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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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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军事防御的建筑工
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
朝修筑过长城。据201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
国长城报告》，我国长城资源分布在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404个县（市、区、旗）。总长度为21196.18
公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长城修
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当时西周北部毗邻
游牧民族猃狁，西周宣王为了防御猃狁袭击，护卫
京都及其以北地区安全，在朔方（今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地区）一带修筑防御城堡。这种由相隔一定
距离的小城堡形成的列城，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
军事防线。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争
霸战争不断，为保证各自国家安全，诸侯列国在各
自边境地带修筑长城，形成了诸侯长城，最早建筑
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长城。诸侯长城的特点是
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不等，史家称之
为“先秦长城”或“战国长城”。

内蒙古境内的长城有7570公里，位居全国第
一，分布于全区的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有战
国时期的赵长城、燕长城、秦昭襄王长城、秦始皇
长城、西汉长城、东汉长城、北魏长城、北宋长城、
西夏长城、金代长城、明代长城。其中赵长城是我
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赵列侯，是晋
大夫衰的后代，和魏、韩一起，三家分晋。疆域拥
有今河北西南部、山西中部、陕西东北和内蒙古河
套地区，最初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赵敬侯
元年（公元前386年）又迁都邯郸（今河北省）。赵
国东邻齐国，东北与燕国、东胡接壤，南面和西南
与魏国为邻，北与匈奴为邻，西与秦、韩为界，西北
有楼烦林胡。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国君，他
12岁即位时，赵国正处于国势衰落时期。在即位
的19年间，常被横插在中间的小国中山国侵扰，
被秦、魏攻伐战败6次，损兵折将、城邑被占、忍辱
削地。同时游牧部落林胡、东胡、楼烦、匈奴乘诸
侯兼并，特别是燕、赵全力御齐防秦的时机经常以
骑兵发动骚扰。

赵武灵王在亲历的战斗中发现，中原的作战工
具和胡人的相比显得特别不灵活，中原将士是上衣
下裳、宽袍大袖、外裹重甲，作战速度不快，战车在
山地如废物一样。而胡人在马背上，则是短衣紧
身、腿着长裤，外套轻坪、弯刀劲弓，如风来去。公
元前307年，为有效抵御强敌威胁，赵武灵王决定

“变服骑射，以备燕、胡、秦、韩之边”，推行“胡服骑
射”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说到底就是向胡人
学习，推行胡人便于骑射服装，学习胡人骑射技术，
废除中原当时传统的宽袍大袖衣着，汰除笨拙的兵
甲、战车，组建一支穿短装、能骑射，以骑代车机动
灵活的骑兵队伍，以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赵武灵
王是一位意志坚定、意识创新、讲求实用、富有谋
略、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他力排众议，坚决进行
变革。他采取逐步推广的办法，带头穿胡服上朝，
先在家族中和朝廷推广，然后推广到官府和军队。
从自身做起，自上而下，先难后易，摒弃了宽袍大袖
装束和笨重战车，在军中推开了身着胡服，乘驾轻
骑，佩以官矢和剑矛的骑兵将士。着胡服就是为了
便于骑射，推行胡服就是为了学习骑射的战斗技
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赵国在逐步推行胡服的同
时，招“骑射”建“骑邑”，开始广泛地招幕能骑善射
之士，在攻取原阳（今呼和浩特金河镇八拜古城）之
后，设置了训练骑兵的基地。同时，不少北方游牧
部落骑士投靠赵国。通过“胡服骑射”这一军事改
革，赵武灵王组建了以骑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使赵
军战斗力迅速提高，在战斗中所向披靡，对外用兵
接连取得胜利，促进了赵国的强盛。

公元前 306年，赵国向西攻略胡地到榆中，
“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国“主胡致其兵”。榆中
即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和陕西西北端，大体在黄
河“几”字弯内东半部。“林胡王献马”即表示诚服，
归属赵国，“赵国主胡”就是由赵国兼管林胡部族；

“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300年赵
国乘开拓北面疆域，出击林胡、楼烦，占据了向北
直到燕国、代地沿大青山、乌拉山南麓向西推进，
疆域扩展到河套边沿，占有阴山地域。据王炜民
著《阴山文化史》载：赵武灵王沿阴山脚下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东起代郡，西至商
阙，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云中郡治所在今托
克县古城村古村，辖境包括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
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地区，及乌兰察布市卓资山以
西、黄河以北地区。雁门郡辖境包括今乌兰察布
市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及山西北部数县，治所
在善无（山西右玉南）。代郡辖今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兴和县南部地区，并修建了九原城，故址在今
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

据高旺著《内蒙古长城史话》载：赵长城的具体
走向是，由河北省宣化境内，经尚义县，跨东洋河，
进入内蒙古兴和县而后走辉腾梁山、大青山南麓，
经乌拉山而直趋狼山。从实地考察看，进入今内蒙
古境内，自兴和西行，经察右前旗、卓资县至呼和浩
特北，沿大青山到达包头，再越昆都仑河绕乌拉山
进入后套平原，然后趋于狼山之中，全长1200里。

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一、促进了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的交流交往，对民族文化融合产生了重
要影响，进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二、改变了中原
的衣冠制度，对中原服装的多样化产生了重要影
响。三、骑兵这种新型兵种从草原走向中原大地，
对古代军队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创了中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是中国古代
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在军事领域相互影响重要
融合的结果；四、马作为古代重要交通工具和战争
利器，以及对生产、生活的便利，对古代中原交通
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五、
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破除因循守旧观念，与时俱
进，敢于善于吸纳不同民族文化的成功典型。它
不仅使赵国强盛，跻身战国七雄行列，更深刻影响
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

战国赵长城与战国赵长城与““胡服骑射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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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斡尔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当中，鲁日格勒舞蹈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民族文化瑰宝，在
现今的“民族歌舞之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种节庆活动
中，鲁日格勒依然是首选的表演节目。鲁日格勒，是跳跃在达斡尔人生命中的音符，是流
淌在达斡尔人血液里的旋律。

达 斡 尔 族 的 鲁
日格勒舞蹈，作为首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是重要的民
族文化符号，绽放着
独 特 而 迷 人 的 艺 术
光芒。

鲁 日 格 勒 舞 者
们 的 动 作 欢 快 有 力
又不失柔美，每一个
步 伐 ，每 一 个 手 势 ，
模 拟 狩 猎 、捕 鱼 、劳
作、挑水、插秧等动作
元素，生动地展现了
达斡尔族人民昔日的
生产生活场景，将喜
悦之情融入到了舞蹈
表演之中；无伴奏的
呼号，充满生命的律
动，是鲁日格勒最鲜
明的标识，在盛大庆
典和日常的聚会活动

中，鲁日格勒为人们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和祝福。

鲁日格勒舞蹈承载着达斡尔
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传承，它
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生动地展
现了达斡尔民族的风情与生活，
是舞台上达斡尔民族形象的立体
展现，是达斡尔族人民勤劳勇敢、
热爱生活、互助和谐、蓬勃向上民
族个性的象征。

“哈库麦勒”(鲁日格勒）歌舞
如同一件“活化石”，穿越时空而
来，对研究和探索北方民族原始
狩猎歌舞发展沿革有重要意义。
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它值
得我们去欣赏、去保护、去传承，
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生
生不息的艺术存在。

鲜
明
的
达
斡
尔
族
文
化
符
号

□
温
智
慧

【一言】

﹃﹃
鲁
日
格
勒

鲁
日
格
勒
﹄﹄
：：
跳
跃
在
达
斡
尔
人
生
命
中
的
音
符

跳
跃
在
达
斡
尔
人
生
命
中
的
音
符

□
本
报
记
者

许
素
红

图为朱朝霞图为朱朝霞（（左左））与徒弟合影与徒弟合影。。

1980 年朱朝霞自编自演
的富有达斡尔族生活气息的
独舞《嬉水姑娘》。

1957年 8月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的朱朝霞，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斡尔族
鲁日格勒自治区级传承人。朱朝霞是伴随着艳丽多姿的达
斡尔族民俗，特别是鲁日格勒欢快的音符长大的。她从小
就看这里的老人们跳鲁日格勒，她童年时代的朋友，也几乎
都是喜欢跳鲁日格勒的达斡尔族女孩。耳濡目染，从稚嫩
童年起，鲁日格勒就让朱朝霞充满了兴趣，成为她为之奋斗
奉献一生的挚爱。

朱朝霞告诉记者，鲁日格勒是达斡尔族妇女最喜爱的民间
舞蹈。鲁日格勒也叫“阿罕伯”“哈库麦”。听老人们讲，鲁日格
勒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篝火旁，它的好多动作是模仿火的燃烧，
而鲁日格勒的意思就是“燃烧”“希望”。

朱朝霞介绍，达斡尔族作为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三少民
族”之一，它的舞蹈语汇非常有特点。鲁日格勒最具有代表性
的特征就是以无伴奏为主的呼号，这种呼号与众不同，能让人
心灵震撼，过目不忘，终生铭记。这种呼号最初来源于原始社
会妇女在家中的舞蹈，后演变成妇女们在田间地头、生产劳动、
闲暇时光中传递出的喜悦之声。这些呼号并非凭空而来，都是
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产生的，是人们模仿布谷鸟等各种飞禽
走兽等万物的声音而形成，它是鲁日格勒最鲜明的标识。

鲁日格勒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朱朝霞说，鲁日格
勒的许多舞蹈动作都来源于生活，比如，洗脸、梳头、照镜子、挑

水、提水……还有
一些动作来源于生
产劳动，比如，采柳
蒿芽、采豌豆、采苞
米、插秧、种地……
鲁日格勒深深根
植于生活的源头
活水，人们跳鲁日
格勒就是在跳自
己，因此，跳的时
候会特别开心，那
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喜悦与绽放。

令 朱 朝 霞 感
动的是，跳鲁日格
勒跳得“最好”的还是民间百姓，有些百姓跳起鲁日格勒很

“地道”，他们的动作虽不像专业演员那样规范，但他们洋溢
出的内心的那种感觉，是最大的亮点，专业演员有时还真学
不到位。朱朝霞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执着地向百姓学习、
向鲁日格勒艺术前辈学习，积极与同行交流，向年轻一代传
授鲁日格勒技艺，一路摸爬滚打走来，日复一日，鲁日格勒
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了。

充满力量的生命“呼号”

在朱朝霞看来，鲁日格勒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对
人们心灵的一种洗礼。在鲁日格勒响亮的呼号中，蕴含着
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在鲁日格勒欢快的
旋律中，人们可以与动物对话，与大地对话，与自然对话，鲁
日格勒表达的就是这种朴素高尚的情感。朱朝霞认为，鲁
日格勒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能让人们团结和睦地在一起，
闲暇的时候，跳起鲁日格勒，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让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还能让人们感受到人与自然、
人与大地的那种亲近感，温暖人生，照亮心灵。

一生致力于鲁日格勒的传扬与传承，鲁日格勒那永恒的
旋律早已融入朱朝霞的血脉之中。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创
始人、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贾作光这样评价朱朝霞：“非常优
秀的北方少数民族舞蹈表演者、创作者，她自编自演的作品
《嬉水姑娘》表演得惟妙惟肖、活泼可爱，表现了达斡尔族少女
天真浪漫的生活情景。”

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斯琴塔日哈评价朱朝霞创作表演
的国家首批非遗舞蹈《鲁日格勒》称：她从生活中挖掘、整
理、提炼的表演风格特别接地气，深受各族人民群众喜爱，
为内蒙古争得了许多荣誉。

1980年朱朝霞自编自演的达斡尔族独舞《嬉水姑娘》，荣
获全国、自治区、盟市“七次十项奖”；1988年她与别人合作创
作表演的《鲁日格勒》参加全国广场舞大赛，荣获“孔雀杯”和
表演一等奖，首次将“鲁日格勒”搬上舞台；1990年《鲁日格
勒》荣获自治区“萨日娜”创作二等奖；2006年第三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会演《鲁日格勒》参加开幕式演出，并获优秀节目
大奖，为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2021年《鲁日格勒》受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组委会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
堂举办的开幕式“璀璨明珠耀中华”非遗部分表演，为国家领
导人汇报演出。多年来朱朝霞编导、创作的“三少民族”舞蹈
作品近百部。

对话大地的心灵洗礼

40年来，朱朝霞始终坚持着收集、整理、挖
掘、创新鲁日格勒舞蹈艺术，向民间老艺人学习
原始舞步、动作、呼号等，现已掌握近百种呼号和
唱法；编导了十几个版本的鲁日格勒，累计向数
万余人次传授鲁日格勒技艺，为鲁日格勒传承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90年朱朝霞受荷兰国家
艺术团邀请，赴荷兰传授鲁日格勒舞蹈艺术。

如今退休已 7年的朱朝霞，仍奔走在鲁日
格勒传承之路上。她说，鲁日格勒等非遗的传
承意义重大，作为非遗传承人，深感肩负的责
任，这是她一生的事业。朱朝霞说，国家加强了
对鲁日格勒的保护与传承，莫旗各乡镇文化站

均培养了大批鲁日格勒人才，该旗腾克、阿尔拉、哈达
阳等民族乡、镇还组建了鲁日格勒表演队。乡镇群众
在茶余饭后都会走出家门，跳起欢快的鲁日格勒，她们
优美的舞姿并不比专业演员逊色。

朱朝霞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鲁日格勒的传
承发展，不能只教动作，一定要在形成作品上下功夫，
一定要有作品成果。有了作品，孩子们和年轻人跳鲁
日格勒才“有的放矢”。所以，鲁日格勒的传承要上升
到艺术领域，否则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鲁日格勒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朱朝霞说，
因为鲁日格勒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向往幸福的愿景，它
能治愈人心，所以广为流传。 （本栏目图片源自网络）

生生不息的传承之路

鲁日格勒是以呼号为节奏，多由女子参加的边呼边跳的民
间舞蹈。这种舞蹈起源于远古狩猎时代，可能是由于达斡尔族
先民围着篝火狂舞而得名。鲁日格勒一般是两人对舞，其他人
围观助兴，达到高潮时多人下场齐舞。每场开始时，以唱为主，
曲调悠扬缓慢，委婉动听，舞者随曲拍滑步慢舞；继而以舞为
主，歌曲转为欢快，舞步随之加快加大；最后进入高潮时，歌唱
变为“哲嘿哲”“德乎达”“哈莫、哈莫”等简短有力、风趣动听的
呼号。对舞者一手叉腰，一手伸开挥向对方，左右手交替动作，
形成双方“对打”“对挡”的架势。2006年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被
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鲁日格勒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古代达斡尔民族在春
意微透的夜里，聚集在村头的草坪上，围绕熊熊燃烧的篝火
手舞足蹈，你呼我唤，劳动之余以舞蹈形式抒发心声，调整
精神，消除疲劳。

随着时代的发展，鲁日格勒得到积极的传承与保护。
近年来，鲁日格勒在北京保利剧院、欧洲文化名城布拉格等
地的舞台上精彩上演。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
一直把鲁日格勒作为品牌节目，其《嬉水姑娘》《鲁日格勒》
《欢腾的山村》《采集》等鲁日格勒舞蹈节目具有浓厚的生活
气息，多次在全国及自治区文艺舞台上绽放光彩。

穿越时空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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