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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夫

“人力车，早在辽代就有了。
前不久，赤峰市巴林左旗在文物
普查过程中，在富河镇富河沟村
北 3.5公里的哈拉海场沟里，发现
一座早期被盗砖室辽代壁画墓，
墓道两壁绘有人物壁画，由于墓
道夯土回填坚固，所以壁画保存
完好，色泽鲜艳。旗文化局组织
博物馆有关同志对壁画进行抢救
性揭取。经过10多天的艰苦野外
工作，已成功揭取，整理展出。壁
画共为 5 幅，墓道南北两壁各两
幅，墓门北侧残留 1幅，内容分别
为备饮、备食和仪卫人物。人物
造型简练、形象生动，是目前发现
的较为优秀的重要辽代壁画作
品。特别是在北壁发现一幅木制
人力车和车夫形象，这是辽代壁
画上的第一次完整出现……”，辽
史研究专家王清煜介绍，巴林左
旗是辽文化的发祥地，是契丹民
族建立大辽王朝诞生地。这次壁
画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历史和
风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王清煜说，辽上京博物馆是
我国唯一的以辽文化为主题的博
物馆，壁画和墓志是其特色。在
馆藏的 20多方墓志中，韩氏家族
墓志就有13方。2007年春，辽上
京博物馆在巴林左旗原野猪沟乡
新房身村收缴了一方辽代汉字墓
志。墓志主人为生活在辽兴宗、
道宗朝的汉族官吏李文贞。墓志
宽 90厘米、高 88厘米，发现时已
残缺，现存9片。志石刻字34行，
原石有字约 1440字，现实际可释
读 1032字。据墓志推测，墓志立
石人应为李文贞之次侄李崇孝。
该墓志为人们了解当时辽上京周
边地区汉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
信息。对墓志、墓志盖上的契丹
大字、契丹小字的破译，为研究契
丹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

契丹文化以本土原生文化为
主体，以中原唐文化为依托，并汲
取西域、东北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内
容，博大精深，恢宏壮观。其中的
壁画更是丰富多彩、题材广泛，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巴林左旗发现的大量辽代
墓葬中，保存着为数众多的精美
壁画。这些壁画以形象生动的笔
触，描绘了契丹民族富有特色的
游牧生活和古代草原雄浑壮阔的
自然景色，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
宝库中的奇葩。辽代壁画多以反
映契丹人游猎、起居、出行、宴饮、
娱乐等生活为主，也有四季风光
等内容。辽墓壁画不仅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还为研究辽代契丹
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习
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代壁画大多出自民间画师
之手，绝少宫廷画那种小家碧玉、
雍容华贵的匠气。在技法上，吸
取了唐、宋以来写实的表现手法，
又有其独到之处，具有强烈的艺
术魅力。巴林左旗这些珍贵的辽
代壁画，有着我国北方草原画派
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
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后世
产生过深远影响。从南宋的《胡
笳十八拍》，到明朝宫廷画家仇英
的《秋原猎骑图》，以及金元时期
墓室中大量出现的宴饮、骑猎、游
猎等壁画，题材上或手法上，多借
鉴北方草原情景和契丹的游牧生
活，“涿州沙上饮盘垣，看舞春风
小契丹”，反映了北方草原画派的
艺术特点。

辽上京博物馆在对馆藏珍贵
文物进行数据采集拍摄时，在几
十年前出土于辽上京遗址北塔天
宫的琉璃瓶内发现48颗罕见佛舍
利子，这一重大发现，对我国唐、
辽、宋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
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走进辽上京博物馆，让人目
不暇接。这里还收藏着巴林左旗
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富河文化”遗存和辽代历史文物
15000件、标本近 10000件，有珍
贵的研究价值，不少文物都是“孤
品”。为开发利用契丹辽文化，打
造契丹辽文化品牌，巴林左旗有
关部门多次精选文物赴广州、北
京等国内外地区展出，提升了内
蒙古的文化影响力。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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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代舞，发源于科
尔沁草原的库伦旗。

1996年，内蒙古库
伦旗被命名为“中国安
代 艺 术 之 乡 ”；2006
年，蒙古族安代舞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安代舞安代舞，，生命之舞
传统的安代舞，有准备、发起、高潮、收场几个

程序，都由“博”来主持。随着历史的发展，安代舞
作为一种民间歌舞艺术传承下来，形成了具有广
泛群众性的文化特征。安代舞具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科尔沁大地，这里的人们

“手握爬犁即农民、拿起彩绸便舞者”。逢年过节、
庆祝丰收、婚嫁喜宴……人们都要跳安代舞。姑
娘媳妇挥舞头巾跳，小伙子脱去马靴光着脚丫跳，
孩子们做着鬼脸跳……通过安代舞，人们尽情释
放男人的阳刚和女人的妩媚，火红的绸巾和热烈

的顿踏，生动地传达人们内心的幸福。
安代舞有强烈的自娱性，通常一人领唱众人

应和，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共同载歌载舞。安代
舞跳起来轻松愉快、简单易学；唱词随编随唱，富
于感染力。各年龄段的人们皆可入场欢跳，没有
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依其音乐的节奏甩巾踏
步，与领唱歌手相应和即可。

安代舞的舞蹈动作有：甩巾踏步、绕巾踏步、
摆巾踏步、拍手叉腰、向前冲跑、翻转跳跃、凌空踢
腿、腾空蜷身、左右旋转、甩绸蹲踩、双臂抡绸等
等，这些优美潇洒的动作，融稳、准、敏、轻、柔、健、
美、韵、情为一体，形成了盛大的狂欢场面，把美和
对美的追求推向了极致。

科尔沁草原流传着一则关于安代舞起源的美
丽传说——

很久以前，科尔沁大草原上生活着相依为命
的父女俩。有一次，女儿得了怪病，父亲用勒勒车
拉着病重的女儿求医，途经库伦旗一河畔，勒勒车
坏了，女儿病情也突然加重，神志不清。父亲在惊
慌之中，摘下头巾袍带，跺脚甩巾，嘴里念着女儿
的名字，希望女儿苏醒过来。有节奏的叫声引来
了附近的乡亲，大家围在勒勒车旁踏起舞、连呼

“安代”。此时，姑娘的病奇迹般好了，她跳下车加
入了舞蹈的人群……这个奇闻不胫而走，越来越
多草原上的人们开始用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抒发
情感。大家围成一个圆圈，手里拿一块绸巾边歌
边舞，人们给这种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安代”。

美丽传说把人们的思绪带进久远的安代舞世
界，而科尔沁草原上的漫漫时光见证了安代舞从
久远一步步走到今天……

来自民间源远流长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是中华文明
绵 延 传 承 的 生
动见证，是连结
民族情感、维系
国 家 统 一 的 重
要基础。

地 处 祖 国
北疆的内蒙古，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各 民 族 交 流 交
往交融的热土、
不 同 文 化 碰 撞
融 合 的 舞 台 。
在 不 断 交 流 交
往交融中，各族
群 众 共 同 创 造
了美好家园，共
同 创 造 了 多 种

文化形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蒙古族安代舞就是其
中之一。

安代舞是起源于内蒙古通
辽市库伦旗的一种蒙古族原生
态舞蹈，享有蒙古族舞蹈艺术
之“活化石”的美誉。2006 年 5
月 20 日，蒙古族安代舞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我国民间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如何让安代舞这颗“活化
石”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
风采？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立足自治区党委打
造北疆文化品牌的要求，不断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
头活水，不断从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和力
量，深入推动包括安代舞在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
护传承，深入推进这些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为推动北疆文化品牌建设、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贡献力
量，让安代舞这颗“活化石”在新
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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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安代舞透射出昂扬的生命之美安代舞透射出昂扬的生命之美。。

安代舞安代舞，，发源于草原发源于草原。。

顿足踏步顿足踏步，，彩绸翻飞彩绸翻飞。。

安代舞让生活充满阳光安代舞让生活充满阳光。。

□本报记者 许素红

安代舞被称为蒙古族集体舞蹈的“活化石”，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渊源。它是内蒙古歌舞艺术殿堂
里的一颗明珠，是内蒙古耀眼的文化标识之一。

已年近 80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
古族安代舞代表性传承人——那仁满都拉，从小
与安代舞结缘，他这一生不仅是唱安代舞、跳安
代舞，更是在研究安代舞。他向记者介绍，“传统
安代舞以唱为主，伴以舞蹈动作，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传承历史，是流传于通辽市周边地区的一
种原生态舞蹈。”

1946年出生于通辽市库伦旗的那仁满都拉，
从12岁起就开始跳安代舞。那时，那仁满都拉的
爷爷和舅姥爷都是当地闻名的民间艺人。受长辈
们的影响，他在小学还未毕业就练就了一身唱跳
本领，还加入到安代舞团，时常到生产队劳动现场
进行慰问演出。

“演出时看到长辈们脸上露出的笑容，那是我
童年最美好的回忆。”那仁满都拉向记者介绍，在
那个物资匮乏却幸福感爆棚的年代，安代舞摆脱
旧俗的桎梏，形成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民俗活动。
安代舞文艺工作者不断进行着审美升华的努力并
使之走向舞台。再加上研究者深入实地，对传统
安代舞进行搜集整理，舞蹈编导们不断地汲取民
间养分并大胆创新实践，使安代舞以崭新的面貌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在安代舞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有一位颇具

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当年被称为“第二代”安代
舞民间艺人的额尔敦巴拉。

从1957年，额尔敦巴拉老艺人把安代舞作为
歌舞艺术节目搬上舞台后，受到大家的关注。大
批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地考察，向老艺人拜师学
艺，学习安代舞艺术。自 1957年以后，安代舞就
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1958年，额尔敦巴拉将安代舞跳到了北京，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1959年 8月，安代舞走出国门，受蒙古国邀请参加

“中蒙友好岁月”活动。
那仁满都拉向记者介绍，“20世纪50年代后期，

安代舞分为‘传统安代’和‘新安代（安代舞）’两种。”
新安代舞是传统安代舞社会发展的演变，是以娱乐
为目的并且具有审美性的歌舞艺术，是蒙古族舞蹈
艺术形式中保存最完好、历史最久的舞蹈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安代舞也从“传统安代”中剥离
出来。安代“博”成为了民间艺人，安代舞也成为了
真正的舞蹈艺术。置于早期安代场子中央的木杆
或断车轴不见了，因此人们不再面向圆心围着圆圈
跳舞了。安代舞的道具由以前的铃鞭、毛巾、裙襟
发展成了红色的绸巾，现今发展成为黄、绿、粉等多
种颜色。安代舞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自娱形式。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并演出了
《安代之歌》，安代舞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内蒙古
艺术活跃于舞台之上。

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如今的安代舞充满时代气息，具有浓厚的北
疆文化风貌和健康活跃的艺术特色，已演变为人
民健身娱乐的绝佳方式，是内蒙古民间艺术宝库
中光彩夺目的“奇葩”。

安代舞作为珍贵的民间艺术，它的曲调繁多，
适合于表达各种感情，烘托不同的环境气氛。安
代舞的音乐在调式、曲式、节拍、节奏、旋律进行等
方面均有其独特的特点，节奏清晰而强烈。安代
舞者手中的彩绸随着舞步向下甩去，再向上扬起，
舞至高潮时，顿足踏步如同万马奔腾，起伏跌宕但
见彩绸翻飞。

在那仁满都拉看来，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蒙古族安代舞具有鲜明的北疆特色、民
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内蒙古北疆文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弘扬内蒙古民
间歌舞艺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传承好安
代舞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与传承意义。

那仁满都拉告诉记者，国家对保护传承蒙古
族安代舞采取了有力措施，非遗传承保护部门制
定了安代舞自治区级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培养计划，确保安代舞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
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

那仁满都拉对安代舞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信
心，他说，安代舞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普及，是
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目前，仅在“中国安代
艺术之乡”库伦旗就有安代舞队200多支，库伦旗
的每个嘎查、每个村几乎都有安代舞队，安代舞已
真正融入了人民群体的文化生活，使这一传统民
间艺术得到了发扬光大。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安代
舞代表性传承人，那仁满都拉对安代舞的传承与
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安代舞原本是一种
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但在安代舞的发展历
程中，渐渐趋向以舞蹈为主的表现形式。他认为，
安代舞的发展还是应该保持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
艺术特色，在唱跳结合这个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安代舞这一民间文化艺术生生
不息。

从稚嫩童年起就与安代舞结缘的那仁满都
拉，对安代舞充满深厚的感情，安代舞已成为他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说，安代舞透射出
特有的生命美和感染力，安代舞让他的一生乐观
向上，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热爱，他的人生因为安代
舞而精彩。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