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

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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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建国

呼和浩特又称“青城”，是一座有
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传
承至今遗留下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和饮食
有关的传统饮食制作技艺。在呼和
浩特的传统饮食中，青城烧卖的影响
最大。

关于青城烧卖较早记载的是民
国时期的《归绥县志》：当时的归绥城
（今呼和浩特）茶馆很多，市民早起喝
茶“兼食烧麦”。关于“烧卖”在茶馆
的售卖，《绥远通志稿》中说：“因茶肆
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

‘捎卖’。”绥远是呼和浩特的前身，其
记载可信，但并不能保证是准确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绥远通志稿》作者
生活的年代，烧卖的写法就已经不确
定了。其中有一点，烧卖最初和“茶
肆”关系密切，是在茶馆出售的。但
是，烧卖是否为捎带着售卖的商品，
尚无法确定。

在呼和浩特，制作和品尝烧卖的
大小饭馆可以说是遍布大街小巷，以
烧卖为核心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这
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存在。总结青
城烧卖的特点，一是“烧卖”二字有多
种写法，最常见的是“烧麦”，此外还
有“烧卖”“捎卖”“稍美”等，区别只在
发音音调和同音不同字；二是传统店
面一般被称为烧卖馆，且只出售羊肉
烧卖一种；三是传统烧卖馆有别于其
他饭店，烧卖馆营业时间早，过了中
午就闭店；四是所有的烧卖馆都提供
免费的青砖茶。

如今的呼和浩特，茶馆没有了，
茶馆的烧卖却保留下来，原来茶馆中
的主要商品青砖茶却成了烧卖馆的
免费饮品，这些变化体现的正是呼和
浩特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过程。清
初，一度阻断的草原丝绸之路恢复繁
荣，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等地为起
点，一路向北穿过内蒙古至俄罗斯圣
彼得堡等地的国际商贸通道。这条
通道行程超过万里，商路上的主要商
品由丝绸变成了茶叶。在茶道上，茶
叶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在贸易中充
当货币角色，“行人入其境，辄购砖
茶，以济银两所不通”。在草原上，

“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
骆驼十倍之”，因此，这条国际商贸通
道又被称为“万里茶道”。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呼和浩
特成了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
市。茶叶通过内蒙古运往草原地区，
主要运输方式就是驼运，呼和浩特也
就成了茶道上驼运的起点。当时在
呼和浩特经营的大盛魁商号，曾组织
数以百计的驼队，驮载丝绸、茶叶等
货物运往草原，直达欧洲。驼队规模
庞大，都要在夜里给驼队装载货物，
天亮起运。因此，在呼和浩特就有了
一大批以装驼为生的劳工，他们每天
半夜起身，给驼队装载物资。天一
亮，驼队出发，这些劳工就聚集到附
近的茶馆，喝价格低廉且加了盐的青
砖茶，补充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水和
盐分，再来一份烧卖，补充热量的消
耗。在喝茶的同时，还要等待明天驼
队雇主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绥
远通志稿》中记载当时茶馆众多的原
因。这些茶馆，茶水和饮食价格低
廉，且重油重盐，热量较高，满足了普
通百姓尤其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者
的需要。天亮驼队出发，劳动者的工
作也就结束了，所以茶馆开门较早，
劳动者下午回家休息，等待夜里的工
作，这些茶馆也就在下午停止营业直
到第二天凌晨。

万里茶道的兴起，在更大范围内
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交融。明清
时期的呼和浩特，汉、蒙、满、藏、回等
多民族在这座城市聚居，商业的繁荣
不仅带来了城市发展，更促进了各民
族包括饮食在内的更深更广的融合
凝聚，奠定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历
史根基和城市品格。北方地区，特别
是呼和浩特，烧卖的普遍写法是“烧
麦”，而江南一带的写法则以“烧卖”
为主。文之所以采用“烧卖”，是有历
史内涵和文化缘由贯通其中的。

如今的青城烧卖，早已不仅仅是
从事重体力的普通劳动者果腹的食
物，而是承载呼和浩特城市记忆和文
化传承中的一个特色饮食。保留传
统习俗，清晨去烧卖馆喝茶叙旧，款
待外地亲朋，也就成为了这座城市一
道亮丽的生活抹影。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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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村里
最热闹的，就是有
人家办事宴请吹鼓
手吹曲儿。主人在
院子里搭起一个帐
篷，如果是冬天，还
要在帐篷里生上火
炉，上面烧着热茶，
吹 鼓 手 们 或 坐 或
站，吹唢呐、吹笙、
拉二胡，曲调婉转
悠长，直抵人们心
灵深处。看热闹的
人挤满了帐篷，不时
点出想听的曲调。
大家尽情地点曲，吹
鼓手卖力地吹奏，独
特的曲调在村子里
久久回荡。

作为一种传统
的表演形式，托克
托吹歌以其演奏技
巧多样、表现形式
丰富、贴近人民群
众的特点，赢得广
大群众的喜爱，成
为很多人心中难忘
的记忆。

随着时代的变
迁，这种古老的吹
奏方式也开始被其
他音乐所取代，从

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何重振
吹歌雄风，让这门传统技艺得到更
好的传承和弘扬，让吹歌走进千家
万 户 ，首 先 ，要 找 准 定 位 ，重 塑 形
象。吹歌是来自民间的演奏技艺，
受众在民间、生命力也在民间。吹
歌不能简单地定位于仅服务于小
众群体的红火热闹，吹奏者也不能
仅满足于赶场赚钱，而是要确立更
加远大的目标。有关部门要支持
吹歌的发展，通过开展公益演出、
举办吹歌比赛等形式，让这种艺术
更好地深入到群众中间，从火热的
生活中吸取营养，同时接受群众的
检验，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
次，要提高吹奏人员的综合素质，培
养传承人队伍。过去，由于历史的
原因，人们对吹歌从业人员往往存
在着认识上的偏见，从而影响了对
这个行业的认知，他们即使自己非
常喜欢听吹歌，也不会让孩子学习
或者从事这项技艺。吹歌从业者
也要不断创新吹奏技艺形式，探索
将吹奏技艺与现代声乐结合，更好
地满足不同年龄听众的需求，用高
超的技艺、良好的品格感染引导听
众，让大家喜欢这门技艺，投身这
门技艺，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有
关部门要支持吹歌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对吹歌
传承人进行培训，搭建平台为吹歌
技艺展示交流创造良好条件。鼓励
支持吹歌传承人开办培训班，培养
传承人，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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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清乾隆年间，托克托县河口镇是绥远地区的交
通要道水旱码头，这里人来人往，经济繁荣，吸引众
多走西口先民定居，带来的吹歌这种民间艺术，也
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托克托民俗》一书记载：“托县地区自有多数
聚居村落以来，鼓吹乐便开始流传。而据艺人口
传，托县拥有本地区的鼓吹乐班子是在清朝咸丰年
间，金旺弟兄从山西大同市迁来县境补还岱村定居
后形成的。”

吹歌历史上名为鼓吹乐，是一种以吹管乐器为
主的传统器乐演奏形式。

这种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不同造型的唢
呐，通过艺人运用“花舌音”“气控音”“气拱音”“滑

音”“打音”“泛音”“苦音”等演奏技巧，以手指灵活
多变的加花手法，借字转调，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地表演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模拟老少幼的声腔吐字
道白，令人叫绝。

“好花还得绿叶扶衬”。除唢呐外，托克托吹歌
乐器还包括管、笛、箫、笙、板胡等伴奏乐器，以及
锣、鼓、钗等打击乐器，正是得力于这些伴奏乐器的

“烘云托月”，使得唢呐的演奏效果得以高度发挥。
“一个鼓乐班，少到 5人、7人，多至十几人，一

人一件乐器，随叫随到，或席地而坐，或成伙而立。
表演者与观众同台共场，观众可以随便提出自己喜
欢的演奏曲目，表演者则尽己所能满足观众。这种
情感共鸣的表演、欣赏方式，是吹歌特有的，也是吹

歌赢得群众普遍喜欢的重要因素。”托克托县人民
文化体育馆负责非遗工作的张瑞霞介绍。

长此以往，托克托地区民间形成了在娶亲、庆
贺、建屋上梁、店铺开张等时刻，请鼓吹班吹奏的传
统习俗。

清同治年间，鼓吹乐世家的刘扣小跟随父亲从
山西河曲迁来托克托县徐家窑。自此，金、刘两家
成为托克托地区的鼓匠世家，桃李满门。

如今，刘家徒弟李玉红青出于蓝，已成为自治区
级非遗项目托克托吹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记
者：“我的师傅是徐家窑的刘聚财，第二代传承人。”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李玉红与托克托吹歌缘分
颇深。

穿越时空 余音悠长

李玉红是山西平遥人，16岁从山西来到内蒙
古，定居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并开启拜师学艺之
路，通过刻苦学习，她斩获一个个大奖。

2016年，李玉红表演的托克托吹歌《走西口》，
获得第四届中国·呼和浩特晋蒙陕冀宁五省区二人
台、民歌大赛唢呐独奏一等奖；同年，李玉红带着托
克托吹歌表演团队，参加全国第十三届民间艺术表
演吹歌山花奖展演大赛，所演奏的托克托吹歌《走
西口》以浓郁的地方色彩、传统的民族风味及其精
湛的表演技惊四座，成功入围中国民间艺术最高奖
项——“山花奖”。2021年，她被认定为自治区级
非遗项目托克托吹歌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李玉红的记忆中，从 7岁开始，即使是严寒
冬日，早上5点她就在室外练习吹唢呐，练完后，手
都冻僵了，就泡在冷水里缓解。

她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托克托吹歌从街头巷
尾走向广阔舞台的见证。

2009年，托克托吹歌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2016年，成为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2018年，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晋陕蒙吹歌大赛都会在托克托县举办，每
逢黄河文化旅游节等重大节庆活动，都有托克托吹

歌展演……
托克托县文化馆馆长薛军平介绍，托克托吹歌

经过托克托县老艺人的传承，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目前，托克托吹歌的表演队伍已达20余支，曲目上
百个，包含二人台、爬山调、红色文化、草原音乐等
多种体裁，这些曲目风格各异，或热烈火爆，或质朴
粗犷，或温柔细腻，其中，二人台《走西口》《卖菜》
《挂红灯》等曲目，被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爱。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能有更多人
喜爱这一民间艺术。”李玉红把对托克托吹歌的热
爱，通过传授技艺的方式带给学生。

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玉红就开办了民族器乐
培训班。直到现在，她仍然一直忙着给学生们上课。

“循环换气法是成为一名吹歌手的必备技能，
是指在乐曲演奏不停的状态下，进行的一种换气过
程，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现在我就教你循环换气
的方法。吹的时候嘴里不要吹足，留下一小口气，
抓住这个机会，鼻子里赶紧吸气，让嘴里的气足了，
再继续吹。”

她拿起一根长约1米的软管，一头放在嘴里，一
头放在一个装有半瓶水的玻璃瓶里，在她吹气的时
候，水、玻璃、气体在碰撞之中会发出规律的声响。

“我是包头市达茂旗人，来这学习托克托吹歌1
年多。”19岁的波波不善言谈，但眼睛里满是对吹
歌的喜爱。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在练功房开始
练功。

至今，李玉红已经累计教授来自内蒙古各地的
学员60多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现年 48岁的李玉红外出表
演的时间少了，教学之余，她把更多精力放到摸索
托克托吹歌的鉴古融今、精进打磨上。

留住乡愁 传承发扬

托克托吹歌从吹奏的音乐氛围和演奏技巧上
分为文吹和武吹。文吹，以吹咔技巧为主，模拟人
发声，是展示艺人技艺的主要表现形式。武吹重在
烘托氛围，也是显示吹歌手功底的手段。

李玉红向记者展示了吹咔，嘴里发出奇妙的音
响，有戏曲唱腔、各种飞禽走兽叫声等。

“这是我舌下含了一个很小的金属片，震动金
属片发出的各种音色。”李玉红告诉记者。

如何让托克托吹歌传统技艺焕发新的光彩？
把托克托吹歌由以前单一的吹歌形式，改为融

吹歌、打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
好者。

李玉红认为，创新后的托克托吹歌曲调愈加浓
烈厚重，内容更加深入人心。

今年的元宵佳节，托克托县在云中郡文化主题公
园举办了一场吹歌饕餮盛宴。艺人们情绪昂奋，竟献
绝艺；围观者呐喊助威，掌声雷动。

顺应时代发展，托克托吹歌已经成为部分年
轻人追求的新时尚。来自学校、文艺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的一些擅长音乐舞蹈的青年人开启了
托克托吹歌与轻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之路，他们
活跃在各种宴席、庆典上，成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
演出队。

托克托吹歌越来越被大家尊重与重视。“这有
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李玉红深刻感
受到这种变化。

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托克托吹
歌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不仅沉淀着跨越古今、
跨越地域的古老技艺，也传递着独具融合之美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源自不同时代的一个个音
符、一段段乐章，不仅奏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记忆，还见证着非遗文化的精髓和真谛。

（本文配图由托克托县文化馆提供）

焕发光彩 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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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张
劲 吹

歌
表
演
。

“扎根乡野沃土，流传黄河
两岸，吹拉弹唱应有尽有，喜怒
哀乐淋漓尽致。”短短一句话，
道出流传数百年吹歌的独特
魅力。

在内蒙古，托克托吹歌最
负盛名，它已成为黄河文化与
北疆文化相结合的代表作。

托克托吹歌泥塑。

托
克
托
吹
歌
泥
塑
。

吹歌乐器唢呐。

乐队参加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