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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阔美丽的内蒙古，金界壕
遗址东西绵延数千公里。金界壕又
称金长城，是金朝修筑的军事防御
工程。金界壕形制别具一格，由外
壕、主墙、内壕、副墙组成。主墙筑
马面、边堡，要冲、道口筑关隘。

金界壕分为南线和北线。北线
为金早期兴建，起自内蒙古根河南
岸，向西穿越俄罗斯、蒙古国，止于
肯特山南麓，全长700余公里。南
线为金后期兴建，史称“明昌新城”，
东起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的嫩江右岸，西端止于武川县上
庙沟南的大青山，全长约 6500 公
里。这条金界壕经过化德县南部，
属于整个金界壕南线的中段。

化德县境内金界壕有 63.3 公
里，呈月牙形分布，墙体为挖堑取土
夯筑而成，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

金界壕墙体、戍堡、马面遗址清晰可
辨。

金界壕由河北省康保县芦家营
子统领地村进入化德县，起点在朝
阳镇李七卜子村东北约2公里处。
然后西行穿过张化公路，朝着西小
北大方向延伸约3.5公里，这段金界
壕遗址残高约1米，呈土垅状。此
后，金界壕遗址成直角向西偏南方
向前行 2.6 公里后至朝阳镇特布
村。特布村北金界壕遗址穿过乡间
小油路再向西行3.2公里，淹没在一
片农田中。行2.5公里后又见呈土
埂状的金界壕遗迹。向西行8公里
至朝阳镇哈拉勿素村，金界壕遗迹
依稀可见。继续西行约11公里金
界壕遗址被特步河隔断，从河床西
岸断崖处可见金界壕截面，截面呈
明显的上下层结构，上部夯层约40
厘米，呈自然土方结构，下部夯层约
15厘米，夯层坚实。

金界壕穿过特步河，在南林村

与北林村中间向西延伸约3.5公里
后至长顺镇边墙村。边墙村因金长
城而得名。据村里的老人说，50
年前，村边金界壕主墙每隔500米
就有一座望台。依金界壕遗迹继续
前行，长顺镇杨家地村的金界壕遗
址保存较好，墙体残高约1.5米。紧
邻杨家地村东的金界壕遗址内侧有
一处边堡遗址。据史料记载，边堡
一般建在金界壕内侧，间距不等。
化德县境内金界壕的内侧尚有土城
子、大湾子、大恒城，白土卜子等边
堡遗址，还有著名的向阳古城遗址，
古城墙体残高约0.5米，呈正方形。
从其形制、布局、规模、位置来看，此
城应为金长城大型边堡。

金界壕遗址延伸至五门沟村西
南后，折向西北，至陈家房村西1.5
公里处后一直北行。此段金界壕遗
址保存完好，望台、墙体遗存突兀于
草地上，非常醒目。

金界壕从此处向北延伸约8公

里，墙体东侧为边墙渠村。再向北
行就到了化德县西北边的农建村。
这段呈南北方向的金界壕遗址，如
今成了化德县、商都县的分界线。
在商都县卯都村，金界壕横亘在村
东的农田边上，耸立着一座较大的
望台。此后，金界壕再向西北延伸
至察右后旗、四子王旗、武川县，到
达终点。

化德县地处阴山之北、大漠之
南，北扼广袤草原，南接中原隘口，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地势平
坦，水草丰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金蒙战争时，化德地域曾是争夺

与戍守的前沿，从这里南行约100
公里为金国北部重镇抚州城（今张
北县境内），而抚州城一旦攻破，冲
过野狐岭，大军就可长驱直达金中
都（今北京）。因此，金界壕化德段
在整个金长城中占有重要位置。

金界壕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应
加强保护。长城保护维修应坚持原
状保护，把干预限制在保证长城安
全的程度上，严格控制各类干预措
施的实施范围和工程量，妥善保护
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
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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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收藏历
史记忆凭证和熔铸新
文 化 的 殿 堂 。 近 年
来，内蒙古的博物馆
事 业 得 到 了 很 大 发
展，在场馆建设、免费
开放、陈列展示、社会
教育、文物保护、科学
研究、文化产业、对外
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绩。各地的博物馆
经常举办形式丰富的
展览、教育普及活动
等 。 到 博 物 馆“ 打
卡”、买文创产品，已
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除了传统的收
藏、保护、研究、教育
外，博物馆的功能不
断拓展。每年的 5 月
18 日 为 国 际 博 物 馆
日，本版推出“走进博
物馆”系列报道，敬请
关注。 ——编者

锡林郭勒草原，广袤无垠，水草
丰茂。春季浅草泛黄，成群的蒙古
马，悠闲地吃草，尽情地驰荡。西南
端的镶黄旗，马文化积淀深厚，清朝
时为察哈尔八旗之一，成为“皇家牧
场”，是专门饲养战马的地方。这里
出土了元代金马鞍、清代皇家牧马
人印章等珍贵文物。这里有一座蒙
古马文化博物馆，收藏、保护并向公
众展示博大精深的马文化。

浓缩的文化记忆

位于新宝拉格镇的蒙古马文化
博物馆，是一座造型为圆柱形、顶部
呈马掌形的建筑，外墙浮雕壁画《牧
马人的四季》，古朴粗犷，生动形象。

“在蒙古族神话传说中，马掌图案能
够给人带来好运。包含美好寓意的
造型，体现对马文化发展前景的憧
憬。”蒙古马文化博物馆馆长额日登
达来说。

蒙古马文化博物馆建于 2008
年5月，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为国
家AA级旅游景区。走进博物馆，
马文化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426
件展品和文物，或朴拙或华美、或浑
穆或纤巧。蒙古马的标本，赛马、套
马、抓马、驯马、骟马、打马印、打马
鬃、挤马奶等画面，成吉思汗的两匹
骏马、八骏图、万马奔腾等内容的浮
雕壁画，给人以视觉震撼。灯箱中
图片和文字详细介绍了蒙古马的毛
色、马的各部位名称、马的牙齿、马
的步伐、马烙印、相马等。

“自古以来，蒙古族以马为伴，
积累了丰富的相马经验，总结出了
独特的相马学，分整体评价和单独
评价两大类，整体评价从马的协调
性、科属、蒙医学和血统来评价。单
独评价从马的科属、大小、各部位、
牙齿、旋毛、步伐等来评价。农学和
兽医学双博士、内蒙古农业大学芒
来教授在他主笔编撰的《蒙古人与
马——蒙古族马文化大全（蒙古文
版）》巨著中，详细分析了蒙古族相
马学的深层次内涵和发展历程，从
而系统说明了蒙古族相马学的系统
性和科学性。”额日登达来说。

灯箱中展示的1095个蒙古族传
统马烙印图案，来自民间习俗、物件
饰品、艺术造型、动植物形象、语言文
字等。“马烙印与蒙古族的牧马业管
理、社会生活、风俗礼仪、文化艺术等
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民族特色的
马烙印图案，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古老的打马印风俗礼仪在草原
上传承千年。蒙古族牧民对马烙印
爱如珍宝，平时系上哈达，放在蒙古
包的哈纳顶上。”额日登达来说。

在历史长河中，蒙古族的生产
生活与马息息相关。博物馆陈列的
马鞍、马镫、马笼头、马嚼子、马掌、
马印章、刮皮刀、骟马夹、骑马着装
等，以及有关赛马的斗智游戏、制作
马奶的用具、马的医疗器械、雕塑作
品等，让人目不暇接。其中“嘎拉哈
赛马游戏”，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在展柜里，几十颗涂了颜色的羊拐

“马面”朝上，挨个儿摆成一条长线，
表示赛马的跑道，长线的一端为起
点，另一端用羊拐垒“敖包”代表终
点。“嘎拉哈赛马游戏可两人玩，也
可多人游戏。比赛时，两人各选一
个有标记的羊拐为自己的‘赛马’，
并列于起跑线。最先到达‘敖包’者
为冠军。嘎拉哈赛马游戏能让小孩
子爱上赛马运动。”额日登达来说。

博物馆珍藏的明代《元亨疗马

集》、清代皇家牧马人印章，非常珍贵。
《元亨疗马集》是我国兽医学宝库中内容
丰富、流传较广的一部兽医经典著作，清
代至今俗称《牛马经》，系明朝喻仁、喻杰
兄弟两人所著，自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公
元1608年）梓刻以来，至今已有412年
历史。《元亨疗马集》问世后，历经后人改
编和多次翻印，公元1678年重刻时将
《元亨疗牛集》和《驼经》并入。

“清代皇家牧马人印章是清道
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道光皇
帝授予镶黄旗的印章，有174年的
历史。”额日登达来介绍说。

展厅内设有马鞍展柜，察哈尔
马鞍、苏尼特马鞍、阿巴嘎马鞍、乌
珠穆沁马鞍、鄂尔多斯马鞍、阿拉善
马鞍、乌拉特马鞍、哲里木马鞍等，
各具特色，十分精美。在蒙古族马
鞍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地
区为特点的马鞍。

展厅中陈列的元代浮雕卧鹿海
棠缠枝牡丹纹金马鞍，虽为复制品，
但雕琢十分精细。1988年，元代金
马鞍出土于镶黄旗乌兰沟古墓葬。
马鞍鞍体包镶黄金饰片，边缘有钉
孔，有的钉孔内有银钉残片。前鞍桥
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框内浮雕卧
鹿纹，框外以牡丹纹装饰。后鞍桥主
体图案为忍冬纹。前鞍翅主体图案
为缠枝牡丹纹，边饰莲瓣及草叶纹。
后鞍翅饰卷草、栉齿及莲瓣纹。此组
马鞍饰具，均用捶揲工艺制成，继承
了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工
艺，现由内蒙古博物院珍藏。

注重社会教育功能

在博物馆里聆听展品背后的故
事，体验马鞍的制作过程，观赏马文
化遗存……蒙古马文化博物馆免费
开放 12年来，经常举办展览与活
动，现已接待国内外观众10余万人
次。“让更多的人通过具有民族特色
的活动，了解蒙古马文化博物馆。
近年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各嘎查布
展，展出博物馆展品、马文化图像资
料，举办‘基层与民族文化同行’等
活动，让广大牧民更好地了解了蒙
古马文化博物馆，丰富了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额日登达来说。

“挖掘馆藏资源文化内涵，向观
众讲好展品背后的故事，是近年蒙
古马文化博物馆探索的方向。同时
调动博物馆利用馆藏资源开发文创
产品的积极性。”额日登达来说。

《博物馆条例》于 2015年 3月
施行。根据条例，博物馆“是指以教
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
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
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
记的非营利组织。”在博物馆的三大
功能中，教育功能被置顶。近年蒙
古马文化博物馆常举办面向中小学
生的活动，有手工制作马鞍、雕塑艺
术欣赏等，学生们乐在其中。

蒙古马文化博物馆对追溯民族
历史、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
游、体现地方特色文化等，具有深远
的意义。“近年镶黄旗对蒙古马文化
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包括外墙
维修、浮雕壁画更新、展柜装饰、陈
列布置、补充展品等，不断促进博物
馆规范化，法制化、正规化、专业化
建设，更加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观
众通过参观了解蒙古马文化历史，
欣赏与马相关的艺术，会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额日登达
来说。

草原的宽广容纳万马奔腾，骏
马以聪灵忠实结伴人类进程，蒙古
族与蒙古马相依为伴，创造了蒙古
马文化。体态俊美、步伐矫健、性格
聪灵、意志坚韧的蒙古马与人和自
然完美结合，和谐共存，奏出生命与
生态的自然旋律。“欢迎人们来到蒙
古马文化博物馆，这里可以直观、深
刻地领悟‘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
蒙古马精神。”额日登达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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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色浓郁的展厅民族特色浓郁的展厅。。

11文化文化 ■邮箱：arongnmg@126.com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