具备了艺术品的特质。

“从蒙古象棋的材质来看，有
石头、骨头、木头、玉、玛瑙、铜等，
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木质雕刻。从
蒙古象棋的雕刻手法来看，蒙古象
棋继承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圆雕、
浮雕、线刻相结合的特点，简洁、凝
练地体现在每个棋子当中。”巴音
孟克说，蒙古象棋的纹样也表现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文化特
征，无论是动物纹，还是植物纹，都
反 映 出 了 蒙 古 族 独 特 的 审 美 趣
味。将动物毛发图案化处理是雕
刻本身装饰的一大特点，这些纹样
为原本单调、缺乏艺术性的雕刻增
添不少色彩，逐渐形成了粗犷质朴
的北方风格。

无论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
值，蒙古象棋都散发着新时代的独
特魅力。它包含的不仅仅是简单
的娱乐游戏，而更多地反映了蒙古
族生活的文化哲理。除了描绘出
草原游牧生活的场景，蒙古象棋还
把北方民族的经济、军事、文化等
元素展示在了博弈舞台上，绘声绘
色，活灵活现。正是如此单纯的艺
术再现，成就了蒙古象棋永不衰退
的历史传奇。

“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蒙
古族先民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与现
实社会紧密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
性、民族性的艺术作品，丰富蒙古
象棋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欣赏
到蒙古象棋的独特魅力。”巴音孟
克坚定地说。

蒙古象棋是世界上较古老的博弈游戏之一，蒙古语称为“沙塔拉”，亦写为“喜塔
尔”，它是自古代就流行起来的一个棋种，其造型蕴含蒙古族文化元素，玩法具有中西合
璧的特点。

蒙古象棋历经传承流变，每一颗棋子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不仅反映出蒙古族的
雕刻工艺，也展现出蒙古族的审美取向，雕刻内容和造型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棋类文化
媒介，蒙古象棋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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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获得蒙古象棋国家级
比赛少儿组第三名，巴
音孟克（左）赠与朵兰一
套 亲 手 雕 刻 的 蒙 古 象
棋。 （资料图）

达茂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蒙古象棋雕刻

》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巴音孟克

。

巴音孟克雕刻的蒙古象
棋，棋子为椴木，桌子由桦木
和松木雕刻而成，矿物质颜料
上色，镶嵌天然玛瑙石，高 30
公分，宽 55 公分。

围鹿棋图示。 （资料图）

蒙古象棋棋子蒙古象棋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