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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

根基。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犁夫

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三座
店村西北、阴河左岸的洞子山顶部及
南坡的三座店石城遗址，西为临河断
崖，北与阴河左岸的山脉相接，南为阴
河河谷，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城”，是
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三座店石城遗址考古发掘项
目获评“2006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之一”，获2006至 2007年度国家文物
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三座店石城遗址是夏朝至商朝时
期的文化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的山城类型，发现于 20 世纪 60 年
代。遗址由东、西两座并列的石城组
成，规模庞大、保存完整、布局清晰。
2005年 7月至 2006年 11月，为配合
赤峰市三座店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内
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座店石城遗
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遗址布局基本属同一层面，总揭
露面积 1万多平方米，包括大城的绝
大部分和小城的全部。大城城址形制
较大，北高南低，小城紧傍大城东侧，
略呈长方形，北、东、南三面均有石的
城墙和马面，西面有一道列石作为大
小城之间的界限。

其地层堆积第一层为表土层，土
色发黄，由风沙沉积形成，包含少许晚
近时期遗存。第二层呈灰褐色，是在
长期的自然营力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地层内包含铁链铜链等战国至汉代遗
存。第三层呈灰白色或浅褐色，为遗
址使用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内包含陶
片、石器等大量遗存。

遗址大城北墙两侧用石块包砌，
中间填黄土，墙体外高内低。墙体外
侧布有 15 个马面，平面大体呈马蹄
状，体量高大。马面石壁与墙体石壁
交错砌筑，坚实紧凑，向上渐收。

大城内发现两条南北向主干道，
其中一条通向中心院落。中心院落南
部建有石砌关门，关门南段两侧地面
各安放一块凿有圆窝的石块，窝内磨
痕明显，为安放门轴所用的门白石，因
此推测关门当时可能装有双扇开启的
大门。地面铺砌石板，踩踏痕迹清晰
可见。

城址内的房址有双圈石砌房址、
单圈石砌房址及半地穴式房址三类，
其中以双圈石砌房址数量最多，单圈
石砌房址次之。石砌建筑遗迹分布在
同一平面，仅在大城东部坡底地区堆
积较为复杂，有叠压、打破现象。双圈
石砌房址平面呈双圈圆形，墙体均用
石块砌筑。内圈为居室，室内有泥土
筑成的居住面，基本保持水平，且较为
平整，个别抹有白灰面。居住面上有
用火痕迹，并留有陶罐、高等器物残
片。柱洞发现极少。居住面一般不止
一层，多者达三四层。内圈与外圈间
为回廊一周，中间多有隔墙。回廊内
发现局部加工的硬面，但与室内居住
面不同，平面不是水平的，有烧烤用火
痕迹。在房址的南侧或东南侧，发现
有台阶状砌石，其上踩踏痕迹明显，可
能为出入房址的通道。

内窖穴平面多为圆形，直径1至2
米。较大的窖穴，底部加工成硬面，有
的垫土，有的抹草拌泥。部分窖穴底
部发现有1至 2个柱洞。窖穴内出土
有陶器残片及石器等。城址内还发现
有少量灰坑，较浅，平面不规则。

遗址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
等数百件，其中多为陶器、石器，骨器
较少，玉器最少。陶器以灰陶为主，分
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有
灰、灰褐、红褐等色，器型有鬲、甗、罐、
瓮、罐形鼎等。泥质陶器型有鬲、尊、
钵等。陶器纹饰以绳纹、绳纹加划纹
为主，还有少量附加堆纹戳印纹等。
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其中磨制石
器多不甚精细，许多为粗经打磨的半
成品，器型有斧、磨石、磨棒、刀、罄等；
打制石器相对粗糙，器型有铲、饼形器
等。骨器数种类有锥、簪、卜骨等。

遗址内还发现岩画3幅。第一幅
为双漩涡纹，局部压在石墙之下；第二
幅为双漩涡纹和折线条纹组成的人面
或兽面纹，刻在通道中央的一块基岩
上；第三幅是一块由密集圆窝组成的
图案。依据岩画在遗址中的埋藏层
位，可以确认这些岩画的作画时间至
少与房址同时期或更早。此外，遗址
还发现两枚刻有类似文字符号的陶
片，每片一个字符，作上下结构，具有
典型的表意特征。

三座店石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夏
家店下层山城性质、辽西地区早期国
家的出现及青铜时代的聚落考古等领
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更深层次的
多学科研究作出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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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五虎图、八骏图、亚洲狮、百猴图……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文化艺术中心，这些似画而又
非画的作品，动物栩栩如生，观者无不惊叹。

这是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作品，叫作察哈尔毛绣，作者是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察哈尔毛绣代表性传承人肖占贵。

“察哈尔毛绣是蒙古族传统手工技艺，以五畜皮毛为原料，通过巧妙的针法和独特的构思，
运用独具特色的栽植技术，在纱网上绣出远古巨兽‘标本’，供人们观赏或制作生活用品。”肖占
贵介绍，2011年，察哈尔毛绣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1年，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
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
人们关于劳作模式、生活方式的文化记忆，塑
造了文化空间。

察哈尔毛绣源于蒙古族毡罽工艺，距今
已有 800 余年的历史，现已列入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几经传
承，在察哈尔右翼后旗蜕变新生。如今，艺术
家通过作品来表现濒临灭绝的动物，更多关
注当下绿色环保主题，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
智慧，更承载了他们对内蒙古的热爱，对草原
古老动物的生命记忆。

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经历大
浪淘沙留存下来的文化资产与传统工艺既是
精妙的创造，也是一代代传承人坚守一生的
精神归属，需要我们用心守护、薪火相传。

如何使其更好地传承与弘扬？要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引进校园，增强不同年龄
段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体验、认
同，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地域性特色乡
土文化；要面向公众开展普及教育，依托博物
馆、艺术馆、传习所等公共文化空间，定期举

办展览、培训，让公众通过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利用科技手段，推动传
统工艺使用的工具、材料等升级换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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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不经一师，不长一艺”的民谚，道出了察哈尔毛
绣传统技艺绵延流传的秘诀。

毛绣已有 800多年历史，分布在我国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北京市等地及蒙古国。

“我父亲在中国对外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同时是
北京比较有名的工匠。1956年，他作为外援专家到
蒙古国乌兰巴托结识了毛绣工艺大师苏日嘎拉图。
那个年代，毛绣手艺不传给外人，但是我父亲在这方
面特别有天赋，苏日嘎拉图便把这项技艺教给了
他。”肖占贵说道。

1968年—1970年，年轻的肖占贵作为知青，在
察哈尔毛绣的诞生地察右后旗下乡。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外出，碰上了白毛
风，刮得昏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还迷路了。当时，
是马把我救了。它把我带回去，不然我就得冻死在
外面。”肖占贵的下乡经历，让他爱上了内蒙古、迷上
了察哈尔毛绣。

“由于历史原因，察哈尔毛绣在中国‘销声匿迹’
几十年。可以说，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毛绣技艺
的第一代传承人。下乡结束后，我返回北京跟随父
亲学习毛绣技艺”，肖占贵回忆。

相皮、辨色、舒皮、勾绒、剪毛、栽植、推毛、上

须、点眼、磨口……24 道技法，肖占贵整整学了 8
年。苦心孤诣的钻研加上天分和热爱，那些原野
上的雄狮猎豹、草原上的孤狼骏马，在他手里一个
个地“复活”了。“父亲说我做的毛绣是活物”。肖
占贵说。

2010年，在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的邀请下，肖
占贵从北京来到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成立了察哈
尔民族工艺有限公司，开设毛绣作坊，让他对毛绣有
了更深的理解。

“希望毛绣技艺能传承下去”。目前，肖占贵培
养出15个徒弟。每周，肖占贵奔波于集宁区全国青
少年培训基地毛绣艺术馆、察右后旗文化艺术中心
毛绣培训基地、商都县残联劳动就业培训基地，先后
培训学员3360人。

2010年，薛秀琴跟随肖占贵学习毛绣技艺。经
过十几年的刻苦努力，已经成长为乌兰察布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察哈尔毛绣传承人。

商都县残联工作人员亚玲表示，非遗技能与残
疾人就业的有机结合，对解决残疾人就业、民族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通
过培训挖掘一批人才，培育一批优秀的残疾人传承
队伍，为他们今后的就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两国三地 延续根脉

“毛绣的制作技法，是先将皮毛鞣制后，根据需
要剪下不同长度、颜色的锋毛，栽植到纱网上，形成
动物轮廓，再给毛绣上的动物安置口、鼻、眼等器官，
最后配置背景和画框。其中最核心的技术，一个是
动物造型讲究形神兼备，另一个是器官制作要求比
例准确，这样才能达到毛绣工艺的4个特点要求：写
实、立体、粗犷、鲜活”。肖占贵指着一幅毛绣作品
说，剪毛十分讲究。长毛、短毛的变化是毛绣立体传
神的关键。不同的色彩变化，就形成了动物的基本
轮廓，再一个是毛质的变化，制作作品的时候，一定
要选择和它相近的毛。

取材于动物再还原为动物，同时要给作品赋予
灵魂，让动物“活”起来，成为一种平面标本，这就是
毛绣工艺不同于其他工艺品的特性。

“毛绣从开始就是一项原生态艺术，传统工艺要
求做什么动物就要用什么毛，然而在倡导动物保护
的大环境下，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了”。肖占贵从辽
宁、吉林、黑龙江到甘肃、青海、西藏，在这些不同海
拔、不同纬度、不同气候的地区饲养的牛、马、羊、犬、
猪等家畜的锋毛、沙毛和绒毛中，找到了可以替代猛
虎、雄狮、猎豹等野生动物的锋毛、沙毛和绒毛，使毛
绣工艺从“死胡同”走向“阳关道”。

经过30多年的探索，肖占贵决定在察右后旗建
设一个以1万年前和工业革命后300多年来灭绝的
300多种动物为素材的主题动物公园。

“希望用毛绣复原已经消失的动物，提高公众保
护生态的意识”。肖占贵说，这一构想已得到察右后
旗和乌兰察布市的大力支持，主题公园正在规划设计
中。其中，8大主题动物迷宫中，蒙古马阵迷宫、山海
经动物迷宫、冰河纪动物迷宫沙盘已经制作完成。

这些动物样品，是肖占贵使用民族传统手工技
艺蒙古毛绣的技法和材料，通过数字化建模、机械化
加工、智能化复原的草原远古巨兽以及近现代灭绝
的野生动物。

2016年，肖占贵和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合作，攻
克皮毛防腐、防紫外线、防水难题，制作出适合不同
环境条件下应用的高仿真机械动物、智能动物、雕塑
动物、科普动物等。

与此同时，肖占贵通过和上海机械设备厂、四川
恐龙文化艺术中心合作，解决了动物机器性能和智
能问题，将生产场地落脚在乌兰察布市全国青少年
攀岩培训基地。

历史浮沉，察哈尔毛绣世代传承，蜕变新生。从
过去只传内不传外，到如今开设察哈尔毛绣培训班；
从过去制作材料与作品形态的严格对应，到如今的
由草原五畜皮毛所代替；从过去的狮虎豹题材，到如
今远古巨兽、家养宠物；从过去平面挂毯艺术，到如
今机械智能立体工艺，察哈尔毛绣与时俱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学习察哈尔毛绣的
队伍中，察哈尔毛绣传承的故事正在不断延续。

科技赋能 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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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绣作品《小狗》。

肖占贵正在制作毛绣作品。

毛绣作品《熊猫》。

毛绣作品《老虎》。

毛绣作品《狼》。 毛绣作品《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