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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阿拉善”：

从岩画中展开北方民族的历史画卷
本报记者 李 月

山海关古城
柴禾市民俗街开市

8 月 6 日，“八桂烽火 涅槃新生——

广西革命文物展”全区巡展暨南宁首展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幕，为观众带来让

历史说话、讲述广西革命故事的文物精

品展示大餐。

展览分 8 个部分，以太平天国起义、

中法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

义革命、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红军长

征过桂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时间

线，集中展示了近代以来广西人民和革

命先烈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

展览还将走进柳州、桂林、来宾等

广西各地市进行巡展，打造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

动课堂。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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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河古称潍水，发源于鲁中南

山区，向北穿过山东省潍坊市，最

终流入渤海。千百年历史进程中，

潍水河畔的潍坊民众创造和传承

了一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当地党委和政府、传

承人与相关方面把文化遗产的创

新性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借助

“+现代生活”理念，潍坊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呈现勃勃生机。

7 月的最后一天，潍坊的杨家

埠木版年画、潍坊核雕、诸城派古

琴等项目传承人早早来到潍坊十

笏园文化街区。这天，是“十笏园

非遗空间暨潍水非遗合伙人计划”

项目招募集中答辩的日子。

“十笏园非遗空间暨潍水非遗

合伙人计划”由潍坊市文化和旅游

局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起，目标是

在未来 3 年，通过政策扶持打造 30

个非遗项目 IP，建立非遗项目与现

代互联网、新媒体直播、AR/VR 技

术等融合的常态化传播机制和内

容输出平台。

潍坊市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

主任王亦耘介绍，当地通过答辩形

式遴选非遗项目入驻“十笏园非遗

空间”，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后期将

通过政策性补贴、专业化服务、新

媒体流量扶持、互动性传承补贴等

手段，实现入驻项目文化价值、市

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效转化和

提升。

融入现代生活是保护文化遗

产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潍坊借力

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愈发关注的

趋势，积极进行政策引导，旨在让

以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非遗、文

物与更多民众面对面。

从 2014 年全市首家非国有博

物馆获批设立以来，潍坊的非国有

博物馆数量已增至 32 家，藏品总量

约 1.14 万件（套），每年接待观众超

30 万人次。但在运营过程中，一些

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包括政府购

买服务的政策缺位、馆舍运营资金

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潍坊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非国有

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于今年 4 月出

台。这一政策文件聚焦当地非国

有博物馆面临的用地、资金、人员

等困难，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扶持

举措。政策发挥保驾护航作用，但

要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还需

要拉近其与民众的距离。

如今在潍坊，“薪火工程”已实

施 3 年。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全市中

小学生接触非遗推出的举措：文化

和旅游部门、教育部门联合在多所

学校设立传习基地，非遗传承人受

邀进校开设校本课程，相关单位联

合编印非遗普及教材等。

在开设农民 画 课 程 的 潍 坊 市

潍 城 区 青 年 路 小 学 ，校 园 内 每 年

举办的小学生农民画展览会吸引

大批学生家长参观。很多家长认

为 ，学 习 农 民 画 更 能 丰 富 孩 子 的

想 象 力 ，让 他 们 增 强 对 家 乡 文 化

的认同感。

“薪火工程”不仅让非遗走进

校园，也明确鼓励支持学校将非遗

教育课堂延伸到各级、各类文化场

所。到今年初，潍坊已有 20 多家文

化馆、美术馆、博物馆与当地学校

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孩子们与文化

遗产零距离接触的校外教室。

潍水河畔的很多民间艺人曾

走 街 串 巷 ，靠 着 祖 传 的 手 艺 和 执

着 的 工 匠 精 神 传 承 文 脉 。 当 下 ，

这些文化遗产正凭借独特的历史

内涵与人文价值，助力当地群众致

富增收。

走进潍坊市坊子区王家庄子

村，写有“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的

牌楼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潍坊风筝制作基地，年

制作风筝 8000 多万只，产值超 2 亿

元。“潍坊风筝是先辈留下来的宝

贵文化遗产。只有不断适应现代

人的审美需求，才能走得更远。”坊

子区风筝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

表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40 多

年 来 ，王 家 庄 子 村 潍 坊 风 筝 产 业

越 做 越 红 火 。 如 今 ，村 里 很 多 年

轻 人 居 家 开 起 了 网 店 ，网 络 销 售

已成为潍坊风筝走出去的主要渠

道。潍坊市临朐县从今年起开始

举 办“ 临 朐 县 传 统 工 艺 暨 非 遗 博

览会”，目标是通过创新文化遗产

景 点 的 运 营 模 式 ，推 动 非 遗 项 目

在 各 大 景 区 、公 共 场 所 设 立 常 态

化 固 定 展 位 ，实 现 文 化 和 旅 游 的

融合发展。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田

素英说，借助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机

遇，潍坊今年起将对全市文化遗产

资源进行再梳理、再挖掘，尊重非

遗传承人、文化遗产守护人的主体

地位。通过研究现代人的文化消

费需求，让潍水河畔的文化遗产变

成新旧动能转换的“潜力股”。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8月 1日，经清华

大学等 10 所高校大学生设计改造，承载古老关城厚

重历史的 600 年老街——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柴

禾市民俗街开市。这标志着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

保护“活火计划”探路“微更新”有了初步成果。

自 6 月 5 日启动以来，活动吸引全国 20 余所高

校的 4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初评，最终选出 10

所高校的 19 支队伍参与柴禾市设计改造工作，通过

柴禾市的“微更新”为山海关古城保护发展探索新

路。“守护长城乐园”长城创意展、柴禾市里的非遗

市集、柴禾市故事展、柴禾市摊位改造大学生竞赛

作品展和柴禾市菜筐花园五大系列活动同步举行。

柴禾市是一个有着 600 年历史的古老集市，因

山海关关城的兴建而兴盛，有着浓郁生活气息和

文化传承活力。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介

绍，作为长城文化遗产廊道激活行动之长城“活火

计划”山海关站的首发项目，山海关古城柴禾市

“微更新”通过不大拆大建，把当地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细节的方式，做到“修旧如旧”，助力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申报与建设。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郭志清）7月 30日，

由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工商联合会主办的 2019

年文物建筑认养南部片区推介会在运城市河津市

举办。

运城市、临汾市、晋中市、吕梁市、太原市五市

文物部门就遴选的 296 处文物建筑，向与会企业和

个人代表进行重点推介。最终，10 家单位与认养的

河津市关帝庙春秋楼、仓头伯王庙等 10 处文物建筑

所有人签订了认养协议。

根据日前山西出台的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

建筑认养政策，认养者可享有认养建筑不超过 20 年

的使用权，其间，允许认养者依法、合规、适度围绕

认养建筑开展相应建设和经营活动。

2017年 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

案》，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

望工程”。截至今年 7月，全省文物建筑认养（出资修

缮）项目共 62个，吸引社会资金 1.2亿元，其中已完工

项目 23 个、正在施工项目 17 个、拟开工项目 22 个，

还有 10余处有认养意向的文物建筑正在洽谈中。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7 月 31 日，由陕西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和天津博物馆主办的“幽燕长歌——

燕国历史文化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幕。

120 件（组）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

京市文物研究所、天津博物馆、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

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博物院和易县燕下都

文物保管所的展品，集中展示了燕文化的丰富遗存和

最新研究成果。观众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领略大秦

文化风采，了解、探究富有特色的燕文化，通过秦、燕

文化的比较，加深了对东周时期我国古代地域文化的

了解。

展览从建邦与都城、礼制与生活、手工业经济、文

化融合 4 个方面展现燕国历史文化面貌和成就。燕立

国 800 余年，其间几迁都城，统治疆域不断发生变化，

燕文化也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华北

平原通向东北地区的重要通道，燕地成为中原文化与

北方草原文化和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处。

本次展览为期 3 个月，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近年

来策划的“东周区域文化系列展”之一，也是其建院 40

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 （记者李月）8月 4日，在北京光中书院举办

的《光中文化讲座》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

立为现场观众带来题为《中国非遗的保护实践》的主题

讲座。

讲座中，刘魁立结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伦理原则》，为观众详细介绍了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传播

等，并通过非遗保护实例，深入讲解中国非遗保护发展

历程，让观众对中国非遗的保护实践有了深入了解。

刘魁立谈到，非遗保护传播不仅仅是相关单位、机

构的事，也是每一个人应该努力做的事。社会群体的巨

大力量是推进非遗自身发展和非遗发挥重要作用的根

本要素，因此，需要通过传播来扩大民众的非遗知识面，

提升人们对非遗的价值评估和深厚情感，并为未来的传

承人群积累后备力量。

据了解，自 2017年 4月至今，光中书院每月开展公益

讲座《光中文化讲座》，内容涉及文化、艺术、历史、教育

等多个领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授课，截至目前，

已举办文化讲座 30多场。

山西举办文物建筑
认养南部片区推介会

“燕国历史文化展”
亮相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刘魁立做客
《光中文化讲座》

展览展出的岩画实物

本报记者 李 月 摄

日前，“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

展”在内蒙古美术馆精彩亮相。展览通过 25 件阿拉

善珍贵岩画实物、30 幅岩画拓片及 60 枚居延汉简，

再现了古代阿拉善地区的智慧、文明与艺术。

分布广、数量多 勾画“北方民族的历史画卷”

阿拉善，历来为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

的碰撞交会地带，历史上许多民族活跃于此。从旧

石器时代至今，历史遗存丰富，文化脉络绵延不断。

据了解，在阿拉善众多文化遗存中，岩画分布最广、

现存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作画十分精美，被称

为“北方民族的历史画卷”。

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王秋才介绍，本次展览展

出的阿拉善岩画实物内容包括人物、动物、符号以及

狩猎、祭祀、舞蹈等，再现了曾在阿拉善大地上生活

的原始氏族部落，以及匈奴、羌、党项、蒙古族等民族

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场景。

据了解，1985 年阿拉善地区开展的文物普查让

阿拉善岩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后，阿拉善地区

陆续发现了以曼德拉山、雅布赖山岩画为代表的巴

丹吉林岩画群，以巴彦浩特、科学井岩画为代表的贺

兰山沿线岩画群，以及以敖伦布拉格银根岩画为代

表的阴山余脉岩画群。相关岩画线条简洁，既有单

幅形象图，也有组图，以曼德拉山岩画最为集中。

“截至目前，阿拉善调查发现的岩画资源有 100

余处，共计5万余组、10万多个独立岩画。”阿拉善盟文

物局局长景学义说。

岩画不可再生 科技手段加强保护

阿拉善岩画是不可再生的、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是中国岩画和世界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

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阿拉善盟博物

馆馆长张震州告诉记者，由于阿拉善岩画大多数处

在露天环境，且零散分布在山地，时间久了，阳光暴

晒、风沙磨砺、雨水冲击不可避免地对其造成损伤。

“这也给岩画保护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他说。

“将岩画从田野采集到场馆，虽然能保护岩画本

体免遭自然因素影响或人为破坏，但使岩画失去了

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张震州表示，岩画必须在它

固有的地域环境中，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某个区域

内的人类生产生活状态。鉴于此，阿拉善正在借助

科技力量对岩画进行保护。

2018 年，阿拉善盟在巴彦浩特岩画较为集中的

贺兰草原建设了巴彦浩特岩画遗址公园，并通过架

设远程视频监控传输系统，实现了对贺兰草原上所

有岩画文物点的实时监控。据了解，远程视频监控

传输设备采用的是广电微波传输线路，其监控距离

为 3公里，比网络传输更稳定、覆盖范围更大，能有效

解决岩画点多、分布广、看护难的问题。

景学义表示，为了切实保护岩画这一珍贵历史

文化遗存，减少人为破坏，阿拉善盟还将以巴彦浩特

岩画遗址公园为起点，使远程视频监控逐渐覆盖到

阿拉善盟其他旗县的各个岩画点。

加强保护利用 助力文旅融合

为了加强对阿拉善岩画资源的保护管理，全面

提升阿拉善岩画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水平，推动文

物遗址和旅游景区融合发展，阿拉善盟成立了岩画

研究中心，出台了《阿拉善岩画保护管理办法》。《办

法》进一步明确辖区内各级岩画保护管理责任单位

的执法权限，以及各相关部门协同做好岩画保护工

作的具体职责，对单位或个人侵害岩画的各类行为

明令禁止。

近年来，阿拉善着力打造“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国际大通道”和“国际旅游

目的地”。2017 年 5 月，阿拉善国际岩画博物馆在阿

右旗曼德拉苏木的曼德拉山脚下破土动工。“该馆主

体工程已于 2018 年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展陈设计。”

景学义介绍，今后，阿拉善国际岩画博物馆将作为曼

德拉山景区的主题博物馆，也将成为大、中、小学生

的文化教育基地，专家、学者的岩画研究基地以及岩

画艺术遗产的展示基地，对传承弘扬阿拉善岩画文

化、助力阿拉善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旨在进一步加强文化旅游融合，促进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鉴的项目，“美

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已成功申

报 2019 年 度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传 播 交 流 推 广 资 助 项

目 ，并 将 于 今 年 10 月 至 12 月 分 别 在 内 蒙 古 博 物

院、宁夏博物馆展出。景学义表示，未来希望通过

一系列展览、展示以及阿拉善岩画国际性学术研

讨 交 流 等 活 动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阿 拉 善 、喜 爱 阿 拉

善、走进阿拉善。

展览展出的岩画拓片

（阿拉善盟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