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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通辽市科左中旗
的小呼和格勒遗址发现多件马文化相关文物。在
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滚印的马纹图案。此外，还
发现了马头骨、肋骨、肢骨等，特别是马蹄钉的发
现，被专家推测为国内发现的最早使用马蹄铁的
实物证据。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蒙古马精神，不仅赋予内蒙古各族儿女强大
的精神力量，也是我国各族儿女干事创业的强
大精神力量。小呼和格勒遗址的年代为东汉至
西晋时期，为鲜卑早期遗存。上世纪，距此仅几
公里的六家子鲜卑墓地曾出土马纹金牌饰等。
而内蒙古发现最早关于马的记录，是新石器时
代的赤峰市林西县沙窝子遗址和包头市转龙藏
遗址，石刻上出现了最早的策马者。反映北方
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的岩画中，还
出现了马被用于表演的马术形象。

对于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历代各族人
民来说，马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鲜卑是我国北
方历史上的一个主要民族，活跃于两汉魏晋至北
朝时期。鲜卑沿着大兴安岭走廊一路西行并建
立了北魏王朝，对我国的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
献。小呼和格勒遗址出土陶器的纹饰内容反映
了鲜卑人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特点，其中有多种不
同姿态的马纹图案，或万马奔腾，或漫步草地，或
以马为主的复合图案等，还发现有毡帐及太阳纹
的图案，表现了鲜卑人游牧生活的场景。

人与马相依相伴，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马文化。人类在与马的朝夕相处过程中，陆续发
明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骑乘和挽车的器具，统称
马具。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匈奴时期发现的马具
主要有马衔、马镳、马銮、马饰等，但国内以前尚
未发现鲜卑之前使用马蹄铁的实物证据。小呼
和格勒遗址出土的马蹄钉是与马蹄铁配合使用
的一种物品，说明鲜卑早期已开始使用马蹄铁
了。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院专家推测，此遗址出土的马蹄钉很可能是迄
今国内发现最早的使用马蹄铁的实物证据。

马蹄铁，我国民间将其称为马掌，是钉在
马蹄上的铁制蹄形物，主要是为了保护马蹄，
延缓马蹄的磨损，增强马的效率，提升马的耐
力，还使马蹄更坚实地抓牢地面，对骑乘和驾
车都很有利。钉马蹄铁需要全面了解马蹄的
骨骼和结构，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项难度
很高的技术工作。马蹄铁的逐步改进和普遍
应用，促进了马作为牵引力和运输力作用的发
挥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马与人类形成了相
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密切关系。以反映人马关
系为内容的马文化在我国各民族携手发展的
进程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支撑
和构架。中国古代马文化包括古代先民在驯
养、役使、娱乐马的过程中积累的对马的认识、
驯养经验，在控驭马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发明
的各种工具等。马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民族精
神的象征之一。小呼和格勒遗址出土的马纹
纹饰图案及马头骨、肋骨、马蹄钉等，为新时代
马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崔树华 连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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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出土罕见马文化遗存
专家推测：
为国内最早使用马蹄铁之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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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要在
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凝聚“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力。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2021 年 3 月 5 日）

互鉴融通的
实物见证

汉风西传，居延汉简记录下农耕
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鉴融通。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代，中原与西
域的交通主干线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
路，即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
廊，经敦煌出玉门关通往西域诸国。

事实上，还有一条居延古道，作为
汉唐“塞上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交流
中 ，也 曾 发 挥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巨 大 作
用。丁勇告诉记者，居延古道以经甘
肃省高台县和金塔县通向内蒙古额济
纳旗的居延海地带为中心，东面通往
河套地区，为“东路”；南面沿弱水流域
通到甘肃河西走廊，为“南路”，南北线
路总长有上千里，是古代华夏通往漠
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
西域就曾沿着这条古道一路向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曾经的居延古道，如今已成为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伸向西部边疆的
又一条重要通道，它把内蒙古与祖国内
地紧紧相连，成为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
和共同繁荣的桥梁，它向全世界敞开中
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宽广文化胸怀，将历史的温
度、文化的温度、情感的温度、心灵的温
度传递到世界各地。

回望历史，一个时代浓缩于一个
边疆要塞，一个边疆要塞浓缩于一枚
木简。

3 万枚木简，就是一部汉代西北边
疆生活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描绘了 3
万个从前，如同复活了汉代的 3 万个
细胞，继而复活了一个时代的生命气
息。

那时的小吏与平民，仍存于尺牍，
可以阅读，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可以
在尺牍之间，看到那些被汉代大风起
兮吹拂过的生命与时光。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千年遗墨里的
时代风云

居延汉简出自汉代西北边疆要塞驻军遗址，因
而其主体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大都
是当年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丁勇向记者介绍了 1974 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遗
址发现的一份《塞上烽火品约》简册。

这是一份写在 17 枚木简上的文件，是研究汉代
烽燧制度和边塞防御系统的重要资料。这个册子
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
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在边
塞的不同部位、敌人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
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
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
正等，条例都有详细规定。

从简文中我们知道，太初三年（前 102年），汉武
帝为有效防御匈奴的南下侵扰，派徐自为在阴山北部
修筑新的长城及城障列亭，史称“外城”。汉外长城从
五原塞以北数百里之地修起，曲折向西，与强弩都尉路
博德在居延泽一带修筑的长城相连。汉外长城筑成
以后，汉武帝派兵驻守，在北边形成了郡守—都尉—候
官—部—燧等一系列完整的边防军事建制。

汉长城建立起了墙体与亭燧、城障等相结合的
较为完备的防御系统。在汉长城内外，凡适于瞭望
的地方，都设置了烽燧作为警讯之用。烽燧原始形
态一般为方锥体，现多呈圆锥体或覆钵状，最高达
10 米以上，有的在底部或附近有戍卒居住的“障”或

“坞”。城障是长城城墙的主要依托，又是军事指挥
枢纽、行政管理治所、官府手工业及屯垦农业基地，
一般选择在沿边要害及东西适中之地修筑。城障
多以夯筑土墙围就，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边长在
数十米至百米不等。

汉代边塞候望系统的职能是明烽火、谨候望、

备盗贼，以确保沿边的安全和军情的传递。戍守者
平时居高远望候视敌情。白天举旗燃草升烟叫

“烽”或者“烽烟”；夜间点燃柴草升火叫“燧”或者
“燧火”。只要有一处烽燧烟火升腾，相邻烽燧便以
同样方式点放，彼此呼应，讯息在短时间内便可传
至千里。

共有 36 枚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
事》简册，因为记录了一件两千年前的经济纠纷案
件，成为居延汉简最知名的简册。

根据简上的内容，我们试着将其还原成一个故事：
寇恩，这起官告民经济诉讼往事中的被告，一介

中原河南流民，拖家带口，沿弱水遁入居延。粟君，官
告民经济诉讼案中的原告，甲渠候官，在权利的刀刃上
行走多年。

建武三年（公元34年），甲渠候官粟君向居延县起
诉该县居民寇恩欠债不还。二人因雇佣关系中账目
不清、口头约定没有履行等互相扯皮。这起诉讼案经
过都乡、居延县的审理后，结论是寇恩不欠粟君的债，
并如实上报给甲渠候官，而甲渠候官将简册通通存档，
并标其卷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则案件完整反映了东汉初年从诉讼到审讯
再到结案的整个司法程序。粟君虽为甲渠候官，但
他并没有倚仗权势上门逼债，而是通过法律程序来
解决问题。这说明当时法律及司法制度已较为完
备。同时，此案件的民事主体双方居于平等位置，
草民寇恩敢于和甲渠候粟君这样的官吏打官司，居
延县也让当事人根据对方的起诉或答辩提供各自
的证词，由此可以看出，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已经有
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

意义非凡的
汉代文献

1930 年，由中国、瑞典、德国、丹
麦等国人员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
掘出土汉代简牍 1.4 万余枚，震惊世
界。居延汉简从此成为考古界耀眼的
名字，风云激荡、色彩斑斓的汉代西北
边疆，也由此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1972 年至 1976 年，中国考古界
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 4 年的集中
考察，共发掘出土汉简 2 万余枚，其他
文物 2300 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
一个面积不足 6 平方米的房舍遗址
内，就发现近 900 枚木简，其中有约
40 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
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
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
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
新简。

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
次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
一件大事”。

此后，内蒙古考古所在 1999 年、
2000 年、2002 年 3 年间又在居延地区
进行了发掘，获得汉简 500 余枚，其中
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
纳汉简命名之。

“居延汉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
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
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
要文献资料，最早是汉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 102 年），最晚是汉灵帝建宁
三年（公元 169 年），时间跨度达 270
多年，堪称当时西北边疆军政生活的
百科全书。”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
勇告诉记者。

已发现的 3 万余枚居延汉简，大
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如记载
政策和重要事件的文书、官吏任命书、
追捕罪犯的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
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等，还有
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
术》《卷颉篇》等，以及一些医简，反映
了汉代的科技文化水平。有的简册可
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
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
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
不明之处作诠释，成为《史记》《汉书》
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科技、哲学、民族以及日常生活等，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
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试图解决
北部边区安全问题，发动了对匈奴的
一 系 列 战 争 ，大 大 削 弱 了 匈 奴 的 实
力。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及漠北
之 战 ，匈 奴 主 力 退 出 河 套 及 以 西 一
带。河南之战及漠北之战后，西汉兵
锋直指漠北匈奴单于庭，所控地域北
界已经达到蒙古高原中部。汉朝在弱
水黑河两岸建城池、筑长城、修塞障，
戍边屯田。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
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
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

然而，不要说汉代在西北边疆如
何驻军防卫，有多少烽燧、多少兵马，

《史记》《汉书》没有告诉我们，甚至连
“河西四郡”究竟是哪四郡，各是何时
设立，都无从知晓。

而 居 延 汉 简 ，为 我 们 描 绘 出 一
个 司 马 迁、班 固 也 未 曾 告 诉 过 我 们
的汉代。

居延汉简：
记录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
互鉴融通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居延地区发现的

《塞上烽火品约

》

简网编绳照

（居延汉简

）

居延遗址出土简牍

纸张问世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主要载
体。

古人将文字写在削成长条形并磨光的竹片、
木片上，用丝、麻等编制成册，称其为简。牍多为
木质，与简不同之处是加宽好几倍，呈长方形，故
又叫作“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医方、
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

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作为
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

所取代。
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居延汉简。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在汉代名为

居延泽，魏晋时被称为西海，唐代起被称为居延
海。这里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
北的重要通道。

在华夏民族浩瀚灿烂的辉煌历史上，居延
海、居延城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河西走廊
的必经之道，作为边防要塞，这里历来都是兵家
必争之地。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宋代

的西夏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扬鞭策马，南
征北战，留下自己的辉煌篇章。

居延汉简，这些穿越两千年而来的木片，看
似不起眼，但模糊的文字，却隐藏着大量信息。
那隶意十足的斑斑墨迹中，记录下一个多民族共
同繁荣发展的大一统时代。

作为汉之遗墨、国之瑰宝，居延汉简是长城
边塞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与殷墟甲骨文、敦煌
遗书、故宫大库档案并称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
的四大发现。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内蒙古各族
儿女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
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三个离不
开”思想深深扎根于我区各族群众心中，凝聚我区
各族群众“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内蒙古日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征文活动。

一 .征文主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讲述各个

历史时期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
融，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我
区各族儿女的崭新风貌，抒发对党、对国家、对中华民
族的真情实感，鼓舞激励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开拓进
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
蒙古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二 .征文要求
1. 作品内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激励各族各界各行各业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 征文活动 2021 年 12 月底截止。集体和
个人均可参与，作品数量不限。

3. 体裁形式不限，消息、通讯等新闻作品，
新闻图片，纪录片，短视频，H5 等均可，文字稿
件字数限于 1200 字以内。

三 .投稿方式
请将征文作品电子版发送至《内蒙古日报》（汉

文报）家园版邮箱：nmgrbjyb@126.com。邮件注
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文”，作品注明
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等。

四 .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活动共设置一等奖5名，二等奖10

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若干。征文活动评选结
束后为获奖者发放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

五 .刊发媒体
应征作品择优在内蒙古日报社草原 APP

和《内蒙古日报》（汉文报）家园版“同心共筑中
国梦”栏目同步播发。

内蒙古日报社
2021 年 3 月 30 日

征文启事

居延遗址出土简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