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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暖手炉

初秋的大青山九峰山，沟水潺潺，淡烟微
雨，芳香弥漫。走进大山脚下的中国传统村
落——美岱桥村，历经沧桑的古官道，青砖黛瓦
的老戏台，泥墙木窗的传统民居，轻轻吟唱的辘
辘井⋯⋯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古风遗韵。

古老村落 百年官道

从一座古朴的汉白玉石门楼进入美岱桥
村，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美岱桥村因
美岱河之桥而得名。古村落形成于清乾隆年
间。清咸丰年间始建戏台和庙宇。清代归（归
绥）萨（萨拉齐）北官道在此修建。

追溯美岱桥村历史，据清乾隆七年至八年
（公元 1742 年—1743 年）清查户口资料，美岱召
属土默特右翼旗五甲吉雅图佐领。清乾隆四年

（公元 1739 年）置萨拉齐协理通判厅。据清代
《古丰识略》记载，美岱桥、美岱召和苏波盖属萨
拉齐厅东乡，同为并列的村落。

“根据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证实，数百年前，
山西的古姓和银姓人家来到美岱桥，就地取材，建
舍定居，耕种土地。随后来自山西忻州、崞县、祁
县等地的张姓、刘姓、郭姓、于姓人家，在此定居，
繁衍生息。目前美岱桥村张姓、刘姓人口较多。”
美岱桥村支部副书记张五福介绍说。

美岱桥村南，东西方向笔直而宽敞的古官道
虽然已成为柏油路，但其遗迹清晰可见。漫步古
官道，仿佛看到深深浅浅的脚印、马蹄印、车辙
印。百年来，有多少人历经了风风雨雨，颠簸在官
道上。站在古官道上向北望去，110 国道、京藏高
速公路上一辆辆车行驶而过。

官道即国家修筑的道路、大路。据《绥远通志
稿》《萨拉齐县志》记载，清代至民国时期归萨官道
的北官道经过美岱桥村古戏台北侧。据史料记
载，归萨官道有两条，一条为归萨南官道，经过归
绥西茶坊、台阁牧、毕克齐、多尔济、缸房营子、苏
波盖、高泉营、东老藏营、西老藏营，至萨拉齐东
门；另一条为归萨北官道，经过归绥西茶坊、台阁
牧、毕克齐、多尔济、呼拉格气、陶思浩、上协力气、
美岱召、美岱桥、沙兵崖、西老藏营，至萨拉齐东
门。北官道连接着广化寺、美岱召和朝阳洞等。

百年沧桑古戏台静静立于古官道南。戏台不
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几十年
前，与古官道、庙宇相伴的戏台也是锣鼓喧天，丝
竹盈耳，多少波澜壮阔、哀婉缠绵、忠孝节义的故
事在这里粉墨登场，剧情曲折委婉，演员水袖轻
舞，观众如痴似醉。

“古官道、戏台和庙宇，曾是村落的中心，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村东有石筑护村堤。庙宇向美
岱召方向有径道，为斜街。南北方向以九峰山甘
沟暗渠南北成巷。”张五福说。

老宅印记 文化传承

76 岁的呼桂花在她家的老屋里生活了几十
年。老屋为土木结构、石砌地基。屋内的风箱、炕
箱、首饰盒等散发着淡淡的古旧的味道。窗棂为

原木色，糊麻纸、饰窗花。
古民居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散发着一个

地方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美岱桥村保留了较多
的传统建筑，均以当地石材、土坯、青砖、木材为主要
建筑材料。“早期民居俱为土木结构，院落为泥墙。后
来，村民从大青山采石，房子的地基等用石头砌成，因
此村里出了许多石匠。”张五福说。

走进幽静的小巷，欣赏一座座传统民居。早
期民居主房均为土房，墙壁用土坯粘泥砌筑，墙厚
50 多厘米，墙内外及屋顶都用草泥抹平，密不通
风 。 房 体 较 矮 ，前 低 后 高 ，北 面 遮 风 ，南 面“ 出
水”。房梁、檩、椽等俱为木制。窗户糊薄麻纸为
抵风，贴有窗花，室内光线较暗。房子开间较小，
土炕与炉灶相连。

“美岱桥村的村风简朴、谨严。虽有大户，但
并无砖瓦高墙。目前村中有多处传统民居院落，
除主屋外，以仓禀、棚圈、作坊围合，形成四合围
院，大门可通马车。这些传统民居多为'5 间 3 房'
的住宅，院落较为简朴。”张五福说。

美岱桥村被誉为“蒙元文化、晋陕文化和西口
文化的重要节点。”在这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
民间传统艺术得到活态传承。在村里的文化大
院，几位村民经常表演俗称“打玩艺儿”的民间二
人台，为村民们喜闻乐见。进一步保护传承传统
坐腔、山曲、二人台牌子曲，美岱桥村在节庆、民
俗、旅游活动中，增加二人台艺术的表演；美岱桥
村流传着极其珍贵的民间鼓匠乐。鼓匠乐的乐器
有锁呐、笙、鼓、钹、锣、板等，鼓匠乐班子有 7 人左
右，各有分工；农家妇女常用彩色纸剪成花卉、人
物、鸟兽、虫鱼等图案，贴于门窗、墙壁上。有些妇
女用各色丝线刺绣和编织各种图案。

在位于美岱桥村的土右旗历史文化馆，一名
妇女用方言介绍手推磨、荷包、石磨、首饰盒等一
些老物件。这些老物件都是从村民家里收集的，
反映了当地农村生活的基本风貌和纯朴的民俗民
风。这里展示的“面人人”、剪纸、月饼模具、艾香
包等都是美岱桥村代代相传的民间传统技艺，为
村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美岱桥
村正在加强其历史文化、传统建筑、民间技艺和自
然环境的整体保护和发展。尤其依托古村落丰富
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大青山党性教育基
地。通过对传统建筑的保护，还原美岱桥村的历
史风貌，发展乡村旅游度假产业，增加村民收入。

“对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围墙、石阶、树木、山体、
水系等进行修复。对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官道进行
保护，在古官道中段原址复建美岱桥，桥边立石
碑，介绍美岱桥村历史文化。”张五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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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阿荣 张涛

悠悠土默川，漫漫黄河故道，数百
年来，流传着古老的码头调。

从美岱召镇向南行，在 400 余年历
史的毛岱村，倾听几位老人演唱节奏
欢快的码头调。在锣、鼓的伴奏下，70
岁的刘玉唱起了流行于土默川平原的
码头调《珍珠倒卷帘》：“正月里来是新
年 ，岑 彭 马 武 夺 状 元 ，岑 彭 箭 射 金 钱
眼，马武刀劈九连环⋯⋯”

“ 码头调因最初流行于商业繁盛
的水陆码头而得名。清代，码头调随

‘ 走 西 口 ’的 人 群 传 入‘ 毛 岱 官 渡 ’。
其 唱 腔 复 杂 、内 容 丰 富 ，既 可 以 一 人
演 唱 、二 人 对 唱 ，也 适 于 多 人 齐 唱 。
演唱时以锣、鼓等伴奏，很少用丝弦，
节奏性强是其主要特征。”毛岱村村
民、民俗专家刘玉介绍说。

码头调在毛岱村口口相传，如今
能 够 演 唱 码 头 调 的 村 民 均 年 过 七
旬。为保护和传承码头调，刘玉等人
搜集、整理了《绣荷包》《九九百鸟图》

《小观灯》《走西口》《阿拉奔花》等 62
首码头调。刘玉珍藏着一个录音机，
他小心翼翼从柜子里取出录音机，轻
轻 按 下 播 放 键 ，一 曲 码 头 调 传 来 ，宛
转悠扬，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演唱者
是已故民间老艺人韩元宝。1979 年，
刘 玉 开 始 搜 集 、整 理 码 头 调 ，用 录 音
机录下了几位老艺人的唱段，非常珍
贵 。“ 码 头 调 的 很 多 曲 目 随 着 老 艺 人
的去世已经失传，亟需加强保护和传
承。”刘玉说。

码头调随时随地都能演唱。走进
紧邻黄河故道的双龙镇磴口村，远远
就 听 到 文 化 大 院 里 传 来 高 亢 的 码 头
调。在锣、鼓、镲的伴奏下，村民周三
胖、李亮、赵长发唱起一首码头调《绣
荷包》，“三月梅花开，情郎哥捎信来，
左捎书右带信，要一个荷包袋⋯⋯”虽
然他们均已年过六旬，但是声音洪亮
底气足。“磴口村因紧邻黄河故道、曾
从事水运生意而得名。数百年来，码
头 调 在 这 里 传 唱 不 息 。 现 年 73 岁 的
周三胖、68 岁的李亮经常在民俗活动
中演唱码头调，受到人们的喜爱。”赵
长发说。

赵长发说，他小时候听到的码头调
有 200 多首。近几十年来，他访遍周边
村落的码头调演唱者，将口头传承的
码 头 调 用 文 字 记 录 下 来 ，其 中《绣 荷
包》《打酸枣》《画扇面》等几十首码头
调的歌词和曲谱收录在《土右旗高跷
秧歌词曲精编》中。

码头调以演唱为主，伴奏只有锣、
鼓、镲，歌词中有当地的俚语，充满泥
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气息。歌词内容十
分丰富，涉及历史事件、民俗风情、衣
食住行、婚姻家庭、爱情伦理等，为研
究土默川的民间艺术、民俗习惯、历史
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声声悠远
码头调

民国时期行走在萨拉齐古道上的驼队

古官道遗迹

古桥遗韵

百世流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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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走进乡村

﹄
系列之美岱桥村

□文

/ 图

本报记者

阿荣

古朴窗棂

村民在民俗活动中演唱码头调。

磴口村村民周三胖、李亮、赵长发
（从左至右）唱起节奏欢快的码头调。

文化，对于一个地方而言，是根，也是魂。内蒙古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不同地域有着
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民间习俗、人文古迹、自然遗产等。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并延续内蒙古乡村历史文脉，本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走进乡村”系列报道，目前已刊
发 8期。让我们继续聆听塞上高原魅力独具的古韵乡风，感悟苍茫大地源远流长的汩汩文脉。

——编者

村中的辘辘井村中的辘辘井

与古官道相伴的老戏台与古官道相伴的老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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