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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萱

内蒙古位于中国正北方，不仅
有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也有山脉、
湖泊、盆地和沙漠戈壁。横贯东西
的长城，见证着中原农耕文化和草
原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
著名的“长城地带”。

历史上，我国有秦、赵、燕等20
多多个民族修筑过长城，长城成为
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长城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许
多已经坍塌，现在保存较好的万里
长城有：秦长城、汉长城，金长城和
明长城。保存最完好的是北京等
地的明长城，是明洪武到明隆庆年
间修建的。

内蒙古是我国古代长城遗址
保存最多、里程最长的地区，共有
13 个 王 朝 修 筑 过 长 城 ，总 长 度
15140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
三人之一，在拥有长城的 15 个省
区市中位居第一。

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长城是
赵长城。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

“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
阴山下，至高厥为塞”。这道长城
是赵国修建的，东起河北宣化，进
入内蒙古后，沿阴山山脉西行，到
河套的狼山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六国的
长城连在了一起，就是著名的秦长
城，长约 14000里。呼和浩特地区
的赵长城就成了秦长城的一部分，
长约260里。

汉代的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
长的长城，它东起辽东，西至新
疆，长 20000 余里。汉朝还在内
蒙古西部的阴山以北，修筑了两
道平行的长城，并在漫长的长城
沿线修建了大量的烽台、城障。
呼和浩特地区的汉长城是在秦长
城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是赵长
城继秦代沿用后的再度沿用，是
中国历史上最古老和使用年限最
长的长城之一。

金代的长城是金王朝为了防
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等部落而
修建的，有南北两道，又称金内长
城和金外长城。金代的两道长城
分别穿过内蒙古和蒙古国，其中金
内长城起自嫩江，跨越内蒙古东部
地区经过呼和浩特，延伸至包头东
南的黄河北岸；金外长城起于大兴
安岭北麓，由根河南岸西行，穿越
呼伦贝尔草原到蒙古国的德尔盖
尔汗山。金代的长城在呼和浩特
地区长约 200里，跨越两个旗县的
丘陵、山地，沿大青山进入包头境
内。金代的长城，是呼和浩特地区
历代的长城中，地势最险和海拔最
高的长城。

明代万里长城举世闻名，是世
界七大奇迹之一，1988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全长约 14600里，跨越了辽宁、
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
肃等7个省区。

明朝修建了两种长城，分别是
主边长城和次边长城。所谓“次
边”是相对“主边”而言，主边长城
就是主长城，也称大边长城，是明
长城的主体；在重要关隘和险要地
修建相对简易的土长城，即次边长
城。呼和浩特境内的明长城长约
300 多里，大部分是次边长城，这
些长城有的地段是夯土筑成的，
有的地段是砖石结构的，还有的
地段是石条筑成的，并配有烽火
台、城障、将台、敌楼、隧道等一系
列设施。

呼和浩特地区保存最好、最壮
观的长城就是明长城，是观光旅游
的好去处。

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是
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使命，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
重大的意义。

骨雕，又称骨刻，是指以牛、
骆驼等动物的骨骼为原材料雕
刻成工艺品的传统手工艺，在我
国传承久远，历代多有名家作品
问世。

在呼和浩特市，牛骨雕刻是
市级非遗。75 岁的冯泽从事骨
雕工作 30 多年，近日，在他的家
中，记者听他讲述了有关骨雕的
故事。

冯泽的家干净整洁，听说记者的来
意后，他欢喜地从一间屋子里拿出几件
骨雕作品，自豪地说：“我国骨雕历史悠
久，因地域不同，各地骨雕也各有特点。”

冯泽说，我国的骨雕早在旧石器时
代就已经初见雏形，在北京周口店的山
顶洞遗址内，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用鱼
骨钻孔而成的骨坠，其中一些还被染成
了红色。

1982年，陕西西乡县何家湾，考古
工作人员发掘出土了一个用动物肢骨
雕成的人像，五官清晰，比例准确，距今
约 6000多年，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
骨雕人像。

在此后陆续出土的文物中，骨雕还
以骨笄、骨筒、骨梳、骨匕、花板等形式
出现，上面雕刻了饕餮、夔龙、云雷等图
案，刀法流畅、技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观
赏性，体现了我国古代手工艺品的高超
水平。

汉代以后，骨雕有了衰退迹象，不
过民间仍有生产。20世纪以后，北京、
浙江、内蒙古、福建、广东等地成为骨雕
的主要产地。

北京地区的骨雕一般以牛骨为主，
通常做成手镯、粉盒等产品；浙江宁波
一带，雕刻师将牛骨雕刻出各种浮雕图
案，将其镶嵌在家具上；福建的骨雕也
多以牛骨为原料，结合宫廷牙雕技术，
与时俱进；广东佛山用洁白的乌鱼骨作
为雕刻原料，成品玲珑剔透；在西藏，骨
雕也因具有驱邪、纳福、招财等吉祥寓
意而受到尊崇。

“内蒙古骨雕历史悠久，起源于蒙
元时期，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呼和浩
特、包头、阿拉善等地。”冯泽说，内蒙古
得天独厚的资源为骨雕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原材料，主要以骆驼骨、牛骨为原
料，上面雕刻有文字、立体人物、花鸟
等，彰显出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

历史悠久 特色鲜明

冯泽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市人，
从喜欢绘画和雕刻，经常拿把小刀在木
头上刻刻画画。

出生于1948年的他，经历过下乡、
下岗，但是，不论人生经历多么丰富多
彩，冯泽始终没有丢掉雕刻，一直坚持
着。17岁时，他在木头上雕刻了一个惟
妙惟肖的孙悟空，一个朋友见到后爱不
释手，最后冯泽把这个孙悟空木雕送给
了朋友。

1978年，45岁的冯泽下岗，正当他
彷徨迷茫时，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包头市
一名男子痴迷骨雕终有成果的新闻。
这则新闻仿佛为冯泽打通了下岗再就
业的通道，开始从事骨雕。

“骨雕最好的材料是牛骨和骆驼
骨，因为它们腿骨壁厚、骨质硬，雕出的
图案立体感强。”冯泽说，

雕刻前，牛骨要经过多道工序处
理。因大腿骨两头关节部位骨质疏松，
需要锯掉两头留下中间部位骨头，之后
掏干净骨髓放入锅中熬煮，以此去掉腿

骨缝中的油分，并清理干净外表。
“我家阳台就是他的工作室，锯骨

头时，他的身上、家里全是粉末，熬煮
骨头的味道太难闻了。”冯泽的爱人王
铃芝笑着回忆说，那时候，一根牛的大
腿骨五六元，他经常买回一堆，刻废了
无数根，雕刻出一件作品太不容易
了。因为锯骨头的声音大，我们还被
楼下的邻居投诉过。

牛骨头处理干净后，要根据造型及
薄厚进行构思设计，然后再用毛笔将图
案勾出进行雕刻，

在冯泽的牛骨雕刻作品中，有几件作
品是花插造型，上面雕刻着繁复的牡丹花
和菊花图案。冯泽巧妙运用转折、顿挫、
凹凸、起伏等技法，使那些或盛开或含苞
待放的花朵看起来更加生动自然。

作品基本成型后，再用刻刀作光作
细，充分体现牛骨雕刻的材质美和雕琢
美，最后用双氧水浸泡使骨头变白，这
样，一件精美的牛骨雕刻作品就制作完
成了。

无师自通 技艺精湛

“说到骨雕，不得不提到牙雕，我国
骨雕与牙雕的发展历程相辅相成。”冯
泽说，牙雕是以象牙为原料进行雕刻的
古老艺术，早在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
就有牙雕制品出现，在河姆渡文化遗址
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牙雕制
品。牙雕以其坚实细密、色泽柔润的质
地和精美绝伦的雕刻，古往今来受到无
数古玩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喜爱。

近年来，象牙贸易受到严格管制，
牙雕艺术随之走到了尽头。牙雕的制
作技艺优于骨雕，骨雕不断吸取牙雕制
作技艺中的精华，延续着牙雕艺术的光
辉，成为牙雕艺术的完美替代。

在我国，很多古今骨雕精品让人啧
啧称叹。

清代，《骨雕仕女简册》刀工细密，
构图出众，人物比例适宜，50倍放大镜
下，美女所写的文字清晰可见，堪称稀
世珍宝。

2003 年，在首届北京工艺美术展

上，一件超大型的骨雕作品《故宫》吸引
了很多观众驻足观赏。这件骨雕宽 6
米、长8米，占地达48平方米，用数十万
根牛骨、历时 9年完成。作品完全按照
故宫建筑和景物雕刻而成，鼎炉、日晷、
龟鹤、狮子、麒麟均如实仿制……再现
了故宫9999.5间殿堂屋宇，做工之精细
令人称奇。

2020 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民族职业高中老师哈斯达来和他的学
生们历时4个月，完成了长31米、重48
公斤的骨雕作品《蒙古秘史》长卷，观者
无不竖起大拇指。

如此好的骨雕艺术，冯泽却忧心忡
忡，因为它面临着传承人断档的问题。

“我干了 30多年的骨雕，至今没有
一个传承人，不是我不教，是没有人和
我学习。我的女儿和我学习了几天后，
嫌累、嫌脏，再也不学了，我不知道这么
古老而精湛的技艺，以后会不会失传。”
冯泽说。

精美绝伦 期盼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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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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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2023年10月7日至8日）

内蒙古境内的内蒙古境内的
长 城 遗 址长 城 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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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非遗文化，需要

年轻人来传承。
如今，随着非遗

传播、展示的方式方
法新潮多样，年轻人
从中感受到了古老非
遗的魅力，从而开始
了解非遗、接触非遗，
并喜爱上了非遗。

但是，非遗仅是
静态的橱窗式展示，
或是形式上的简单
挪用，并不足以显露
它的真正价值，也绝
非 它 的 生 命 所 在 。
非遗传承依靠人、作
用于人，传承人的培
养 无 疑 是 重 中 之
重。当前令人担忧
的是，非遗传承人正
遭遇老龄化困境，吸
纳更多年轻力量迫
在眉睫。

年 轻 人 纷 纷 关
注非遗固然可喜，但
是，从爱上非遗再到
从事非遗，中间无疑
还 有 很 长 一 段 距
离。要知道，非遗制作工序复杂、
工艺繁复、要求严苛，而且手工技
艺是它的灵魂，短期内也不见得会
有回报，年轻人若要以此为业，就
需要具有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奉
献精神，还要善于推陈出新、看得
见价值。因此，缓解后继乏人难
题，不能光靠呼吁，也要有更多实
实在在的激励措施。

行业发展看人才，人才涌现靠
土壤。在社会传播层面，要进一步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非
遗故事，特别是让一些看似冷门的
文化资源走向台前，和人们的生活
场景、审美追求实现更有效的价值
衔接。在队伍建设层面，要探索更
有效的孵化方式，如非遗保护机构
可与职业院校合作，加强传承人才
培养，继而为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
提供更多后备力量。

唯有为非遗传承注入更多新鲜
血液，才能让其生生不息、赓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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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泽做骨雕。

骨雕花瓶。

菊花花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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