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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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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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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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

在内蒙古地区，草原上的
人们喜欢喝砖茶。不光是北方
的蒙古族地区，在西部的新疆、
青海、甘肃以及西藏等边疆地
区，人们普遍喜饮砖茶。

砖茶的起源地为湖北省赤
壁市的羊楼洞。

羊楼洞出产好茶，其中一
个秘诀是水。当年茶庄制茶主
要用的是观音泉、石人泉和凉
荫泉三条泉的水。三条泉水从
羊楼洞穿流而过，看起来像一
个“川”字，因此，这个地方生产
出来的砖茶印着“川”字，成为
闻名海内外的金字招牌。

内蒙古地区销售的主要是
来自于湖北赤壁的赵李桥茶厂
产的青砖茶。赵李桥茶厂的前
身就在羊楼洞，1949年搬迁到交
通便利的京广线旁的赵李桥镇。

砖茶又叫边销茶，实行国
家储备，以保证边销茶稳定供
应。边销茶分为原料储备和成
品储备。原料储备由产区定点
生产茶厂代储，每年生产旺季
时组织收购、存储；成品储备由
销区主营公司代储，而国家储
备的边销茶，从储备到动销由
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调拨。

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市、锡
林浩特市和通辽市设有三个边
销茶国储库。

青砖茶，过去属于中低端
茶，近些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钟
爱。它好喝，价格便宜，耐贮存，
越陈越香，越久越贵，也拥有了
越来越多的收藏者。作为黑茶，
它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矿物质、氨基酸和稀有元素，茶
碱含量高。饮用青砖茶提神解
腻、助消化，调节脂肪代谢，富含
的茶多酚，具有增强毛细血管作
用，对以牛羊肉、奶酪、酥油为主
食的消费者，尤为重要，所以，在
草原上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
一日无茶”的说法。

砖茶的饮用也很有仪式
感。压得紧实厚重的茶砖，要
用茶针或茶刀，顺着压制的茬
囗插入，轻轻撬动，茶就一片片
脱落，再掰成细块，即可泡茶饮
用了。现在有了微波炉，把一
方砖茶放进去，开动十秒钟，再
拿出来，砖茶就变得膨松，很容
易就掰碎了。

喝砖茶，最好是煮饮。取
适量青砖茶放入壶中，倒入沸
水，洗茶后倒掉茶水，目的是去
除茶中杂味、杂气、舒展茶叶。
这一过程应该快进快出，避免
茶叶里的微量元素过多溶解
掉。再倒入沸水或冷水，煮沸
3分钟至5分钟，即可饮用了。

在民族地区，人们喜欢喝
奶茶。熬制奶茶最正宗的茶叶
就是青砖茶。

过去，砖茶中氟的含量比
较高。氟，主要来自于土壤、
水、降雨、以及施用的肥料。氟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人
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茶
叶中富含氟，适当饮茶可补充
氟的不足。但是，摄入量超标，
就会引起氟中毒，例如，氟牙病
和氟骨症，对骨骼有不可逆的
损害。

2019年，国家民委等 7部
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广低
氟边销茶的通知》，并开展了送
茶入户活动，为贫困户免费赠
送低氟边销茶，引导民众形成
健康饮茶的习惯。同时，制定
出台了边销茶氟含量的强制标
准，即每千克茶中含氟量控制
在300毫克以下。

茶树中的氟主要在叶片
上，老叶的氟含量显著高于嫩
叶或嫩芽。为了降低氟含量，
产区把采摘茶叶时间提前，由
过去采摘六七片叶的枝条，改
为在嫩枝长出四五片叶子时就
采摘，茶枝越嫩，含氟量越低，
品质越好。在饮茶环节，也可
以去除大部分氟。因为氟的水
溶性较好，一般在饮用前先洗
茶，第一泡茶水洗掉后，茶中氟
的含量大大减少。这样喝起
来，味道不仅醇正，而且洗去了
氟和其他杂质，茶的品质和口
感大大提升。

（作者系通辽市科尔沁区
政协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
会员）

砖茶记忆砖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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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苏永生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岩画可以

说是一朵亮丽的奇葩。通过这些刻

画在岩石上的图案，人们可以追寻远

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轨迹，可以探求

先民们当时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等。

岩画不语，见证文明。这些不会

说话的岩画、岩刻，历经千万年的风

吹日晒、雨打冰冻，有的仍然完整保

存，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成

为研究古人类活动的有力见证。

内蒙古作为文化大区，境内分布

有大量的岩画和岩刻，曼德拉山岩

画、阴山岩画等颇具盛名，岩画的内

容也丰富多彩。这些岩画一方面体

现了古代先民对大自然、对人类生息

繁衍的崇拜；另一方面也真实地记录

了先民们当时的生产生活情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

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发现、挖掘、

整理、利用好岩画和岩刻这些宝贵的

文化资源，透过岩画、岩刻研究古人类

生存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内蒙古乃

至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岩画不仅要发现利用，还要进行

很好的保护。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利

用好现代科技手段，更多地发现岩

画，加强岩画的各方面研究，使其更

好地为人类所利用；另一方面，要加

强对岩画的保护，通过宣传普及岩画

知识、设立岩画保护区等方式，提高

人们对岩画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的认识，增强人们保护历史文物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还要加大对盗

窃破坏岩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

度，让岩画更好地得到保护，为人类

历史文化研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岩画不语 见证文明

近日，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中国
北方岩画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队，普查了呼和
浩特市大青山上的北天星象岩刻和
古代观天台遗址，经微晶体透视测
定，这个岩刻和遗址距今 5488 年—
4620年。

“其中北斗星系岩刻的形制与河
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
成北斗星象形制一致。”内蒙古鸿德
文理学院中国北方岩画研究所所长
吴甲才说，这一发现为研究远古先民
记载的天象轨迹、天文观等提供了较
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世界范围内，最早记录天体观察的是
古埃及。公元前2600年，为了观测天狼星，
古埃及人建立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天
文台。

古人观星很有讲究。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观天台。文中
介绍了在山巅或阔野搭建观天台，“汉以前
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里。以玑衡求极
星……”并围绕北极观测天体之星的情况。

大青山上的这处观天台三面环山，观测
点四方通透，是冬、春观测南三星（参星）系
（包括天狼星），夏、秋看北斗的最佳观测点，
而且根据太阳东升西落，还可以通过天窗分

等定时辰。
“这里四周空旷，位置适中，观天台的基

本标高结构与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中记
录的观天象台和元代所建的河南省登封的
观星台有相似之处。”吴甲才说，通过星象形
制夹角变化测量分析、星象刻槽微晶体透视
测量、同期出土的星象文物摆放形制等类
比，这个星象岩刻的星象形制与河南荥阳青
台遗址发现的陶罐摆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北斗相似，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

吴甲才说，这一发现为研究古人早期记
载的天象轨迹、天文观的形成，天象与季节、天
象与时运关系等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古人观星 讲究颇多

大青山星象岩刻位于大青山上的一个
山脊之上，向南望去，山脚下是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哈拉沁村。“这两处遗迹是我在2022
年爬山时发现的，它们所在的山形，从远处
看就像两条蜿蜒盘旋的巨龙，很壮观。”吴甲
才说。

北天星象岩刻所在的山脊海拔1348米，
西北靠近海拔2000米高的敖包峰，西临哈拉
沁河，东挨蟠龙山。在山脊上一个不起眼的黑
色岩石平面上，刻着7个排列有序的星穴。

“这 7个星穴是春分当天，从东方天空
上看到的北斗七星的初始形态。”吴甲才说，
星穴为东西走向，系先打凿后磨制而成，其
中6个完好无损，唯斗首星穴已缺损。

观天台遗址坐落在距离北斗星象岩刻

1100米的另一个山脊的圆柱形石崖上，这
个山脊海拔1411米，西北靠近敖包峰，西临
哈拉沁河。

圆柱形石崖分为两部分，底部是一块巨
大岩石，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通道，系人为
凿开，可容纳一人通过；通道上方是一块平
放的大石板，向上的平面打磨着 7个星穴，
在大石板和底部岩石连接处的北边，留有一
个类似天窗的口子。

“这是古人搭建的观天台，从通道的天
窗可以观测天上的星星，也可以避雨。”吴甲
才说，这两个星象岩刻的石质均为片麻岩加
石英岩，含有晶体，通过微晶体透视测年，发
现这两个星象岩刻制作的时间为距今5488
年—4620年前，系新石器时期。

刻凿星穴 记载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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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星象岩刻大青山星象岩刻
周边发现的石器周边发现的石器。。

大青山星象岩刻周边发现的石器大青山星象岩刻周边发现的石器。。

大青山上俯瞰哈拉沁村大青山上俯瞰哈拉沁村。。

大青山上的圆柱形石崖大青山上的圆柱形石崖。。

观 天 台观 天 台
大 石 板 上 的大 石 板 上 的
星象岩刻星象岩刻。。

大青山上的北斗七星岩刻大青山上的北斗七星岩刻。。

大 青 山 星大 青 山 星
象岩刻周边发象岩刻周边发
现的石器现的石器。。

【见证】

大青山一带古迹众多，在这两处星象岩
刻的南边，从东往西分别有野马图岩画、蟠
龙山岩画、兵州亥岩画、毕克齐岩画；东南距
离旧石器时期大窑文化遗址 22千米，西南
距离新石器时期海生不浪文化遗址 98 千
米，西边距离哈拉沁河1.5千米。

吴甲才说，大青山岩刻题材以星象为
主，两个星系出自同一座山脉上不是个别现
象，赤峰红山文化区域白庙子山的一块巨
石上，也清晰地打磨有北斗七星和参星。

参星是参宿中的重要部分，《诗经·绸缪》
载：“三星在天。”《诗经·唐风》载：“三星，参
也。”中国古代先民在岩石上刻画南北两星象
源于他们对远古星图的长期观测和对星辰的

自然崇拜，同时还可以测季节、定时辰。
古人对于北斗星和参星的崇拜还有很

多出土文物可以佐证。1978年，湖北省随
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绘制有二十八星
宿天文图；2015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靖边县渠树壕汉代墓群中发现了二十八
星宿实物，进一步验证了古人崇拜天星、绘
制天象的传承有序遗风。

“在大青山观天台周边，同时还采集到了
打制的石器，这些石器和海生不浪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遗址的器物在制作方法上有相似之
处。”吴甲才说，这些器物和星象符号可能是
一种本土与外界交流的印记，也反映了本土
部族对大自然、生态、天体变化的初步认识。

自然崇拜 交流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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