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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无处不飞歌。在浩如烟
海的蒙古族民歌中，科尔沁民歌
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和深厚
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受各族群众
的喜爱。发源于科尔沁草原的札
萨克图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重要
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在这片草原
传唱不息。

清末民初，著名的乌力格尔
《唐五传》《哭喜传》《殇妖传》《全
家福》《羌胡传》等传到今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并被广泛传唱，
这对札萨克图民歌内容形式的臻
于完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音居日合山位于科右前旗
巴达仍贵。民歌《白音居日合山
颂》从二十世纪初传唱至今，“山下
空旷无际的草原，吹来柔而凉爽和
煦的风，赞美白音居日合山……”
这首民歌与《白嫩查干金色世界》
《浩瀚的大海》《宫廷之歌》《色彩美》
4首民歌，是当时札萨克图各种大
型集会活动开始前必唱的民歌。

札萨克图抒情民歌饱含着人
们的美好愿望。逢年过节、亲朋
好友聚会、长辈寿辰、儿女嫁娶、
迎来送往等礼节性活动，都有众
多长调歌手、民歌爱好者到场演
唱札萨克图民歌。

《敖包祭祀歌》：“远处隐隐闪
现的，是白音居日合山峰，西边的
十三座敖包……”这是祭祀敖包
时合唱的民歌。

札萨克图民歌送亲歌《乌拉
盖温都尔》《花喜鹊》《枣红好马》
《札萨克图达古拉》，有对出嫁女
儿的训导，更多表达对出嫁女儿
的深深思念。

民歌《可爱的翠玲》：“骑上我
的小白马，马儿吃着草慢慢走，想
起可爱的翠玲，咽不下饭菜心更
愁……”表达对恋人的爱意。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爱情民歌
《宝音那森》，如怨如慕，如泣如
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一位小
伙子叫宝音那森，与草原上的美
丽姑娘桑吉德玛相爱，但桑吉德
玛父母不顾两个人的感情，将她
许配给了苏米亚。这首民歌表达
了宝音那森对桑吉德玛的爱恋。

《特布台扎拉嘎》是一位远嫁
新娘想念家乡而唱的民歌，歌中
提到的“特布台”为满族屯附近地
名。

民歌《新刷儿》为真人真事
改编创作，“要说原来的名字啊，
是叫格瓦桑布，要说起义反抗后
啊，就更名新刷儿；走南闯北征战
时，不得为难老百姓。走村入屯
宿营时，不得掠夺老百姓”。上世
纪三十年代，行侠仗义的新刷儿
被迫上山为匪，后被杀害。老百
姓感念新刷儿，传唱着《新刷儿》。

民歌《关布》不仅描写了科右
前旗北部地区的山山水水和游牧
生活，还讲述了一段纯真爱情被
无情拆散的故事。

札萨克图民歌在不同时期以
不同角度反映了蒙古民族的热情
奔放、勇敢顽强、热爱草原、崇敬
英雄的情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和草原艺术特征。但随着时间
的流逝，札萨克图民歌演唱者越
来越少。近年来一些文化工作者
和民间歌手广泛收集整理札萨克
图民歌，对濒临消失、口耳相传的
札萨克图民歌进行抢救和保留，
竭力使这个古老的艺术得到传承
和发扬，让更多的人了解札萨克
图民歌。

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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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过后，夕阳西下，在霞光的辉映下，
草原与天连成一片。驱车至苏尼特左旗探
寻洪格尔岩画和宝得尔朝鲁岩画。

洪格尔苏木淡黄色的山冈如麦浪起
伏。在这冈阜之地，岩画多刻于丘陵顶部岩
盘和一道道岩脉南侧。

洪格尔岩画群由呼和朝鲁、毕其格图、
陶恩图、托来等岩画点组成。岩画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形象逼真，洋溢着浓厚的北方
游牧民族生活气息，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艺术
风格。据专家考证，红格尔岩画群中岩画主
要为青铜时代的作品。

至洪格尔苏木西南62公里处的呼和朝
鲁岩画点，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岩石耸峙，岩
画凿刻于岩石或岩盘上。山丘间古河床遗
迹非常清晰，可见这里曾为水草丰美之地。
在山丘向阳、近水之处，留存着一顶牧民居
住过的毡帐。浏览这里的千余幅岩画，凿刻
精细，让人叹为观止，有日月、星辰、狩猎、舞
蹈、车辆、动物、各种符号等，这些岩画中最
小的仅3.5厘米。在一块长4.2米、宽1.8米
的岩石上，凿刻了近百幅岩画。动物岩画有
牛、马、羊、鹿、骆驼、狼、虎、豹、雁等。表现
游牧、狩猎、舞蹈、搏斗等场面的岩画，布局
均匀，排列有序，羊群、马群分明。在古代游
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中，狩猎具有重要地位，
因此狩猎岩画凿刻非常细致，人物形象生
动，动物神态逼真，并呈现收获情景。车辆
岩画中车轮刻画较为细致，与勒勒车基本相
似。

毕其格图岩画点距呼和朝鲁岩画点约
2.7公里，80余幅岩画分布于1.5平方千米
的岩石中，既有青铜时代创作的岩画，又有
元朝时期的作品。创作技法主要有凿刻和
划线。行走至陶恩图岩画点，这是距中蒙边
境最近的一个岩画点，在0.4平方千米的岩
石上，发现10余幅近现代岩画。托来岩画
点的100余幅岩画，主要以凿刻为主，马、羊
等动物岩画居多。

洪格尔岩画群中表现的羊、牛、马和骆
驼等动物，是这片草原优质原生态畜种，如
今，苏尼特羊、苏尼特骆驼远近闻名。

据有关专家考证，洪格尔岩画群中大多
数岩画是 4000多年前北方游牧民族创作
的。表现手法有浅浮雕、线刻和轮廓画等。
岩画虽然线条简单，但形象生动、别具特色。

从满都拉图镇向东北行170余公里至达
来苏木境内的宝德尔朝鲁。在辽阔平坦草原
上忽见怪石林立，突兀奇绝，拔地而起，形态各
异，或似骏马奔腾，或如群龟蠕动，或像雄鹰栖
息，据地质和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贝壳、海螺
化石等证明，这里是一亿两千万年前的海底世
界。宝得尔朝鲁石林附近有一条山沟，沟内榆
树成林，百鸟鸣啭，流水潺潺。这里野生动物
种类繁多，成群的黄羊在草原上奔跑。令人称
奇的是，岩石上留存着百余幅线条简洁、形态
各异的岩画，主要以凿刻、划线两种手法制
作。与岩画相伴的一条小溪涓涓不息，冬日
也是雾气弥漫，非常美丽。

考古人员在岩画附近发现 10 余座古
墓，从墓的排列及堆积物来看属于典型的石

板墓。石板墓为古代墓葬的构筑形式之一，
用石板做墓底、墓壁，并封顶。这种墓在我
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
期。

自古以来，宝得尔朝鲁就是牧人的冬营
地，牧人习惯把毡帐扎在石丛之南，以避冬
日之严寒。据当地的牧民讲，冬日这里曾经
毡房点点，炊烟袅袅，羊群戢戢，马儿嘶鸣。
宝得尔朝鲁岩画中就有表现羊群、骏马的画
面，其中马岩画最多，说明当时这片草原不
仅马的数量多，而且崇尚马、誉美马。

宝得尔朝鲁岩画凿刻在石丛的南面，由
于岩画创作时代不同，故色调相差较多，有
些岩画已漫漶不清。

分布于苏尼特左旗的古岩画，或粗犷、
或细腻、或凝重、或简练，有对事物的具体描
绘，也有把事物符号化抽象体现。这些古岩
画的发现为研究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观、思
维方式、生活习俗等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
料。有专家表示，从发现的车辆岩画看，数
千年前的这片草原，已出现或使用车辆，而
且可以制作和维修车辆，车辆主要用于游牧
转场时运输物资。

历史烟云滚滚，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水
草而迁徙，他们的生活痕迹在草原上遗留至
今，或埋于地下，或刻于岩上。这些隐没在
草原上的岩画，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艺术审
美，蕴含着深刻又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哲理，犹如草原上遗落的明珠，持续散发
着璀璨耀眼的光芒，成为后世触摸先民脉
搏、破译草原文明的密码。

随着时光流逝，岩石逐渐风化、剥落，很
多岩画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这些珍贵的文
物亟待抢救保护。

6月末，驱车穿越草原、沙地，丘陵，一
路向西北至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这
里的古岩画群、千年古榆、古河道等，是边
境特色文化旅游线上的独特景观。历经数
千年风侵雨蚀的额仁淖尔岩画，依然散发
着永恒的魅力。

“额仁淖尔岩画群由德力哈达岩画、宝
勒嘎岩画、阿门乌苏岩画、希拉哈达岩画等
组成，内容有日月、星宿、动物，以及狩猎、
驯马、舞蹈等场面，反映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的生产生活和对大自然的崇拜。”苏尼特
右旗文物保护管理局呼日勒介绍说。

沿弯曲道路，至额仁淖尔苏木的深山
沟谷探寻古岩画。在吉呼郎图嘎查恩格尔
毛敦庙以北2公里处的岩石上，看到6幅动
物岩画，其中鹿、马、狗等图案清晰完整。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确定此岩画为青铜时
代作品，被称为德力哈达岩画。山风猛烈，
站在岩石面前，触摸那深浅不一的粗砺刻
痕，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德力哈达岩
画的创作技法有凿刻、磨刻和线刻，风格粗
犷，原始质朴，颇具自然之美。”呼日勒说。

走进一条长约10公里的山谷，两侧岩
石上分布着以简单手法敲凿磨刻、图案简
约而生动的岩画。山谷周围呈现深浅不一
的绿色，绵延天际。

至阿门乌苏嘎查宝勒嘎敖包西100米
处的小石山，站在高处向西望去，一条东北
至西南方向的古河道与古岩画相伴，其源
头有一眼泉水。在小石山的长方形棕色岩
石上，惊喜地看到马岩画。岩画上7匹大
小不同的马，似在悠然食草散步。草原寂
静，碧空如洗，马匹在小石山下的草地缓慢
移动，越走越远。想象在数千年前，远处吃
草的一匹匹骏马触动牧人的心弦，于是这

位心灵手巧的牧人在身边的岩石上刻下一
幅幅形态各异的马。“该岩画是用小石块轻
轻敲打而成的新石器晚期作品。在额仁淖
尔岩画群中，马是较为常见的题材，有马与
羊、鹿等动物共存的画面，是初民畜牧生活
的形象反映。在一些动物岩画中，马的形
象较为突出。”呼日勒说。

位于阿门乌苏嘎查南面山中的阿门乌
苏岩画，有文字、动物等。沟谷北边岩石上
的文字模糊不清，南边岩石上刻有文字及
狼等动物图案。画与岩石已融为一体，依
稀可见细的花纹。有关专家初步判断此岩
画为青铜时代以后的作品。

希拉哈达岩画位于阿门乌苏嘎查的一
座小石山上，山下一眼泉水由西向东流，形
成一条宽约5米的河道。抬头仰望，半山
腰一块方形岩石上刻有文字、月亮、马、鹿
等。西边的岩石上刻着较多的图案和文
字，图案较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认。在一
块高大的岩石上，刻有半月形、方形、三角
形等，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

“‘苏尼特’为古代游牧部落的名称，苏
尼特草原以该部落在此定居而得名。从这
片草原发掘出土的古代石器、古墓、石碑、
石人、岩画等证明，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
有人类繁衍生息。额仁淖尔岩画群表现了
草原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记录了北方游
牧民族在千百年的发展中与自然和谐共存
的历史，为研究其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
化渊源、艺术审美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呼
日勒说。

在苏尼特草原，分布着许多古岩画，内
容丰富，有各种野生动物、家养牲畜，还有舞
蹈、祭祀、狩猎等画面。岩画大都形象逼真，
艺术表现手法朴实，是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里一望无际，绿草如茵，岩石裸露，
大自然的厚爱赋予它宁静如诗般的风
韵。阴山北麓的苏尼特草原，自古就是北
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那些刻在岩
石上的画，让我们穿越时空，聆听草原恒
久的脉搏和呼吸。

自然之美

凿刻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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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乌苏岩画。

宝勒嘎岩画。

德力哈达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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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格尔岩画。

骆驼岩画。

舞蹈岩画。

希拉哈达岩画。

蒙古族歌手演唱札萨克图民
歌《小白马》。

远望宝得尔朝鲁石林。

草
原

华
章

古代岩画是草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辽阔美丽的内蒙古拥
有丰富的岩画资源，有大兴安岭岩
画、赤峰岩画、锡林郭勒岩画、乌兰
察布岩画、包头岩画、鄂尔多斯岩
画、桌子山岩画、阴山岩画、阿拉善
岩画等，堪称“草原文明的神奇画
卷”。古老的岩画绵延数千公里，
是草原先民劳动、狩猎、畜牧、征
战、祭祀、繁育等的真实写照，是草
原先民推动草原文明向前的历史
轨迹，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今
日起，本版陆续推出“草原岩画探
秘”系列报道，探寻古代北方游牧
民族创作的神奇岩画，挖掘岩画背
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示草原文明
的博大恢弘。

——编者

千年古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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