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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地区是史前被称为红山文化的
核心地区，赤峰岩画是内蒙古岩画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5年 5月至 2022年 9月，历
经 7年时间，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中国北
方岩画研究所会同赤峰当地文物保护单
位一道，先后6次对西辽河上游的彩绘岩
画进行了田野调查，共发现、核实、整理了
三处岩画点的194幅彩绘岩画。

“经过碳十四和彩绘染料构成检测发
现，这些彩绘岩画绘画时代不同、画风迥
异，展示了赤峰地区多元文化融合的面
貌。”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中国北方岩画
研究所所长吴甲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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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甲才说，第一岩画点位于克什克腾
旗万合永镇裕顺广村北的白岔河西岸。
在悬崖底部、距离河床 4米高的地方，立
着一块长300厘米、高300厘米的立体平
面玄武岩，其中64幅彩绘岩画可辨析，有
人物、动物等不同形象。

画面颜料系研磨成粉状的赤铁，岩
画中出现的人物较多，处于中心位置的
舞师最醒目，他舞姿优美流畅，舞动的
飘带落在周围共舞的人身上。“这是欢
庆丰收的共舞，也是部族的祈福仪式。”

吴甲才说。
舞师的左边，有一只跳舞的鸵鸟，鸵

鸟身后有一身材高大的人,拉扯着一
只猪的尾巴向东北方行走；舞师的前
方,有一只向西舞动的大梅花鹿和一
只小梅花鹿，旁边还有一个奔跑的人，
人与猪环绕在舞师周围奔跑；舞师的
左 上 方 ，三 头 野 猪 一 字 排 开,向东行
走，并有两条长线条，线条下方是水波
纹符号，还有三位手挽手、肩并肩的人；
三头野猪的正下方，有做着不同姿势的

五个人；三头野猪的正上方，有一手持
两个圆圈的人，人的前边还有一条犬，
另外还有羚羊、飞鸟图案，以及手印、禽
爪印等。

“这处彩绘岩画是我国北方彩绘岩画
中面积最大、个体符号最多的史前彩绘岩
画之一。”吴甲才说，

根据岩画中出现的鸵鸟等可以得知，
距今 6500-55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气
候温和。另外，画面中没有出现射猎等场
景，说明当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气候温和 和谐共生

第二岩画点位于巴林右旗西拉沐
沦苏木胡日哈嘎查德勒山的山体上，该
山体为东西走向，长约 4 公里，宽约 1.5
公里。

“山体上的岩画有上下两层，上层
有 37 幅彩绘岩画，下层有 26 幅彩绘岩
画，均用红赭石、朱砂做染料，掺和未
知的黏合剂在玛瑙石上彩绘而成。”吴
甲才说。

此处彩绘岩画中，与第一岩画点的彩

绘岩画相比，画作风格明显不同，主要以
人物和抽象符号为主。

中间的一幅最突出，贯通上下两层，
是在原有彩绘岩画的基础上绘画而成，高
1.5米、宽 1.2米，画面主体是一人看守着
熊熊烈火，他身上绘有四个“人”字符号、
胸前绘有“土”字符号，背后是拿着弓箭的
武士。

“人”字符号和“土”字符号是距今
5000年前的初始类文字符号，出现在甲

骨文之前，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五行”符
号的雏形，在夏商周南北的交融中逐步
定型，后来演变为中国最古老的“五行”
说，即“西白虎、东青龙、北玄武、南朱
雀、中土。”

吴甲才说：“中国祭祀火神的仪式新
石器时期就已有之，并且在甲骨文中有发
现，但从红山文化时期到殷商早期没有证
据被发现，这处岩画的发现，无疑把这段
历史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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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工作人员在赤峰查看、测量彩绘岩画。

乌兰哈达山彩绘岩画。

裕顺广彩绘岩画线描图。

德勒山彩绘岩画。

第三岩画点位于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
木床金嘎查乌兰哈达山的山崖上，共有 7
处 40 幅个体彩绘岩画，系用红珊瑚做染
料，树脂质酸做黏合剂绘画而成。

第一幅彩绘岩画绘于崖棚顶部，岩面
长313厘米、宽160厘米，画面中人物的五
官、头饰、衣着用笔细腻。

“这幅彩绘岩画和第一岩画点、第二岩
画点的彩绘岩画有诸多不同之处。”吴甲才
说，首先，绘画技法不同，这幅彩绘岩画采

用红与黑两种色彩绘画而成，画面动感
强烈，人物五官端正、衣着合体、造型比
例适当；其次，前两个岩画点的内容主
要以抽象符号为主，而这幅岩画以写实
为主；最后，在这幅岩画周边，还绘有商
周、北魏、辽等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彩
绘岩画，它们之间的绘画技法具有传承
关系。

第二至第七幅彩绘岩画从半山腰
一直延伸到山棚顶，总长约 300米，分

别绘有飞鸟、凤鸟、太阳、鼓状器物、花卉、甲
骨文等。

这处岩画点充分证明了游牧文化与农
耕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并传承。

“赤峰地区这些古代不同时期的彩绘岩
画，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古代气候、生态环境
的变化，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历史时
期，彩绘岩画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交融的特
征。”吴甲才说。

（图片由吴甲才提供）

文化交融 孕育文明

【印记】

清 朝 道 光 三
十 年（1850 年），
内蒙古河套地区
的黄河涨水，淹没
了位于今天内蒙
古呼和浩特托克
托县城西南的河
口码头。让位于
今天内蒙古包头
东河区的南海子
河运码头，承担了
南来北往的运输
和贸易重任。大
批货物和物资经
黄河水道，到达南
海子码头，再用驼
队一路运到中亚、
欧洲。南海子码

头成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
点，包头也因此成为一座新的
商业都市。

茶叶贸易的繁荣，源于游
牧民族以及欧洲市场对茶叶
的巨大需求。伴随着万里茶
道上国际贸易的繁荣，一些地
理条件优越的黄河码头成为
南北货商云聚之地。大量内
地的茶叶、烟草、棉布等物品
在这里汇聚，大批皮毛物资从
这里运往中原，包头逐渐发展
成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
集散地。

广阔的对外贸易市场和
万里茶道上的财富故事，吸引
了山西、陕西等地大批的百姓
到“口外”谋生，民间称之为

“走西口”。包头因为有南海
子黄河码头，成为“走西口”的
理想目的地之一。商业的发
达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
的 发 展 。 嘉 庆 十 四 年（1809
年），萨拉齐理事通判厅将巡
检衙门迁到包头，包头村改为
包头镇。

在无数“走西口”的故事
中，山西祁县人乔贵发的经历
堪称传奇，他是晋商乔致庸的
祖父。乔贵发于乾隆二十年
（1755 年）前后来到包头经营
货栈，为旅蒙商提供货物、饮
食、住宿，建立了“广盛公”商
号，后更名为“复盛公”。乔致
庸接手乔家的生意后，建立起
以复字号为品牌的商业集团。
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包头
围绕以乔家商铺为核心的商业
街区修筑城墙。这是包头最早
的建城史，民间因此流传“先有
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作为一处具有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的黄河码头，南海子码
头在包头城市历史上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南海子一带由于
有了频繁的商贸往来而聚集了
大量的人口，在这一带形成了
许多村落，民众聚集在这里生
活，逐渐发展了民间民俗文化，
还传承了很多包头地区乃至内
蒙古黄河文化区的民间艺术，
比如与码头、河运密切相关的

“跑旱船”“龙灯舞”，南海子的
河路、渡口、码头老船工传承了
这一艺术形式。

南海子码头及其黄河地段
特征显著、传统和现代结合紧
密，在这里既有黄河河道变迁、
地形地貌演变的自然地理历
史，又有码头与商贸兴衰、人群
聚集和文化交融的社会史，是
一处典型的黄河文化集聚区。

民间一直有“黄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说法。黄河水滋
润与灌溉的内蒙古河套灌区，
不仅入选了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还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包头南海子码头
的历史更加印证了黄河对内
蒙古的恩赐与厚爱，黄河从内
蒙古流过，而黄河文化在内蒙
古扎根。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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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原创舞剧《骑兵》把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令观众
叹为观止；非遗情景剧《茶道驼
铃》全方位展现“万里茶道”沿途
的风土人情，让民众“零距离”感
受非遗魅力；通过直播向“粉丝”
们介绍蒙古皮雕画，老手艺和新
理念相结合，让手工匠艺拥有了
现代新价值……近年来，内蒙古
诸多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艺术
形态、手工技艺日益融入时代、走
进生活，不断赋彩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增进人民家国情怀。

伴随着传播热度的升高，人
们对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关注。
但文化热，不能热在一时，而要
在继承与发展中焕发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
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
红总是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
手工技艺，既需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
创新。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头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胡努斯图，多年潜心研究改进马
头琴技艺，让民族乐器得到更好
的传承；在制作桦树皮制品的基
础上不断加入新鲜元素、进行艺
术创作，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正在
赋予树皮画新的生命，让树皮画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融合是
技艺更高级的呈现，在与新时代
的碰撞中，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
精 髓 与 现 代 文 明 碰 撞 出 新 火
花。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
示：以传统手艺为载体，用现代
表达做名片，优秀传统文化自然
就会“好之者众”。

“飞入寻常百姓家”，方才有
生命力。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
被束之高阁，而应以更加鲜活、丰
富的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近年
来，一些传统文化节目如《中国诗
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如果国
宝会说话》频频上热搜，传统舞蹈

《唐宫夜宴》《只此青绿》《洛神水
赋》等频频“出圈”，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备受关
注，汉服文化在年轻人中形成一
种新的风潮……优秀传统文化越
来越受到国人青睐和追捧，国人
也渴望更多优秀的文化精品。内
蒙古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独
具特色，我们更应该顺应时代潮
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美并赋予当代表达，为人民群众
打造更多文化精品，让优秀传统
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火”起来。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
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
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与时俱进创
新文化传承的方式方法，搭建丰
富多样的载体平台，自觉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的实时转化和当代
表达，定能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焕发生机、尽显芳华。

让优秀传统
文化入心出彩

【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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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