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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西湖”
哈素海
□张继龙

哈素海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西部，被称为海的
哈素海实际上是湖泊。东距呼和
浩特市区60公里，西距包头市80
公里，水域面积30平方公里，平
均水深2米左右，是土默特左旗
集农田灌溉、水产养殖、观光旅游
为一体的水资源圣地。

传说中的哈素海形成故事传
奇而悲壮。在很早以前，哈素海
是一个不大的水潭，潭水清澈，潭
边居住着勤劳勇敢的人们。他们
当中有两个青年，一个叫哈力图，
一个叫素克，两人亲如兄弟。有
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个叫雄牯的
人。雄牯称他在潭边不慎将一只
碗掉在潭里，想进潭中把碗捞上
来。随后，哈力图和素克在潭边
帮助雄牯捞出了一个盛着半碗清
水的碧玉大碗。雄牯带着碗走
后，潭水渐渐开始枯竭。哈力图
和素克知道上了盗宝人的当，俩
人骑上雪蹄追风马追上了雄牯，
叫他立即交出那只碗。雄牯冷笑
着说：“这碗是聚宝盆，放进东西
便永远取之不尽，现在碗里有水，
一打碎，这里就成了湖海，我们三
人都活不了。你们要是放了我，
我可以给你们许多金银珠宝。”哈
力图和素克不为所动，坚持要回
玉碗，放入水潭中。雄牯想逃跑，
被哈力图一箭射中，临死前，雄牯
摔破了碧玉碗。于是，平地下陷，
激浪涛天，这里变成了一片汪
洋。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两位英
雄，便把这个湖叫做哈素海。

哈素海的故事也许只是编撰
或整理的传说，在史书中，哈素海
名字的由来有据可考。

在 1859年成书的呼和浩特
第一部地方志《古丰识略》和
1861年在《古丰识略》基础上增
订重修的《归绥识略》中，都把哈
素村记为“阿素”。

从那以后，“阿素”的称呼逐
渐消失，“拉素”成为周边广大地
区人们对哈素村的唯一称呼。分
析“拉素”的称呼，应是因哈素村
周边广大地区汉族都使用晋北方
言，把“阿素”的“阿”音发成了

“拉”音而成。在哈素海进行旅游
开发后，也正因为它被周边人们
口头称为“拉素”，被官方记为“哈
素”，人们认为它的原称是“哈拉
乌素”。其中“哈拉”为蒙古语

“黑”，“乌素”为“水”，“哈拉乌素”
译成汉语是“黑水”的意思。哈拉
乌素的第一个音节和最后一个音
节加上“海”，正好是“哈素海”。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由曾
经的“阿苏特、阿素、哈素、拉素”
村耕地和牧场演变而来的哈素
海，从1960年稳定蓄水、1976年
放养鱼苗到1986年发展旅游业
以来，现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
湿地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景区有蒙元文化主题大门、长达
24华里的环湖公路、圣主广场、
草原部落、呼和敖包、敕勒歌景
区、温泉、戏水乐园、荷花钓岛、天
鹅湖、野鸭湾等旅游景点。

春天的哈素海，雪融冰化，是
迁徙候鸟的驿站，有野鸭、灰鹤、
天鹅、黑鹳、长脚鹬、红嘴鸥、白
鹭、鹗、白头鹞、灰北隼等鸟类
110多种。它们在湿地、湖面上
捕食、追逐、嬉戏、飞翔。有的在
这里补充营养停留休息，继续向
北迁徒；有的则在这里安家落户
繁衍生息。哈素海现有草、鲤、武
昌鱼、鲶鱼、青鱼、鲫鱼等十几个
品种。

夏秋季的哈素海碧波荡漾，
湖内芦苇丛生，岸边凉亭水榭柳
绿成荫，碧水青山相映成辉。居
留繁衍生息的鸟类在芦苇丛中啼
鸣，在湖面起舞，恣意飞翔。人们
可以开车沿环湖公路观赏湖光山
色；或在湖中乘坐快艇、画舫，体
验水上乐趣。赏荷花、看野鸭、观
飞鸟、泡温泉，走马草原、敖包相
会。

冬季的哈素海，芦苇金黄，茫
茫白雪覆盖着湖面的冰层，苍凉
而壮美。芦苇丛中的鸟鸣和不时
飞出的越冬水鸟，给寒冬的哈素
海带来活力。每年哈素海都会举
办风筝节、冰雪节等各类活动，为
来哈素海观景的人们增添更多的
快乐体验。

蒙古族爱马、饰马，以拥有骏马雕鞍为荣。他
们用昂贵的材料制作马鞍，通过精美的图案表达
平安与吉祥的愿望。

相互关联的马具系统

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陶克
图白乙拉被批准为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鞍的手工制作技
艺受到重视，也印证了马鞍的每一个配件都意义
非凡。

马鞍具及相关辅助用具，构建起相互关联的
整体马具系统。主要包括鞍鞒、鞍屉、鞍垫、鞍韂、
镫磨、鞍花、稍绳、马镫、马绊、马鞭等。即使是很
小的配件，也都无比精致，造型均有不同。

鞍鞒在整个马鞍的装饰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代表了马鞍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体现了主人的
审美品味和价值观念。蒙古族十分重视鞍鞒的装
饰，根据鞍鞒部位装饰材料面积的大小，分为前后
鞍鞒整体装饰的马鞍、局部装饰的马鞍、完全不装
饰的马鞍三种类型。鞍鞒边的材质有金、银、铜、
铁、骨、角等。讲究的马鞍多采用双鞒装饰，体现
主人的尊贵地位。内蒙古大学民俗博物馆中收藏
的两个马鞍，就是采用双鞍鞒边装饰。

马鞍下边靠马背的地方，称为鞍屉。鞍屉的
作用是保护马背，它是羊毛或者驼毛做成的垫子，
用皮革或帆布缝包起来。鞍屉要做成同马脊梁自
然接触的样式，这样制作的鞍屉固定稳当、吸收汗
水、减轻重量，同时起到保暖的作用。

鞍垫用鞍花固定在马鞍上，制作材料大多为
手擀羊毛毡、灯芯绒、栽绒毯子、熟牛皮等。鞍垫
的造型各异，有长方形、正方形，还有异形的，做成
鞍座脊梁的大小直接压在马鞍的中间。

马镫由镫绳和镫盘组成，镫绳穿在前鞍鞒后
面、鞍板前面的孔里，人们可以根据腿的长短，随
时调整马镫。马镫的种类包括直柄横穿型马镫、
壶镫、T 形柄金属马镫和 8字形马镫等。

鞍韂是马鞍的重要部件之一，它的作用是防
止马蹬碰伤马身两侧，也防止马身上的汗水弄脏
骑手的衣物。远古时的马鞍和鞍韂是一体的，后
来鞍和韂才逐渐分开。

鞍花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装饰的作用，另一个
是固定鞍垫的作用。 鞍花种类繁多、造型各异，
有圆形、花瓣形、菱形等等。蒙古族尚圆，圆形象
征团结、团聚、充实、饱满，所以鞍花造型以圆形运
用居多。

鞍花在韂上的排列遵循一定的规律，排列方
式各有不同。有的一个大鞍花在中央，其它几个
小鞍花排列成圆形围绕在大鞍花的四周，空白的
地方配有云纹加以装饰；有的中间1个大鞍花，周
边围绕3个小鞍花；有的以同样大小的5个鞍花围
成一个圆形，象征团结。

天人合一的装饰法则

蒙古族马鞍能让人产生艺术的美感，是因为
在数千年的使用与欣赏过程中，积淀了游牧民族
形式美的大成。马鞍配件上的图案、纹样，注意对

称、均衡、和谐、节奏等原理，使马鞍不仅具有实用
价值，同时也具备了审美的价值。

马鞍常用的色彩是牧人的吉祥五色：红色、蓝
色、绿色、银（白）色、金（黄）色。这些颜色给蒙古
族带来许多美好的启示。如蓝色象征长生天、永
恒、包罗万象；红色象征永恒之火、幸福和胜利；白
色象征吉祥、圣洁、真诚。

马鞍在装饰色彩上注意色彩的明度对比、纯
度对比、冷暖对比和面积对比，这4种对比是马鞍
装饰色彩的基本规律。

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大师庞大伟说：“马鞍上的
一切都蕴含着文化，小到一粒鞍花都有自己的故
事。”

蒙古族热爱大自然，因此喜欢用生活中看到
的植物和动物做成素材和范本来装饰马鞍。马鞍
的装饰图案受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与萨满教的影响。根据其表现手法的不同，马鞍

上的装饰纹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植物纹样有石榴花纹、桃花纹、山丹纹、杏花

纹、梅纹、缠枝纹、牡丹纹、海棠纹、叶形纹、花瓣
纹、草纹、团花纹、兰花纹、荷花花枝、竹纹等等；

石榴、佛手、桃寓意多子、多寿、多福。莲花有
“花中君子”之称，象征高洁、自爱，它的各部位都
有吉祥的意义。“莲”为连理；“荷”为和合之意；藕
为双数，即成双成对；莲蓬象征多多生子；

动物纹样包括蝙蝠纹、鹿纹、龙纹、鹰纹、蝴蝶
纹、蛇纹、马纹、狮子纹、虎纹、鱼鳞纹、凤纹、羊纹、
鸟文、鹤纹、骆驼纹、喜鹊纹、饕餮纹、犀角纹、鸳鸯
纹等等；

蝙蝠的吉祥图案运用很多，若干蝙蝠在云中
飞翔意为“天赐五福”，蝙蝠衔双钱与寿桃或寿字
意思为“福寿双全”。鹿与禄同音，寓意长寿、福
禄；

略显抽象的几何纹样也不是幻想出来的，它
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对自然形象的摹拟和物象的
升华与抽象，比如蒙古包的图形、车轮的旋转、河
中曲折的激浪、蓝天上的云朵、田野中盛开的花朵
等，都是牧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实践中观察和凝
练的结晶。如圆形纹、回纹、弧线纹、点纹、波线
纹、环形纹、折线纹、涡旋纹、半圆纹、斜线纹、拐子
纹、弹簧纹、心形纹、橄榄形、弓形纹等。

除了这几种常见纹样，还有吉祥纹样、组合纹
样、宗教纹样、器物纹样等等。

“马鞍上的每一个配饰都有独特的图案，高
级又精致，每次看都有新的感触，其中的很多图
案、纹样可以在现代社会使用。”庞大伟说。

遗存马鞍的收藏研究

马鞍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的漫长发展过
程。自汉唐以来，马鞍的形制和装饰始终处在一
个高端的发展水平，遗留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各
具特色功能的马鞍，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
聪明才智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力。

遗留马鞍之精美，如成吉思汗陵供奉的成吉
思汗马鞍，前后鞍鞒均包金饰片，绘有双龙戏珠
纹。又如1988年出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
旗乌兰沟的“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马鞍”，鞍体外面
包黄金饰片，重达130克，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
框内雕刻鹿纹，框内外以牡丹花卉纹装饰。

马鞍的造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相似之处，
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类似褥垫的东
西，这就是马鞍的雏形——匈奴马鞍。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的马鞍
简单低矮，前后鞍鞒尚未出现。在随后的两晋南
北朝时期，鲜卑东胡支族出现了前后鞒凸起的马
鞍，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向上高翘，完全限制了骑
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
契丹鞍鞒宽、座宽且前后鞍鞒较高，后鞍鞒略低于
前鞍鞒，纹饰由古朴发展到繁复华贵。

隋唐时期突厥马鞍的形状也有了新的变化，
称之为“后鞍鞒倾斜鞍”。这样的样式方便骑乘者
上下，是马鞍发展的又一大进步。元朝是中国北

方游牧民族政治文化发展的顶峰，其马鞍汲取了
契丹鞍、中亚鞍和阿拉伯鞍的精华，马鞍种类繁
多、造型各异。出现了后鞒较低的战马鞍和前后
鞒平缓的生活马鞍。明代马鞍做工简单，装饰很
少，俗称简式马鞍。清代的马鞍装饰华丽，做工精
细，分类多样，分别有坐鞍、驮鞍、喇嘛鞍和喜鞍，
而且清朝还出现材质多样的马鞍，如景泰蓝马鞍
（又称珐琅）、鎏金马鞍、漆器马鞍等等。

据内蒙古博物院工作人员郑承燕介绍，历史
遗留下来的马鞍最富盛名的当属契丹鞍，在当时
被称为“天下第一鞍”。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
展厅就有一架契丹鞍，这架马鞍是通辽市奈曼旗
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文物，镶嵌近百个和
田玉配饰，精美无比。

除了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大学民俗博物馆、
巴林右旗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等地收藏马鞍，
还有一些精美的马鞍珍藏于王殿和等个人收藏者
手中。

庞大伟就是个人收藏者中的一位。他研究马
鞍近20年，收藏的马鞍多达800架，马鞍配件上
千件。

“游牧民族没有丰富的墓穴遗存作支持，马鞍
的制作技术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很多东西说不清
楚，因此马鞍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各类马鞍收藏作
为依据，物质基础的积累一定要有。”庞大伟坦言。

长期以来，考古界的专业人员、博物馆研究人
员、蒙古族马鞍的传承匠人、马鞍个人收藏爱好者
们对马鞍的探索和研究从未间断。

马鞍是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关注与研究蒙古族鞍马文化，就是对内蒙古民族
文化资源最大程度的保护。

“那是一只雕花的马鞍，在草原上世代相传。”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草原歌曲《雕花的马鞍》，歌曲借马鞍反映出马背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也颂扬了蒙古族坦荡、豪爽的性格和勤劳、勇敢的美德。
世代相传的马鞍，孕育了民族的骄傲，也编织出草原人民理想的花环，这些都体现在马鞍的装饰上。
马鞍的“雕花”不只是花，而是吉祥图案的总称。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自然，也来源于游牧生活。每一个配件、每一个花纹都有其装饰的法则和文化

内涵，透露出蒙古族的生活哲理和审美观念。
马鞍上栩栩如生的动物、生机盎然的植物、符号化的图案有着强大的文化魅力，吸引人们走进它的雕花世界。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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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铜马镫】

【彩绘（整木雕）大官座】

【螺钿镶嵌虬角鱼骨官鞍】

【螺钿镶嵌红木官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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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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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丝珐琅大包公主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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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公主鞍】

【柏木彩绘双龙戏珠走马鞍】

【铁镂空镀金官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