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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

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

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

“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

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 年 9 月 27 日)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去年底，演员印小天和佟丽娅共舞《站在草原
望北京》的一段舞蹈视频，在短视频平台热搜榜火
了，获得 441 万人点赞，15.2 万评论，3 万转发。

视频中，印小天表情夸张、纵情跳起《站在草原
望北京》经典动作“展望舞”的模样，让网友直呼“上
头”。佟丽娅则穿着黑色的上衣和裤子，光着脚开
心地舞动着，两人一前一后配合默契、跳得十分喜
庆。印小天还在评论区评价佟丽娅“最后那个碎肩
太好看了！”

要说 2020 年最火的歌曲，这首《站在草原望北
京》一定位列其中。在去年以来全民抗疫和人民至
上理念的贯彻下，爱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总能引发人
们的共鸣。

除了印小天和佟丽娅，潘长江、马伊琍、保剑锋
等其他演员也都演绎过这首中国梦歌曲。

凭借宽广舒展、又极富节奏感的旋律和朗朗上
口、又充满正能量的歌词，《站在草原望北京》成为
新一代广场舞的必点曲目，让年轻人都爱唱、爱跳、
爱秀，更让中国梦题材歌曲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甚至引爆了全民跟跳热潮。不仅内蒙古人在
跳，全国的观众也都跟随着“瓦蓝蓝的天上飞雄鹰，
我在高岗眺望北京⋯⋯”的曲调跳起豪迈的“展望
舞”，草原、长城、雪地、公园、商场、马路、操场、停车
场、健身房、办公楼、家中等各种各样的场景，都可
以成为展露情怀的舞台，人们都在借用这首歌来表
达自己的心声。在短视频平台，“站在草原望北京”
的话题播放量达到 21.9 亿，累计播放量超过 40
亿。一位小学生在课后随意跳的《站在草原望北
京》的舞蹈也收获了 300 多万点赞。

此外，《站在草原望北京》还成为许多中小学以
及幼儿园新的课间操音乐，大学生们则为它“开发”
了许多个不同风格版本的舞蹈，用充满活力和正能
量的歌舞来展现他们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

《站在草原望北京》由邱国栋作词、张天赋作
曲、乌兰图雅演唱，发行于 2012 年。一位是山东大
汉、一位是东北小伙、一位是蒙古族姑娘，不同民族
的艺术创作者表达了相同的爱国深情。

该曲目 2014 年入选中宣部“中国梦”优秀歌
曲，2018 年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飘过四十
年》改革开放 40 年来具有代表性的 40 首歌曲，
2019 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曲 100 首》。

“绿波波的草场骏马行，我在草原歌唱北京。
谁的眼睛略过了风景，迎风高唱五星红旗。我站在
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国泰安宁⋯⋯”聆听这首歌，
一幅草原儿女歌唱祖国、描摹新时代的画卷在眼前
徐徐展开，歌声中有祖国北疆的广袤草原、有新时
代草原儿女的勤劳智慧和豪情壮志，更有中华儿女
对祖国的脉脉深情。

“在文艺大繁荣的背景下，优秀的草原歌曲、
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有很多，只有带着新时代的气
息，能代表草原儿女新风貌，代表新时代草原儿
女心声的歌曲，才能得到人们的喜爱与传唱。新
时代最绚丽的色彩莫过于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奋
斗圆梦。”乌兰图雅告诉记者，她来自科尔沁草原
上的美丽小城阿尔山，小时候第一次在课本上看
到天安门和北京的图片，就被深深地吸引了，那
时 候 起 便 在 幼 小 的 心 灵 里 种 下 了 对 首 都 的 向
往。“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站在草原望北京》词曲
的时候，内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又想起了当初
那个小小的阿尔山姑娘站在草原上遥望北京的
画面，遥望那梦寐以求的地方，也遥望着自己报
效祖国的梦想。”

乌兰图雅坦言：“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唱的都
是我的向往和热爱，每次唱起，都会有一种民族自
豪感油然而生，国泰安宁、国家富强不仅仅是草原
儿女的向往，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向往！”

从《站在草原望北京》，到《点赞新时代》《锦绣
小康》，再到《天南地北唱中华》《中华民族一家亲》

《中国心》⋯⋯乌兰图雅的这些歌曲，都是用歌声来
讲述最美中国故事，用音乐来传递诚挚爱国热情。

不知不觉中，《站在草原望北京》已经传唱了近
10 年，在这近 10 年的传唱中，我们的祖国果真如歌
中所期待，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
族也成为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爱国爆款
《站在草原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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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非凡的思

想集中爆发，融古纳今、兼收并蓄的文化洪流奔
涌向前，民族的历史在时间的洗礼和相互间的
碰撞融合中慢慢走向成熟。

古老而又神奇的内蒙古大地，草原广袤，河
流众多，大兴安岭、大青山与贺兰山横亘环绕东
西。这里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
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演进的主要区域。春
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既有中原王朝设置
的郡县、建造的长城，又有北方游牧民族跃马扬
鞭、逐水草而迁徙的行国遗痕。以中原农耕民
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和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代表
的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

在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中，陈列
着一件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舞人与兽纹铺首衔
环耳青铜壶。极具中原特色的蟠螭纹与游牧文
明意象胡人舞蹈纹融汇于一体，再运用代表农
耕文明的先进青铜器铸造技艺、雕刻技艺，共同
呈现在壶身之上，既是先民们对文化审美追求
的体现，又是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融
合与交流的见证。

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是迄今为止在内蒙
古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胡人舞蹈纹青铜壶，它
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尽
管壶身历经岁月沧桑显现出斑驳的蓝绿色，但
那遥远而又清晰的文明光芒，一直照耀到今天。

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人类思
想迎来一次大发展，四大古文明在同一时期迎来思想的
大爆发，伟大的思想家集中涌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
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命题和伦理原则，缔造了不
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
时代”。

与此同时，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老子、孔子、墨子、庄
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百家争鸣、群星璀璨。许多质朴而
深邃的见解，逐渐生根发芽、蓬勃律动，他们站在中国思
想的原点，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中国两千年。这些思想，如同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
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注入了长久的自信
与从容。

上世纪 70 年代，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出
土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子乡前得胜村，它圆润温
和的身型正是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思想的体现。

乌兰察布 市 凉 城 县 位 于 内 蒙 古 南 部 ，东 邻 丰 镇

市，西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赛罕区相接，南与山
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右玉县相望，北与卓资县交界。

“此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中原华夏农耕民族与新
兴的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碰撞期，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
中，凉城县岱海地区东周墓群的研究发现存在中原农
业民族和北方畜牧民族共生共存的现象。”丁勇告诉
记者。

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
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
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
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与 中 原 华 夏 民 族 的 碰 撞 交 流 融
合，也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
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今天，这种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了各族儿女的血
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方之民 共有天下

互鉴融通 兼收并蓄

我 国 著 名 历 史 学 家 翦 伯 赞 在《先 秦
史》中 曾 有 如 下 论 述 ：“ 纹 饰 是 青 铜 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其 纹 样 的 装 饰 变 化 不 仅
对 研 究 审 美 观 念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而
且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展 现 出 当 时 社 会 的 普 遍
意 识 。”

舞 人 与 兽 纹 铺 首 衔 环 耳 青 铜 壶 器 身
通 体 装 饰 呈 带 状 分 布 的 浅 浮 雕 ，从 头 部
向 下 有 五 条 纹 饰 带 ，将 器 身 等 分 ，每 两 条
纹 饰 带 间 装 饰 蟠 螭 纹 。 肩 部 纹 饰 带 中 图
案 为 6 位 胡 人 舞 者 和 蟠 螭 纹 相 间 隔 ，虽
然 年 代 久 远 ，但 是 身 着 胡 服 短 袍 的 胡 人
依 然 面 目 清 晰 ，舞 蹈 动 作 依 然 形 象 生 动 ，
具 有 独 特 的 写 实 风 格 。

蟠 螭 纹 是 中 国 青 铜 器 传 统 装 饰 纹 样
的 一 种 ，与 龙 纹 较 为 接 近 ，具 有 典 型 的 中
原 特 色 。 蟠 有 互 相 缠 绕 重 叠 的 意 思 ，螭
是 传 说 中 的 一 种 没 有 角 的 龙 ，张 口 、卷
尾、蟠 屈 。 有 的 作 二 方 连 续 排 列 ，有 的 构
成 四 方 连 续 纹 样 ，在 青 铜 器 表 面 组 成 繁
密 的 图 案 。

“ 胡 人 舞 蹈 纹 与 抽 象 的 蟠 螭 纹 图 案
融汇于一体，共 同 雕 刻 于 舞 人 与 兽 纹 铺 首
衔 环 耳 青 铜 壶 之 上 ，不 仅 体 现 了 先 民 们
高 超 的 艺 术 审 美 ，还 反 映 了 北 方 地 区 与
中 原 地 区 文 化 因 素 的 融 合 与 交 流 。”丁 勇
说 。

如 同 所 有 意 味 深 长 的 器 物 那 样 ，舞
人 与 兽 纹 铺 首 衔 环 耳 青 铜 壶 安 静 地 停 留
在 了 时 间 深 处 ，默 默 记 录 着 中 华 文 化 的
发 展 印 记 。

中 华 文 化 之 所 以 如 此 精 彩 纷 呈 、博
大 精 深 ，就 在 于 它 兼 收 并 蓄 的 包 容 特
性 。 展 开 历 史 长 卷 ，春 秋 五 霸 、战 国 七
雄 ，齐 鲁 文 化 、燕 赵 文 化 、秦 晋 文 化 、荆
楚 文 化 、吴 越 文 化 、巴 蜀 文 化 ⋯⋯ 风 起 云
涌 中 多 元 文 化 激 烈 碰 撞 ，兼 容 并 包 ，各 民
族 文 化 交 相 辉 映、互 鉴 融 通 ，中 华 文 化 历
久 弥 新 ，这 是 今 天 我 们 强 大 文 化 自 信 的
根 源 。

城彼朔方 碰撞融合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来自《诗经·小雅·出车》的
句子，记录了中原政权对古代内蒙古地区的有效管理。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春秋战国时期，蒙
古高原是我国北方各族从事畜牧、狩猎以及农业生产
的场所，活动在今内蒙古境内的北方各族主要有林胡、
楼烦、东胡和匈奴。此时，中原诸侯国中史称“战国七
雄”中的燕、赵、秦三国由东到西与其相接。他们相互
之间时有冲突，你来我往，争夺土地和人口。最终，这
三国将其辖境扩展到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筑长
城，置郡县。

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大幕就此拉开，各民族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

随着冲突和纷争一并带到草原上来的，还有铸造
青铜器的先进技艺、高超的雕刻工艺以及中原的文化，
北方的游牧文明也南下流入中原，一些游牧文明意象
便出现在了青铜器上。生活在祖国北疆的先民们对这
些精致的青铜器爱不释手，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
铜壶就这样出现了。

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以度量，文化韵味却
无边。

也许就是在一场握手言和的欢宴上，胡人和汉人
携手共舞，围成一个圈，中间篝火正旺，青铜壶里酒香
四溢⋯⋯他们开心舞蹈的动作被定格在这个青铜壶
上，成为历史文化长卷中弥足珍贵的一帧，即使他们早
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青铜壶却将他们翩翩起舞的神
采永远铭刻。

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是国家一级文物，
高 26.3 厘米，腹径 16.5 厘米。壶口稍外侈，溜肩，鼓腹，
圈足。肩部饰两只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耳，兽面的兽
角向上弯曲呈英文字母 C 形，大大的眼睛凝视前方，鼻
子镂空作钮，衔接大圆环。

青铜壶在中国古代是盛酒器，始见于商代中期，流
行于西周至汉代，在《诗经·大雅·韩奕》中记载有“显父
饯之，清酒百壶”。

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
的时代。往日的战马嘶鸣，早已无从寻觅；欢宴的热闹
场景，也已隐匿不见，只有我们脚下的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辽阔国土，是各民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
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
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珍品
□本报记者 院秀琴

乌兰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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