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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见证】

□杨开昌

现在的河套仅指巴彦淖尔
市俗称后套的平原地区。该地
区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
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阵地。这
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引黄河
水灌溉，是多民族、多省份群众
共同繁衍生息之地，聚居着蒙、
汉 、回 、满 、达 斡 尔 等 多 个 民
族。该区域主要的语言交流形
式有后套话、蒙古语和汉语普
通话。

后套话，具有明显的晋语
特征，被归为晋语。河套地区
很 多 蒙 古 族 同 胞 除 了 蒙 古 语
外，还会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我国民族语学界的资深专
家戴庆厦先生认为，语言接触
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
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
的语言接触关系，是语言融合
的现象。一般认为，语言接触
有三种类型，其一为目的语影
响母语；其二为母语影响目的
语；其三为两种语言相互影响。

河套地区属于第三种，尤
其汉族群众与蒙古族群众在长
期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语言
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比如，蒙
古族群众在使用母语交谈时，
一些汉语词汇会随时出现，比
如，暖壶、箱子、盒子、饮料、红
薯、电话、电脑、馒头等，表意清
晰，切换自如。

蒙古语的语言特征和表达
习惯通常主语在前、谓语在宾
语之后。比如，挂吊瓶这个短
语，蒙古族群众直接从汉语里
借过来用，但是会说成吊瓶挂。

在词汇方面，也有大量蒙
古语词汇进入后套话系统，比
如，巴彦淖尔（富饶的湖泊）、乌
梁素（生长红柳的）海、圐圙（院
子、场地）、呼啦盖（贼、小偷）、
活倒肚（肚子）、叨啦（闲聊、聊
天）等。再如，蒙古语称为哈日
莫格或哈尔马格的灌木白刺，
借 入 后 套 话 中 就 变 成 了 哈 木
儿，这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语言
习惯进行了改造。

语言互鉴的事实促进了语
言融合，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
一的思想认识，为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
族交流和沟通感情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载体。

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推广与
普及，各族群众降低了交流障
碍，提高了生活便利性，同时也
启发了思维，拓宽了思路和视
野，日益满足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各民族群众
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
程中，语用心理趋向相同化，增
加了语言的认同感。

再拿河套地区来说，其因
水而兴，因水而富，聚居于此的
各族人民都有择水而居的生活
习惯、爱水护水的行为准则，更
有利用水资源勤劳、诚实劳动
的美好品格。各族群众对水文
化的认同，折射出各民族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文化
的共性越多，语言和文化认同
感也会逐渐增强，民族认同感
就越强。

河套地区各种语言形式的
接触与融合，充分证明各族群
众在长期实践和不断交往中，
相互借鉴、相互欣赏、相互促
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愈加深厚。

（作者系河套学院外国语
言文学系教师）

后套话：见证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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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在内蒙古博物院“交融的魅力”展厅中，展示着
一件元代的青铜器——献三皇庙双兽耳铜簠（fǔ）祭
器。在众多的珍贵文物中，这件青铜器也许并不起
眼，但是，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见证了一位女性为
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作出的重要贡献。

这位女性就是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有着特殊地
位的女收藏家——“皇姊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

为 持 续 推 进 我 国
博 物 馆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近日国家文物局等
9 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
博 物 馆 改 革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到 2035
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
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
馆社会功能更加完善，
基 本 建 成 世 界 博 物 馆
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
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1683 年，牛津大学
阿 斯 莫 林 博 物 馆 向 公
众开放，标志着现代博
物 馆 的 诞 生 。 博 物 馆
发展至今，其功能性在
收 藏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新 增 了 教 育 。 博 物 馆
作 为 我 国 公 共 文 化 服
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大功能中，收藏是
基础和前提，研究是手
段和过程，教育是目的
和 结 果 。 “ 一 个 博 物
馆 就 是 一 所 大 学 校 ”。
以 博 物 馆 为 窗 口 和 媒
介，能实现研究成果从
专 业 小 众 向 普 通 大 众
的 转 化 ，坚 定 文 化 自
信、传承中华文明，进而实现文明互
鉴，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教育
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博物馆强国建设
的核心要义之一。

构建集群聚落，搭建博物馆教育
的知识体系。近年，国内各城市新建
博物馆数量剧增。如何在博物馆数量
大增的过程中，实现博物馆传播知识
体系的多元、互补，是实现博物馆 2035
发展目标亟待探讨的问题。从全民教
育的角度出发，博物馆建设应该涵盖
社会人文学科（美术类、非遗类、考古
遗址类、综合类）、自然科学（科技类、
自然历史类）。同时，结合城市文化资
源（文物遗址、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农
业遗产、红色资源、名人故居）与自然
资源，深挖城市文化基因，合理布局，
构建知识体系完备、亮点突出博物馆
群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群对
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大众教育的基础
上，逐渐实现分众教育。

策划原创展览，突出博物馆教育
的知识内涵。博物馆作为收藏、保护
和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见证物
的机构，以其实证性、全面性成为非
学历教育的核心。从展览内容上来
说，作为学历教育的补充和深化，博
物馆教育应突出展览个性，避免主题
单 一 、思 路 僵 化 ，区 分 知 识 广 度 、深
度。通史展应避免以展品简单串联；
科技馆展示内容应来源于课本，但高
于课本；要做好基础知识的普及，如
考古、近现代艺术类展览，等等。

从展览形式上来说，随着技术的
发展，以数字手段为支撑的“沉浸式”

“体验式”“参与式”“交互式”网上博物
馆日益增多，提高了展览的趣味性。
但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们难免会
对数字博物馆产生“疲劳”。数字手
段对展览内涵深化要求较高，容易造
成内容泛化。从发挥教育功能、传播
知识出发，博物馆在利用数字技术的
基础上，也不能忘记了实物展览内涵
的筹划和提升，在兼备文化和教育功
能的同时，也能突出寓教于乐的属性。

推进多维协同，拓宽博物馆教育
的实施手段。现有博物馆教育功能
的发挥，通常以展览为核心，辅助以
讲座、讲解等形式。新近出现的博物
馆研学，也存在“游”“学”割裂、资源
供需结构矛盾、各方主体磨合不够等
问题。可以深度贯彻馆校合作，针对
不同学龄，开发和推广兼具知识性、
趣味性、体验性的系列博物馆研学课
程。在多次实践教学的基础上，评估
研学效果，完善课程内容、改进研学
方式，并以此汇编出版教案，将课程
向更大范围推广。同时，在文旅融合
的大背景下，适当引进市场机制，推
广非学历教育研学，形成体制与市场
双轨运行，满足多元、定制化需求，实
现博物馆教育向深度转变。

（转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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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哥剌吉，汉译为“狮子”，她可
不是一般的公主，在元代诸公主中地
位非常显赫。

她生于 1283 年，是元世祖忽必
烈的曾孙女、元武宗之妹、元仁宗之
姐、元文宗之姑。

而她的母亲、元顺宗后答己是元
代第一位被追封的太皇太后，来自强
大的弘吉剌部落。

1307 年，24 岁的祥哥剌吉公主
从大都北京嫁到塞外草原，丈夫是弘
吉剌部首领的儿子琱阿不刺。此后，
她的哥哥武宗封她为“皇妹鲁国大长
公主”，封妹婿为鲁王；之后，她的弟

弟仁宗改封她为“皇姊鲁国大长公
主”；文宗既是她的侄子，又是她的女
婿，封她为“皇姑大长公主”。此外，
她还屡受厚赐，仅文宗时有史料记载
的，就有钞7万锭之多。

元朝统治者推行汉法，尊崇儒
学。元武宗时，孔子被加封为“大成
至圣文宣王”。祥哥剌吉才识过人，
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是元朝上层
人士中推崇汉文化的代表人物。

祥哥剌吉 28岁时，丈夫去世，她
没有按照蒙元“收继婚”的制度再嫁
给弘吉剌部其他贵族，而是如同一个
汉族女子一样，为夫守寡，抚养子女。

祥哥剌吉和丈夫所受封的“鲁国”，
恰巧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他
们夫妇的汤浴邑，就是孔子故乡山东曲
阜所在的济宁路一带。祥哥剌吉公主
对孔子尤其敬重，命人绘制圣人画像，
用金书亲自题字于画像左侧，悬挂于居
所，时常瞻礼。她还把当地的庙学改建
为儒学，并且派使者前往孔庙祭祀。

“至今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的十
三碑亭内，就立有大长公主祭孔碑。”
董晨阳说，碑文赞扬孔子的儒家教
化，并禁止他人亵渎孔氏家族的林木
土地，表现元朝皇室对儒家文化的推
扬与保护。

推崇儒学 祭祀孔子

祥哥剌吉公主母亲答己喜欢绘
画，在母亲的感染下，祥哥剌吉公主
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女性收藏家。

她模仿汉人的赏鉴与收藏行为，
在她所收藏的书画作品钤上私人鉴
藏印，请文臣观览并书跋语。

英宗至治三年，即 1323年，祥哥
剌吉公主在大都城举办了著名的

“天庆寺雅集”，这是她推崇汉文化
诸多事迹中极为亮眼的一笔。

雅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以文会
友的重要方式。最著名的如东晋王
羲之、谢安等的兰亭雅集。

“天庆寺雅集”中，汉人、蒙古
人、色目人齐聚一堂，鉴赏、品题祥

哥剌吉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
“从元代翰林直学士袁桷的《大

长公主图画记》中，可以看出，此次
雅集中，汉族文人中有袁桷、冯子
振、柳贯、邓文原等当时的名流。”杨
萌萌说，祥哥剌吉公主的书画收藏
中，有唐宋书法、宗教画、山水画、花
鸟画、人马走兽、龙鱼杂画等，其中
以宋画为多，包括黄庭坚、宋徽宗等
名家手笔，袁桷记录了其中的40件。

“2016 年 10 月，台北故宫博物
院推出了‘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
与书画鉴藏文化特展’。”董晨阳说，
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也
珍藏钤有祥哥剌吉公主收藏印“皇

姊图书”和“皇姊珍玩”二印的书画
作品。

“其实，元代皇家成员对于书画
的收藏，并不只有祥哥剌吉公主。
元文宗就是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他
还专门设立了陈列珍玩和储藏书籍
的奎章阁，他的鉴藏印有‘天历之
宝’‘奎章阁宝’等。”杨萌萌说。

美术史家傅申评价祥哥剌吉是
“重要的私人女收藏家，在中国书画
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交融的
魅力”展厅策展人张彤说：“祥哥剌
吉公主为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
贡献。”

公主雅集 皇姊珍玩

献三皇庙双兽耳铜簠祭器征集
于赤峰市喀喇沁旗，它高9.1厘米、口
径21.3厘米、宽31.4厘米，小兽形，扁
圆腹，圈足，腹上部分饰回纹，下部饰
雷纹，腹部中央有一方形开窗，开窗
内有三行22个字“皇秭大长公主施财
铸造祭器永充全宁路三皇庙内用”。

“这上面所写的‘皇姊大长公主’
就是祥哥剌吉。”内蒙古博物院馆员
董晨阳说，这件祭器属于仿古型青铜
器，是元朝延祐六年（1319年）祥哥剌
吉捐奉全宁路三皇庙的。

史料记载，青铜簠出现于西周早
期，兴盛于春秋时期，战国时衰落，到了

秦汉之际完全绝迹，是先秦时期的主要
礼器之一，用来盛放黍稷稻梁，在青铜
礼器组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概从宋徽宗开始，从朝廷到民
间，兴起了复古巡礼的风潮，不管是
祭器还是生活用品，青铜器都仿照商
周时期的青铜祭器和礼器的器型进
行制作，到元代，这股风潮依然在延
续和发展，直至明清。

铭文中的“三皇庙”，是元代时期
专门用来祭祀医学祖神的建筑群。
元代“三皇”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

“医家认为伏羲创制衣裳、宫室
等，百姓得以免受冻馁之苦；神农尝

百草，才有医药；黄帝深研病理，才有
医学治疗理论，因此有些医生在家中
祀‘三皇’。”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馆
员杨萌萌说，元代将三者合祭，并在
全国范围内将三者奉为医学祖神，抬
高到国家大祭的地位。

“复古巡礼、供奉‘三皇’等汉文
化在元代的盛行，其实跟元朝统治者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可、接受和传播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早在成吉思汗
时，就通过道教接触到了中原文化，
到忽必烈时，身边有了很多儒学谋
士，可以说，汉文化对元朝统治者产
生了深远影响。”董晨阳说。

复古巡礼 祭祀“三皇”

献三皇庙双兽耳铜簠祭器。

公主收藏印“皇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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