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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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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方

20 世纪 90 年代，内蒙古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代墓
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
一 尊 具 有 鲜 明 西 域 人 特 征
的陶俑：这尊陶俑的面貌是
高 鼻 深 目、八 字 胡 ，头 戴 尖
顶风帽、身披风衣。为何遥
远 的 西 域 人 陶 俑 会 在 内 蒙
古 鄂 尔 多 斯 地 区 出 土 ？ 笔
者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在
近期考查清楚，原来这尊陶
俑是汉朝西域龟兹属国人的
随葬品。

那么，为何西域龟兹人陶
俑会出现在内蒙古地区呢？

原来，早在 2000多年前，
汉武帝开通了丝绸之路，在
今新疆天山南麓设立了西域
都护府，西域地区正式接受
汉朝管理，为了安置归附汉
朝而来的龟兹人，汉朝政府
在今鄂尔多斯南部设立了龟
兹属国。

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
之一，位于今新疆天山南麓
的丝绸之路上。《汉书》《地理
志》记载：“龟兹国，王治延
城 ，去 长 安 七 千 四 百 八 十
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
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
万 一 千 七 十 六 人 …… 能 铸
冶、有铅。东至（西域）都护
所乌垒城（汉朝西域都护府
所在地）三百五十里。”

而龟兹属国按照古今地
理位置考证，可以确认位于
今 鄂 尔 多 斯 市 南 部 鄂 托 克
前 旗 与 乌 审 旗 以 及 陕 北 地
区一带。

西汉时期建立的属国制
度，是汉朝创立的具有民族
与地方特色的行政建置，为
维护汉朝北疆地区稳定起到
了很大作用。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
载：“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秋 ，匈 奴 昆 邪 王 杀 休 屠
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
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
地为武威、酒泉郡。”

唐朝经学家、历史学家
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
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
国。”由此可见，属国是西汉
王 朝 为 安 置 归 附 的 边 疆 民
族，存其部落名号而属汉朝
在北疆诸郡设置的一种特殊
的行政建制。

在属国管辖地域内，附
汉的各个部族依旧保留本族
官 号 和 部 族 组 织 的 基 本 形
态，在一定的地域内从事畜
牧业生产。在行政上，属国
归西汉政府任命的属国都尉
管理。属国都尉一职，也吸
收各个部族上层人物担任，
这些人物可以担任属国机构
中的各级官职。普通的民众
往往被编入军队，成为属国
骑，随汉军征战。

《汉书》《地理志》记载，
“ 龟 兹 ，属 国 都 尉 治 ，有 盐
官。”这表明龟兹人从新疆东
迁到内蒙古以后，从事咸盐
生产活动，由汉朝政府派遣
的盐官组织进行生产建设，
而鄂托克前旗、乌审旗的盐
池生产的大粒盐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

汉代设在今鄂尔多斯市
的龟兹属国，为开发建设北
疆、维护北方地区的稳定起
到了很大作用，见证了古代
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

见证民族间交融见证民族间交融
的 龟 兹 属 国的 龟 兹 属 国

【北疆印记】

鄂温克抢枢，是鄂温克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项民间民
族体育活动，被称为中国式的橄榄球。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这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并成为国家级非遗技艺。

抢枢作为鄂温克族的传统体育
运动项目，因其竞技性强、趣味性高、
群众参与度广而受到群众喜爱，成为
该民族传统节日和重大活动必不可
少的比赛项目，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之一。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绚丽多姿
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亮丽奇葩；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是我国
民族体育运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传承弘扬好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于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民族
传统体育的内容和形式，增强民族团
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项传统体育运动，有其产生发
展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保
护、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不仅要保护好这项运动本身，还
要保护好其背后蕴藏的深刻文化，挖
掘其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内在因素，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贡献。

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许多人付
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许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通过自己的
长期坚守，发掘整理有关文化遗产的
资料，编写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书

籍，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贡献了力量。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被有关

部门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许多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被列入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的比赛或表演项目。各地举办的丰富多
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比赛，在满足人民
群众欣赏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多姿多彩的各民族优秀文化，承载着各族人民
的美好祝愿，反映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坚
定文化自信，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责任。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需要社会各界付
出艰苦的努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携手并肩，共同
致力于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
践，我们的文化百花园才能更加绚丽多姿，民族文化
才能更加灿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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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枢主要在内蒙古地区流传。
枢，鄂温克语意为销子，是指游牧民族
所用的勒勒车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
加固式木制卡销。抢枢通常在那达
慕、敖包会、瑟宾节等节日盛会上，同
摔跤、赛马、射箭等项目一起进行。

抢枢也是一项集娱乐性、观赏性
为一体的运动，特别适合于山区、草
原的游牧生活，一家人或几个家庭集
中起来进行娱乐与比赛，从老年人至
青少年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参
与，为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所喜爱，是
一个普及面较广泛的民族民间运动
项目。

今年 75岁的鄂温克抢枢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哈森其其格说，抢
枢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有一

个鄂温克族老人名叫扎拉，他们家在
一次游迁过程中，因领头勒勒车的枢
脱落遗失，导致后面多辆车无法行
进。此时天色已晚，扎拉老人说：“谁
要是能找到枢并且修好车，我将好好
奖赏他。”于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头去
找。不久后，小儿子吉嘎哈找到了
枢，大声呼唤大家。力大无穷的大儿
子吉亚希听到消息后，为了立头功，
便同弟弟争夺了起来，最终抢到了枢
并把头车修好。

老人对两个儿子说：“吉嘎哈虽
然没有吉亚希力气大，但他眼疾手
快 ，能 在 月 色 朦 胧 的 星 光 下 找 到
枢。吉亚希虽然没有弟弟反应灵
敏，但他力大无穷，有顽强的斗争意
识，所以两人都应该受到奖赏。”老
人同时教育他们，“你们各有所长，

如果能够团结合作、互相取长补短，
今后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扎拉老
人的教诲发人深省，鄂温克族后人便
把抢枢活动保留下来，成为一项竞技
体育运动。

起源民间 历史悠久

抢枢兼具娱乐性和搏击性，在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它
体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抢枢比赛的规则有着别具一格
的特征，这项运动发展至今，比赛分
为每方 5人至 7人，双方运动员在藏
枢区、前锋区、中锋区、后卫区、车轮
区 5个区域内以合理的技术动作、战
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枢、传枢、接
枢、持枢击轮，完成5个区域的比赛为

一局，以得分多者为胜。抢枢玩法与
橄榄球接近，但是，对抗中融入了蒙
古式摔跤，枢只能用手传递，不能抛、
踢。该运动能锻炼运动员的耐性和
抢枢技能，从而增强运动员的挑战意
识、对抗意识以及灵活应对能力。

抢枢比赛能使运动员熟练地掌
握相互利用、相互配合、相互完善等
多种技巧，从而达到抢枢的实战最佳
效果。

抢枢比赛比较传统，保留的原
始元素比较多，场地设计代表了天
上的星星和月亮；中间梯形主场地
代表了当初游迁途中寻找枢和抢夺
枢 的 场 地 ，保 留 了 古 老 传 说 的 色
彩。比赛能磨练运动员的耐力和速
度，是一项融智力性、竞技性、观赏
性于一体的传统体育运动，具有较
强的地域特色，保留了抢枢世代传
承的原始状态。

保留传统 融合发展

20 世纪 90年代，随着鄂温克族
人逐步迁向城镇，抢枢运动日渐式
微，逐渐淡出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对
它的抢救保护迫在眉睫。为保护和
传承这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呼伦贝
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了鄂温克
族研究会。

1997 年，48 岁的哈森其其格开
始搜集、挖掘、整理关于抢枢运动的
相关资料。在保护整理抢枢项目的
过程中，她和同事们的足迹踏遍鄂温
克族自治旗各个苏木、嘎查，搜集了
大量抢枢项目的相关资料。抢枢运
动起源的民间传说，就是哈森其其格
搜集到的。

她和同事们整理出了抢枢运动
的起源与游戏规则，在此基础上，当
地还多次举办抢枢运动培训班，传播
抢枢运动丰富的文化内涵，创新抢枢
运动的形式和内容。

2000年，抢枢被鄂温克族自治旗
教育科技局列为中、小学普及体育运
动项目，鄂温克中学成为抢枢训练基
地。至今，该旗在每年举行的瑟宾
节、冰雪节等大型活动中都会举行抢
枢比赛活动。

随着抢枢运动的推广，2007年，
鄂温克抢枢被列入内蒙古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鄂温克
族自治旗申报的鄂温克抢枢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09年，哈森其其格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鄂温克抢枢代表性
传承人。

千百年来，勒勒车承载着鄂温克
人，在碧野清风的广袤草原，划过长
长的生命辙痕；进入新时代，抢枢经
过长期发展，又被赋予新的内涵，
成 为 一 种 具 有 一 定 思 想 性、教 育
性、娱乐性、观赏性的民族体育运
动。2023 年，作为一项传统体育竞
技项目，抢枢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项目。

（图片由敖铁林摄影）

积极抢救 不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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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枢争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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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