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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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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培萱

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
北麓，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
治旗阿里河镇的山谷中，至今
还有建立鲜卑族的祖先石室
旧墟——嘎仙洞遗址。

十六国时期，鲜卑的慕容、
乞伏、宇文、拓跋等部都曾建立
政权。特别是拓跋部于公元
386 年建立代国，同年四月又
改国号为魏，建都盛乐（今呼和
浩特市和林县），史称北魏。

北魏于公元 439 年灭北
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长期
统治中国北方期间，鲜卑人逐
步由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
转向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
活，并与汉族融合在了一起。

北魏孝文帝崇尚汉文化，
他即位时，鲜卑族入主中原已
经近百年了，社会总体趋于安
宁，但是仍然面临很多问题。
为了使北魏王朝更加稳固，孝
文帝认为，只有接受并吸收中
原文化，团结并融合汉族，才能
长治久安。

于是，孝文帝决定将都城
从平城 (今山西大同)迁至洛
阳。但是，鲜卑的王室贵族都
反对迁都。孝文帝使计，统领
军队说准备南征，到洛阳时，许
多王室贵族又开始反对南征，
孝文帝说，不南征就迁都，权衡
之下，这些王室贵族只好同意
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开始
制定一系列政策全面推行汉
化。首先推行鲜卑人学汉语，

“诏断北语，一从正音”（《魏书·
咸阳王传》），“若有违者，免所
居官”（《魏书·高祖纪》）。所谓

“北语”即鲜卑语，所谓“正音”，
即汉语。孝文帝强行规定大小
官吏不得用鲜卑族语言，违者
降级或者免职。

同时，孝文帝下诏改姓汉
姓，并带头将“拓跋”姓改为

“元”姓，取“一元之始”之义，贵
族则改为穆、陆、贺、于、尉等
姓。今天的“元”姓即多为北魏
皇室后代。改了姓氏的鲜卑族
人必须穿汉服，不再穿胡服。

孝文帝一方面将皇室宗亲
与部落首领的鲜卑姓改为“八
氏十姓”和“三十六族九十二
姓”，一方面鼓励鲜卑族与汉族
通婚，甚至下诏禁止鲜卑族同
姓结婚。到文成帝时，他自己
就跟汉族姓冯的大户女子结
婚，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冯
太后是北魏第一个汉族皇后。

以前鲜卑族只有武官没有
文官，孝文帝就仿汉制建立文
官制度。而且，把“大可汗”改
称为“帝”，并追称历代祖宗为
某某帝。

通过这样的变革，鲜卑族
与汉族得到了更大的融合。这
些变革不仅对鲜卑族，对文化
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鲜卑族人写汉字和中原人
不一样，写字的劲儿特别大，

“魏碑”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就
是那时候形成的。

由于鲜卑族提倡佛教，汉
族人信仰佛教的也越来越多，
佛教在中国北方得到了空前发
展。各地竞相建寺庙，大量开
凿石窟，树碑立传，搞佛像雕
塑，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
特的石窟艺术和碑刻艺术。大
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
窟就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历史上，鲜卑族是个大民
族，居住区域分布很广，除去后
燕时融人汉族的慕容鲜卑、北
魏时留在大同和洛阳周围的拓
跋鲜卑、鲜卑远征时留在东北
的拓跋鲜卑(现称锡伯族)、十
八世纪中叶西征到伊犁的鲜卑
族(现称锡伯族)之外，还有两
个地方有鲜卑族后裔，一个是
四世纪时，随拓跋鲜卑远征的
鲜卑族吐浑部落，现在在凉州、
祁连山一带和浩门河流域及河
湟地区居住的土族；另一个就
是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和海参崴、库页岛的鲜卑族，俄
罗斯“西伯利亚”的意思实际是

“鲜卑族居住区”。

融入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鲜卑族

□吕帆

文化遗产是赓续中华文脉、传承华夏
文明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文化遗产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活起
来、亮起来、传起来”。

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理念共识
是核心。我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是
世界遗产大国和现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
员国。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有国有
可移动文物 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备案博物馆 6183 家；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 13026 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3
家；世界遗产 56 项，位列世界第二。传承
发扬如此丰厚的遗产资源，需要全社会形
成“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大
格局观，凝聚共识、主动作为。

10年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各地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规划、从宏观的城市规划到
具体文物的保护传承，全力当好中华文明
薪火传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尤为重要的
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并未停留在文件
与理念上，在此进程中，一大批文化遗产
获得抢救性保护，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得
到世人关注。以申遗为例，泰山申遗成
功，改写了世界遗产的历史，在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世界遗产
——文化和自然遗产；良渚遗址申遗成
功，不仅创造出一片如公园般秀丽的考古
遗址，更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让文化遗产资源“亮起来”，科技赋能
是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影像
化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对活化利用文化遗
产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近年来，大众媒
体纷纷以文化资源入题，通过先进技术带
领观众“古今穿越”，《典籍里的中国》《中
国考古大会》等文化节目聚焦传统典籍、
考古遗址、中华国宝、节日文化等主题，以
昂扬的文化自信、贴近大众的传播语态，
在广大观众心中唤醒了“文化之根”。在
数字化应用方面，不久前上线的敦煌遗书
数据库极具代表性，通过现代数字处理技
术，重新汇集起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敦煌遗
书资源。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华
夏大地，又以数据共享的方式开放给全世
界的敦煌学爱好者。

让文化遗产资源“传起来”，年轻群体
是关键。文化遗产要真正建构蓬勃向上
的生态，就要与当下生活和年轻群体产生
广泛交集。唯有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文
化遗产才能焕发新的光彩。因此，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不能是单向地传达信
息，而要激发年轻人主动融入、积极分享
的意愿。信息碎片化、娱乐快餐化和青年
亚文化圈层化的当下，对文化遗产传承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喜的是可喜的是，，近几年来近几年来，，随着年轻人群随着年轻人群
体文化自信与家国认同感的提升体文化自信与家国认同感的提升，，国风创国风创
意的视频意的视频、、青春语态的分享青春语态的分享、、跨界融合的跨界融合的
创意产品频频创意产品频频““破圈破圈””。。相关数据显示相关数据显示，，在在
年轻人群体聚集的视频社交平台年轻人群体聚集的视频社交平台，，15571557个个
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已有超过已有超过 13201320 项通项通
过创意视频在过创意视频在““ZZ 世代世代””中分享传播中分享传播。。

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也深
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迈入新时代迈入新时代，，我们我们
要深刻认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要深刻认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
的新形势的新形势，，让散布于锦绣大地的文化遗产让散布于锦绣大地的文化遗产
进一步进一步““活起来活起来、、亮起来亮起来、、传起来传起来””，，让大众让大众
得以共享文化之美得以共享文化之美，，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
有力支撑有力支撑，，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
贡献贡献。。 （（摘自摘自《《光明日报光明日报》）》）

共建共享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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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而有力的身姿时而起跳，时
而飞跃，一甩臂、一转头，像极了一条
破土而出、神勇傲气的巨龙……

近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歌剧舞剧院（以下简称呼和浩特
市歌剧舞剧院）首创的古典舞作品
《红山玉龙谣》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
评奖终评，在 47支参赛队伍中，获得
了第七名的佳绩。

这对于一直以跳蒙古舞为主的
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来说，是一次
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剧院首次以古典舞参加
‘荷花奖’比赛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
绩，题材取自发现于赤峰地区的碧玉
龙也功不可没。”呼和浩特市歌剧舞
剧院艺术总监张翼鸿说。

威武威武““玉龙玉龙””。。

这部作品中，除了考古学者外，其他演
员都以“景物”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

张羽琪扮演的是“玉龙”，其他演员扮演
的，或者是红山时期的一棵树，或者是红山
时期的一座山，或者是红山时期的一条河，
演起来难度都很大。

尤其张羽琪扮演的“玉龙”，一举一动无
实物可参照，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让观众误
认为是一条蛇。

怎样才能演出龙的霸气、威武和自信？
在导演的帮助下，张羽琪反复琢磨红山

玉龙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断研究、修改舞蹈动
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决赛的舞台上，她为
大家演绎出了“龙非池中物，乘雷欲上天”的

自信、豪迈和大气。
由于戴头饰需要花

费四五个小时，4 月 27
日正式比赛前一天，为
了节省第二天的时间，
张羽琪戴着头饰睡了一
晚上。“头发都被辫成了
小辫子，一挨枕头硌得
疼，一晚上没睡好。”张
羽琪笑着说。

正式比赛当天，张
羽琪又和其他演员一

样，早早地起来做赛前准备。当时，她最担
心的，是右脚的伤势不要发作。

“比赛前十几天的一次排练中，我的右
脚后跟落地时，不小心震伤了，绷脚就疼。
为了不耽误排练和比赛，我当时没告诉导
演，也没去医院，在更衣室抹药时，被其他演
员发现了，大家都很关心我，但是，为了这部
作品能够顺利参加比赛，她们都替我守口如
瓶。”张羽琪说，“直到现在，导演也不知道我
受伤了。”

靠着这样的拼搏精神，当张羽琪和其他
演员站在荷花奖的比赛舞台上，当灯光暗
下、音乐响起时，之前排练时的种种紧张和
忐忑顿时一扫而空，放松下来的每位演员全
情投入到对作品的演绎中。

“舞台上的我们很自信，我们就是那条
龙、那条河、那座山，是不是第一次跳古典舞
有什么关系呢。”张羽琪说。

比赛结束，走下舞台的那一刻，张羽琪
才感觉到，右脚疼得那么厉害。

龙之大气 民族自信

泱泱中华，源远流长；龙之气象，腾翔于天。
中华玉龙带着远古的记忆和不朽的精神

从书中翩然而来，生动于舞步之间，古今相互
遥望、奔腾、雀跃、凝思、传承，将坚韧执着、自
强不息的龙之精神一一道来。

悠扬的音乐声响起，儒雅的考古专家手捧
考古专著，聚精会神地阅读。书中记述的红山
玉龙，让他神思飘荡、热血沸腾，随着阅读的深
入，红山玉龙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翩然而至，
他和玉龙有了跨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这一刻，
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千年风骨和神韵在传递、
流淌……

张羽琪，青年舞蹈家，四五岁起开始学习跳
舞，一路走来，以蒙古舞见长，在呼和浩特市歌
剧舞剧院参演的多部作品先后荣获“荷花奖”金
奖，此次在《红山玉龙谣》中扮演主角“玉龙”。

时长7分多钟的《红山玉龙谣》是部群舞
作品，共有 32名年轻演员参演，男女演员各
16名，28岁的张羽琪算是大姐姐，年龄最小
的是“00”后。

选择通过古典舞的方式来演绎这部作品，
对于这群年轻演员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
胆挑战，但是，他们面对导演和剧团领导的高
标准严要求，不管托举、跳跃的动作反复多少

次，不管排练到多晚，从来都没有喊过一声累，
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对我以及其他演员来说，首次选择古典
舞的方式表演，是一次突破壁垒的挑战和多
元化的融合，除了与时间和体力的对抗，还有
来自于专注力、表演力、协作力等诸多方面的
挑战，而且，我们这次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
标识的红山玉龙，所有的苦、累都是值得的。”
张羽琪说。

2023年3月，成功出炉的《红山玉龙谣》参
加了第六届内蒙古舞蹈大赛，荣获创作、表演
一等奖和最佳作曲奖。

突破壁垒 挑战自我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前，是
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
要源头之一，被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为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碧玉龙，整体由岫岩玉雕琢而成，卷曲

呈“C”字型，发现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红山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被考古界公认为“中
华第一龙”。

碧玉龙，饱含了人们对龙的所有美好想
象。它气势磅礴，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给人
一种昂扬向上的腾飞之感，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因而成为华夏银行的标
志，成为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成为呼
和浩特市地铁拉环的造型，更成为红山文化
的象征。

2022年初，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深入
挖掘我区本土优秀文化符号，确定以红山玉
龙为切入点，打造古典舞作品《红山玉龙谣》。

创作初期，为了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山玉龙谣》的导演孔德辛、郭海峰团
队几次奔赴赤峰实地采风，对当地文化进行
深层次解析，把握红山玉龙中所蕴含的贵和
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文化

理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精神
内涵，最终确定了《红山玉龙谣》的创作内涵。

“通过舞蹈的形式，让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玉龙’这个文物活起来，让它从历
史中走出来，从书本中走出来，以古典舞这
个载体，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与定义。”张翼
鸿说，这部作品同时包含了太极拳、呼麦、口
弦、蒙古筝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一个多元化
的舞蹈风格。在结构空间、视角转换以及人
物设定上，包括考古专家和玉龙的关系、和
红山的关系等，都创新性地进行了融合，既
有内蒙古的特色，又不失古典舞的韵味。

多元融合 独特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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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籽】

穿越时空穿越时空，，考古考古
学者与学者与““玉龙玉龙””共舞共舞。。

““龙龙””之跳跃之跳跃。。

（（图片由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提供图片由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提供））

【一言】

凝神静读凝神静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