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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数千年前，伴随着清脆的马蹄
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留下了一件
件珍贵的马纹饰牌。

在出土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飞马
纹鎏金铜饰牌上，一匹飞马，昂首扬
尾，双目向天，鼻上有角，角端向后，
肩部展开双翅，四蹄腾空，双翼伸
展，作腾飞之状；在出土于科尔沁草
原的双马纹金饰牌上，双马胸部相
连，头部向背，颈部长伸，鬣鬃竖起，
呈挣扎欲起之状；在出土于鄂尔多
斯草原的双马咬斗纹青铜饰牌上，
两匹骏马咬斗正酣，仿佛一蹙便跃
出饰牌，奔向广袤的草原。

在美丽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文
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较多春秋战国
时期、汉代的马纹饰牌，是我国古代
北方游牧民族佩戴的饰品之一，是
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遗存之一。其
文化内涵丰富、草原特色鲜明。饰
牌上马的形象非常生动，有很强的
艺术表现力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考
古发掘的古代马纹饰牌为研究草原
马文化、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草原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资料。

游牧民族特有的饰品

饰牌是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等
古代游牧民族佩戴在服装、腰带或马
具上的装饰物，其中马纹饰牌是游牧
民族特有的一种饰品。其材质多为
鎏金铜、金、青铜等，形状有长方形、
圆角长方形、半圆形、马蹄形等，图案
多采用透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方法，纹
饰以写实为主，马或伫立、或俯卧、或
蹲踞、或咬斗，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

据有关专家介绍，春秋时期，马
的形象就出现在饰牌上。出土于乌
兰察布市凉城县的一件春秋时期虎
咬马纹铜饰牌，长 9.2 厘米，宽 4.6－
5.7 厘米，正面图案为透雕，一只虎
呈立状，张口咬住马的颈部，小马作
跪卧状，头向后转，身体微屈，四肢
蜷曲于腹下；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
的一件春秋时期马形金饰牌，长 4.6
厘米，宽 4.5 厘米，马呈蹲踞状，回首
竖耳，圆目成孔。饰牌正面凸起，背
部有两个桥形穿钮。其制作精巧，
马的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草原先
民对马的热爱和崇敬。

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陆
续出土了雕有马形象的饰牌。内蒙
古博物院珍藏的东汉双马形金饰
牌，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小坝子滩，由
黄金铸造而成。饰牌上有一大一小
两匹马，小马立于大马背上，寓意母
子平安。两匹马神态恬然安详，造
型栩栩如生。还有一件汉代双马纹
金饰牌，出土于巴林左旗南杨家营
子，母马屈膝卧地，神态自若，马驹
卧于母马背上，头部鬃毛束成团花
状。据专家介绍，此类风格的饰牌
曾在欧亚大陆草原上十分流行，说
明在历史长河中草原游牧文化和艺
术相互交流与融合。

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一套两件
汉代飞马纹鎏金铜饰牌，出土于扎
赉诺尔鲜卑墓群，长 10.4 厘米，宽
6.5 厘米。饰牌浮雕展着双翅的飞
马。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从今
大兴安岭北部南迁时，“山高谷深，
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
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
出。始居匈奴故地。”据文物考古专
家研究，此牌饰上的“神兽”飞马正
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飞马
纹饰牌在鲜卑人活动过的地区多有
出土，均呈长方形、两件为一套，是
佩戴在腰带上的饰品。

鲜卑源于东胡，公元前 1 世纪，
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森林，来到

呼伦湖畔，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1959 年至今，考古人员在扎赉诺尔
区发掘了扎赉诺尔鲜卑墓群和蘑菇
山鲜卑墓群，出土了飞马纹鎏金铜饰
牌、马形铜饰牌、马形金饰牌等。在
鲜卑一路西迁、南下的过程中，不断
与其他游牧部族融合、交流，创造了
鲜卑文化，其中马文化占有较大的份
量。史料记载鲜卑人“兵利马疾，过
于匈奴。”出土于科左中旗六家子鲜
卑墓群的双马纹金饰牌，构图对称，
生动有趣。该墓群出土的卧马纹金
饰牌、子母马纹金饰牌等，马的形象
非常生动，尤其卧马纹金饰牌上骏马
的头、耳、鬃、蹄等刻画逼真。出土于
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群的汉代双
马形铜饰牌、双马形金饰牌、马形金
饰牌等，采用透雕镂空的方法，有的
马的头部雕有圆形冠。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马纹饰
牌延续了千年，草原特色鲜明。拓
跋鲜卑经历从森林到草原的漫长历
程，迁徙对其生产方式、生活状况和
思想意识都造成巨大冲击，使他们
创造了现实和抽象相结合的马纹装
饰艺术。饰牌既有马的具体形象，
又有飞马等神化了的马形象。”盛
乐博物馆段建珺说。

文化碰撞融合的印证

在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一件
件凝固着古代游牧民族粗犷、古朴、
奔放情感的马纹青铜饰牌，既有草
原艺术特色，又有中原青铜纹饰，是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
交流和融合的印证。

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是古老游牧
民族匈奴的文化遗存，仔细观赏，青
铜饰牌上的马，造型生动，雕琢精
美，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的方法。
一件卧马纹饰牌上的马跪卧在草地
上 ，尾 巴 下 垂 ，回 首 张 望 ，怡 然 自
得。另一件卧马纹饰牌上的马跪卧
在草地上，尾巴下垂，回头眼睛朝下
张望，嘴巴微张，呈惊恐状。马站立
纹饰牌较多，可见这种马纹饰牌被
古代游牧民族广泛使用。双马纹饰
牌上的骏马在草原上激烈撕咬，形
神逼真。三马纹、四马纹饰牌上的
马或对称分布、或依次排列。人骑
马纹饰牌上的马体魄强健、四肢有
力，体现了马在游牧民族生产生活
中的重要性。

雕琢精细的蜷缩马纹饰牌颇引
人注目，饰牌呈圆形，一匹马蜷缩着
身体，头和尾部相连，饰牌外围有一
圈卷曲装饰纹。值得一提的是，饰
牌上马脸的两侧表现在一个画面
上，以鼻子为中界线，两边对称有马
眼、马耳。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样的表现手法在古代中原青铜器
饕餮纹中最为常用，古代游牧民族
制作的青铜饰牌借鉴、吸收了中原
青铜艺术。博物馆内几件双马纹饰
牌构图对称紧密，雕刻细腻，既展示
了草原民族风情，又体现了中国传
统的对称美学思想。其中一件饰牌
上两匹马的尾部相连、马首相对，还
有一件牌饰上两匹马的脖子交叉相
连，马首各朝向一边。在一件双马
与兽首纹饰牌中，两匹马上下对称
分布，均为跪卧姿势，在两匹马的马
背上均雕有兽首纹，类似中原青铜
器的饕餮纹。

“马纹青铜饰牌印刻着的中原
青铜文化的鲜明符号，表现出与欧
亚草原青铜文化相一致的特性，是
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进一步
挖掘、保护和研究。”内蒙古文物学
会王大方说。

（图片分别由扎赉诺尔博物馆、
盛乐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
提供）

与马
结缘

□文/图 本报记者 长河

带着翅膀的红马，风旋电
掣的骏马，四蹄腾空的飞马，闻
风而动的白马⋯⋯在温志良老
人珍藏的数百张商标、年画、剪
纸、会标中，马的形象刚健、高
昂、饱满。

温 志 良 老 人 已 过 古 稀 之
年。1962 年他考入内蒙古农牧
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
专业后，与马结缘。“那时，学院
的教学牧场有一匹金栗色的蒙
古马，体魄强健，胸宽鬃长，体
毛发亮，平素观赏其雄姿，了解
其习性。在学校潜心学习畜牧
专业知识。走进草原深处，对
马的耐力、外貌、体形等进行科
学鉴定。蒙古马具有极强的耐
力 和 适 应 性 ，是 牧 民 的‘ 义
畜’。在与马的接触中，逐渐对
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蒙古马
的忍耐、忠诚的秉性也逐渐融
入了我的精神世界。”温志良
老人说。

“1968 年，我在内蒙古大黑
河种畜繁殖场工作时，有幸成
为 100 匹内蒙古三河马的畜牧
技术员，期间选种培育了一匹
三河马种公马。三河马在呼伦
贝尔草原拥有上百年的驯养历
史。三河马以外貌俊秀、体格
结实、结构匀称、具有良好的持
久力而著称，外形比蒙古马高
大，体毛主要为骝毛和栗毛。”
温志良老人说。

上世纪 60 年代，温志良老
人开始收集以马形象为主的商
标、年画、剪纸等。在他家里，
记者看到了几枚被塑封的老商
标，上面的马或脚踏祥云、或身
姿矫健、或神采俊逸。“有的商
家已不复存在，他们以马的形
象设计的商标留存至今，非常
珍贵。”温志良老人说。马是
美好吉祥的象征，马的形象常
被绘于年画中。欣赏温志良老
人收藏 1987 年出版的《内蒙古
年画》，蒙古马的造型优美、线
条流畅、精细圆润。

半个世纪的时间，温志良
老人关注、搜集与马文化有关
的作品。“温志良先生商标、证
件及个人物品收藏展”曾在内
蒙古博物院展出，受到参观者
的好评。

“让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
马文化。骏马矫健的风姿在商
标、年画、剪纸中的得到很好的
展示，对传承蒙古马文化具有
一定的意义。这些与马有关的
作品，烙着不同年代印记，可成
为研究马文化的资料。”温志良
老人说。

牵马
陶俑

陶俑是我国古代雕
塑艺术的瑰宝。内蒙古
考古发掘的历代陶俑，
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其
中出土于呼和浩特市的
北魏牵马陶俑，为古代
彩绘陶塑珍品。这件陶
俑造型雄健朴拙，俑高
19.5 厘米、马长 30 厘米，
俑头戴风帽，身穿窄袖
长衣，腰束带，足穿靴，
手作持缰状。马俯首直
立，形体健壮，四肢短而
有力，马背披甲备鞍，鞍
系马镫，脖上挂铃。陶
马装饰华丽，应是北魏
贵族的坐骑。 （欣荣）

马 纹 饰 牌 ，
为我国古代北方
游牧民族佩戴的
饰 品 之 一 ，是 草
原游牧文化的重
要遗存之一。几
厘米见方的马纹
饰 牌 ，凝 聚 着 古
老民族对马的情
感 和 崇 敬 ，印 刻
着中原青铜文化
的 鲜 明 符 号 ，表
现出与欧亚草原
青铜文化相一致
的 特 性 ，是 极 其
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

——编者 纹饰牌里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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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荣耀

□
本报记者

阿荣

拾翠

卧马纹银饰牌

虎咬马纹铜饰牌

飞马纹鎏金铜饰牌

马回首金饰牌

双马纹金饰牌

双马头金饰牌

双马咬斗纹青铜饰牌

马纹金饰牌

卧马形金挂饰

1987 年出版的《内蒙古年画》

剪纸作品《骏马奔腾》

老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