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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览文化速览

□鲁芳 张勇亮

杭锦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旗境总面积 1.89万
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面积的 22％。杭锦旗位于黄河

“几”字弯南岸，黄河流经全旗 249 公里，库布其沙漠横亘东
西，将全旗分为沿黄河地区和梁外地区，北为沿黄河地区（简
称“沿河”），紧靠黄河南岸，属黄河冲积平原，是旗内主要的
农耕区。南为梁外地区，属荒漠、半荒漠草原，是旗内畜牧业
基地。杭锦旗处在历史上的“河南地”，自古以来游牧民族与
农耕民族在这里交替留居，共同开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重要区域。

一、自然条件决定该地区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交错发展的地带

大约在距今3500年开始，地球气候明显地向干凉方向转
化。从亚欧草原地带气候发展的总趋势看，公元前1200年到
前 500年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清凉干燥期。在人类生产力
发展的特定阶段，亚欧草原地带气候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游
牧业的产生。随着北方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冷方向变化，家
畜饲养成为原始农耕经济的重要补充，畜牧从农业经济中逐
步分离出来。杭锦旗所在的黄河河套地区，既是欧亚草原东
部的边缘，接近发达的中原农业地区，又因生态环境的特殊
性，促使畜牧业从农业经济中分离的步伐较之其他地区更为
显著。

由于杭锦旗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因素，生活在这里的先民
们，或营游牧，或事农耕，或狩猎，或兼而有之，异彩纷呈，但
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由于经营不同的
产业，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民族体系。经济上的两种类
型，民族上的两大体系，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明特点。

二、纵观杭锦旗的历史文化发展，见证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

（一）先秦时期。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在碰
撞和交往中促进了交融。春秋战国时期旗境为匈奴游牧之
地。游牧文明早期辉煌时代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考古发现数
量最多的在杭锦旗。较著名的主要有阿门其日格乡的桃红
巴拉、阿鲁柴登，达布素壕来墓葬等。这些墓葬随葬有大量
的铜器铁器和制作精美的金银器等。种类有生产工具、生活
用具、装饰品及车马具等，尤其装饰品的数量为多。特别是
阿鲁柴登发现的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
件“胡冠”标本，为研究当时活动于此的匈奴部落社会阶级构
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桃红巴拉墓出土的中原铜斧、
铁刀、丝织品等等，均是当时北方各部族与中原华夏族经济
文化密切交往的实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杭锦旗境属
于赵国。

（二）秦汉时期。秦汉在该地区设置郡县，将其纳入中原
王朝统一政权之下，并加强边疆治理和经济开发，促进了民
族融合。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
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秦朝通过军事进攻、
修筑长城、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措施，加
强对新拓“河南地”重点开发。杭锦旗境属九原郡。第一次
将河南地置于中原王朝统一政权之下，不仅扩大了大一统政
权的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祖国北疆的开
拓奠定了基础。匈奴因此败撤，退居阴山以北的漠北草原，
河套地区尽纳入秦的版图。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
不敢弯弓而抱怨”。

秦末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所迁徙居民逃散，匈奴复居河

套地域。匈奴乘秦末的混乱时机，重新夺回了此前秦占领的
阴山及其以南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大部。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国力强
盛，元朔二年汉武帝发动“河南之战”。卫青击走匈奴属部楼
烦、白羊王部，占据“河南地”，筑城置朔方郡。“公元前 127年
（元朔二年），汉夺取匈奴‘河南地’以后，修建朔方城，置朔方
郡……其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杭锦旗、杭锦后旗、乌拉特前
旗、鄂托克旗一带。朔方郡领三封、朔方、窳浑、沃野、临戎、
临河、修都、渠搜、沃樊、呼遒 10 县。有户 34338，人口
136628。”“已知朔方县城址在乌拉特前旗东南之黄河南岸一
带，境内有金连盐池和青盐池。”通过史料记载可以判断朔方
郡辖境大体在黄河几字弯北端，范围包括今天黄河南岸鄂尔
多斯杭锦旗、鄂托克旗，黄河北岸巴彦淖尔部分地区。朔方
郡所辖范围大部分在杭锦旗，其中朔方县位于杭锦旗境内哈
日芒乃淖尔湖北。另外，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遗址属汉朝西
河郡治所平定县。

两汉在秦朝的基础上，加大了开发力度，以河套地区最
为突出，尤以西汉武帝时最盛。以移民屯垦为中心进行经济
开发；“西河农令”和“朔方农丞”官印的发现证明汉朝派遣主
管农业官员专门负责农业开发；在今天的哈日芒乃淖尔湖，
设立了盐官以规范盐务；考古工作者在霍洛柴登古城遗址发
现的大型铸币工场，填补了北疆地区古代货币发掘与研究的
空白。

西汉对朔方郡、西河郡的开发，扩大大一统政权的疆域，
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王朝在今内蒙古广大地区的有效统
治。带来了社会安定与和平。使匈奴无法在河南地立足，巩
固了北疆安全。两汉时期的河套地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
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人丁兴旺，农牧业不断发展。汉匈民
族间的交往交流融合空前。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晋时期，杭锦旗所处的
黄河南岸生活着许多羌胡部落。东晋十六国时期，旗境曾
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夏政权的属地。南北朝时，先后为
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政权的属地，是防范柔然袭扰的边
防重地，曾为北魏朔州的广牧郡。隋初，在今五原县南设丰
州（后改为五原郡），今杭锦旗属其辖地。唐前期对内蒙古
地区的统辖和管理在行政建制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置
道、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杭锦旗属于关内道，夏州。另
一种是设立羁縻府州，间接管理居住和活动在内蒙古地区
的少数民族；又设立管理各地羁縻府州的都护府和都督
府。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 708年），在黄河北岸置东、中、西
三个受降城，旗境又成为唐朝政府管辖内附“突厥余众”的
区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与民族大融合
的局面出现。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大致有这些：汉末三国，主
要是汉、鲜卑；西晋时主要是汉、羌胡；十六国时期，汉、匈奴、
鲜卑、羯、氐、羌；南北朝时期，汉、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
厥；隋朝，汉、突厥；唐朝，汉、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
契丹。这一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不断丰
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四）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1038年（宋宝元年），李元昊
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王朝统治中国西北包括内蒙古阿拉善
盟、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大部，宁夏和甘肃西北部，达
195年。杭锦旗境属于西夏。西夏经营西北黄河流域，既有
黄河灌溉区农业，也有沙漠式牧业。河套地区的农业和畜牧
业得到发展。公元 1227年，蒙古汗国灭西夏，河套和套西地
区纳入了蒙古汗国管辖范围。元朝时，杭锦旗的梁外地区属
于陕西行省察罕脑儿宣慰使司管辖范围。察罕脑儿宣慰使

司既是元代驿站的枢纽，也是元代鄂尔多斯地区的政治、军
事、经济、交通中心。杭锦旗的沿河部分则为黄河对岸的元
代兀喇海路管辖。多民族的社会构成及农牧结合的经济形
态，依然贯穿于辽宋夏金元时期。

（五）明清时期。公元 1369 年（洪武二年）河套入明版
图。明成祖“五出三犁”，蒙古极度衰落。数十年中内蒙古几
乎无人驻牧。明朝永乐年间，明长城防御体系南撤，河套地
区遂成为牧场。河套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无人居住。河套
成为“空虚之地”，草木深茂，鲜有人迹，生态极佳。一些蒙古
部落进入河套，人数不多，冬春之际乘冰冻河封出入，不敢久
居。春天黄河冰化之前再北上。达延汗，还有达延汗的孙子
俺达汗都曾驻牧于此。明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成为漠南蒙
古右翼诸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达延汗分封，划地驻牧，鄂
尔多斯为蒙古右翼三万户之一。

1636 年，皇太极接受尊号“博格达彻辰汗”，建国号“大
清”。漠南蒙古正式归附清朝。清朝，推行盟旗制度，“内蒙
古”的叫法开始出现，成为漠南蒙古 49旗的统称。鄂尔多斯
部被分为6旗（后改7旗），并会盟伊克召（王爱召），此为伊克
昭盟的由来。清顺治六年（1649年），以杭锦部为主建旗，时
称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清末改为杭锦旗。清末，杭锦旗成为
蒙汉杂居区，这里的各族人民互相帮助，相依为命，共同生产
生活。

三、杭锦旗旗名来源体现的民族融合

“杭锦”系由突厥语“康里”（正音“杭里”）演化而来，意
即“车子”，原是突厥族内部一个势力集团的名称，后为部落
名。六世纪中叶，突厥部落强盛，从阿尔泰山一带扩展到本
旗境内，并吞并了邻近的其他部落，西魏时建立政权。隋开
皇二年（公元 582年），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七世纪中叶被
唐所灭，之后突厥部落人口数量大大减少，有千户居民游牧
于旗境。他们擅长发明创造，能制造各种生产和生活工
具。当时由于战乱他们的多数畜力被唐军缴获，因此他们
制造了一种人力推车，突厥语称“康里得”，能推运一二百斤
的物品，实用于平原地带，比牛、马、骆驼驮运更方便。经过
几个世纪，人们习惯将突厥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称“康里”

“康令”。
公元 1219 年，成吉思汗讨伐西夏时杭锦旗境大部地区

为蒙古部落占据，之后“康里”改称“杭盖”（汉语较好的意
思）。据《蒙古秘史》《蒙古宝典》《宋史》等文献记载，元朝统
治前期境称“康里得”“康里”。清朝统治后实行盟旗制度。
清顺治六年（1649年），以“杭锦”部为主建旗，时称鄂尔多斯
右翼后旗。清末改为杭锦旗，延续至今。从杭锦旗旗名来
源可以看出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及大一统政权促进了内蒙
古地区发展。

通过研究杭锦旗历史文化，不难发现，两千多年来，生息
于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之间，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虽时
有冲突，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和平友好，相互交往，相互
融合，共同发展，追求国家大一统步伐从没有停止，各民族互
学互鉴互融互通从未止步，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
同创造了灿烂的北疆文化。

近日，鄂尔多斯美
术馆举办“芃芃黍苗 暖
城童画”主题特展，吸引
众多市民观看。

“芃芃黍苗 暖城童
画”特展汇集了6位国内
外知名艺术家、11 个公
共艺术项目、500余名暖
城孩子与来自全国的
900多名少年儿童作品。
特展由市文联主办，鄂
尔多斯美术馆携手银川
当代美术馆共同承办。

（美轩）

□董映雪

从线下到线上，这届年轻人越来越爱博物
馆。数据显示，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35岁以下观
众占比超六成，“凤冠”IP全系列产品销售额超亿
元，火热的博物馆文创市场中年轻人是消费主力
军。社交媒体上，年轻人晒“二创”层出不穷，一个
个“文物标本”变成了创意激发器、时光穿越门。

因为鲜活，所以热爱。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活起来”“走出来”，触动了年轻人的文化
DNA。洛阳博物馆里，年轻人在模仿文物“打卡”
中感受跨越千年的情感相通；甘肃省博，文创IP新
空间让文物融入现代生活；江苏南博“小粉炉”
不仅有可触摸的数字展陈，还有自己的文创

“CP”；湖南省博狸猫纹跃入街头“快闪”、来到公
众身边……挖掘文物内涵、创新呈现方式、应用科
技赋能，博物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实践中把文化表达变得更潮流、把
文博展览变为新时尚，实现与年轻人文化需求的

“双向奔赴”。
热爱不息，传承永续。有人提出疑问，诙谐的

文物形象是否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整活”的文博
活动会不会让年轻人的文化体验只是“跟风”？因
为一个IP，爱上一座博物馆；因为一座博物馆，奔
赴一座城。凭借热爱，许多年轻人成为网上“历史
讲解员”、文创设计师，以文物为原型编舞、绘画、
讲故事。从被触动的文化DNA出发，在日用而不
觉中坚定文化自信，又用青春叙事为博物馆注入
更多活力，这是当代年轻人给出的回答。

“文博+社交”“文博+消费”“文博+科技”……
博物馆的“打开方式”更加多元，IP塑造更加深入
人心。年轻人对博物馆的爱不止于逛展打卡，从
文创设计到策展、从深耕研究到数字化传播，年轻
人将为博物馆的发展带来更多青春力量。

（转自《人民日报》）

□何瑛王艳许圆梅

近日，东胜区图书馆与林荫街道文苑
社区共同点燃了一盏不熄的文化灯火——

“书香善治”图书漂流活动。这不仅是千余
册书籍在居民间的温暖传递，更是一次以
书为媒、凝聚共识、深化社区治理创新的生
动实践，为基层善治注入了沁人心脾的书
香力量。

知识之河润泽社区心田

活动启动日，文苑社区活动中心俨然
化作一片流动的“书海”。东胜区图书馆精
心筛选的千余册图书，涵盖文学经典、厚重
历史、实用科普与生活智慧等多个领域，整
齐列阵，静候知音。这些书籍，被形象地喻
为“知识的种子”，其使命并非静卧书架，而
是在一次次真诚的传递中生根发芽，让智
慧的光辉照亮更多角落。

“这活动真正办到了心坎上！在家门
口就能邂逅这么多好书，还能和邻里分享
感悟，精神生活一下子丰盈起来了。”一位
退休老教师手捧文学书籍，感慨之情溢于
言表。年轻的父母们则带着孩子流连于
童话绘本区，精心挑选，期望借由这缕书
香，在孩子心中早早种下热爱阅读的种
子。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漂流规则，强调

“取阅——悦读——分享——回漂”的开
放循环，鼓励居民成为知识传播的主动参
与者，让每一本书籍的生命力在流转中持
续迸发。

书香涟漪激荡共治和声

此次漂流活动，其意义远超书籍的物
理传递。社区精心设置的“阅读分享角”，
迅速成为思想碰撞、情感交融的温馨港
湾。当居民们借得心仪之书后，很自然地
相聚于此，分享阅读的喜悦与启迪。

一位年轻上班族动情地分享励志书籍
的感悟，话语间传递的坚韧力量瞬间点燃
了共鸣的火花。众人围坐，话题从书中情
节延展至现实生活的挑战与应对，如何在
繁忙都市中守护内心的从容与积极，成为
大家热切交流的主题。书香无形中消融了
邻里隔阂，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因共同的
阅读体验而紧密联结，社区共同体的认同
感悄然凝聚升华。

深耕厚植构筑长效书香善治生态

东胜区图书馆与文苑社区深谙，一次
活动的热度需转化为持久的文化暖流方能
滋养社区。双方已擘画长远蓝图，致力于
将“书香善治”打造为社区文化治理的闪亮
名片。

建立常态化机制，图书馆将定期为漂流书架注入“新鲜
血液”，依据居民反馈调整书目，确保知识长河的源头活水
汩汩不息；通过持续浸润，引导居民在阅读中提升素养、在
分享中增进理解、在参与中培育责任，使“以文化人、以书促
治”的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当书籍挣脱静态的桎梏，在社区中自由漂流，知识的溪
流便汇成了滋养人心的江河。东胜区图书馆与文苑社区联
手推动的“书香善治”之旅，不仅让浓郁书香弥漫于社区每
个角落，更在无形中编织起紧密的邻里纽带，培育着公共参
与的精神土壤。

期待这缕书香持续浸润，催生更多社区治理的智慧繁
花，让文明、温馨、充满书卷气息的美好家园成为可感可触的
现实图景。

因为鲜活，所以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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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
鄂尔多斯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

北疆文化

康巴什讯“书已经收到，谢谢康巴什区政协，你们的服务
态度真好，我终于看到家乡的文史资料了。”近日，远在沈阳
市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上学的康巴什籍大学生张凯宣给康巴
什区工作人员发微信说道。

张凯宣家住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雍景紫臺小区，在沈阳上
大学。他特别喜欢历史文化书籍，一直想阅读有关家乡康巴什
方面的文史资料。今年5月份的一天，他放学后在网上惊喜地
看到康巴什区政协编撰出版了一系列文史资料，可眼下无法得
到这些书。于是，他想办法联系到了区政协文史委的工作人
员，希望把书给他发快递过去。有这么热心的读者，文史委立
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凯宣收到书籍后，非常感动，表示一定
刻苦学习，认真读书，回来为家乡康巴什作贡献。

其实，康巴什区政协出版的文史书籍，每年都向政协委
员和各单位包括各街道社区发放了，只是数量有限，有的读
者看不上，有的读者还不知道新书出版信息。今年以来，工
作人员还不断接到市图书馆、优晟物流公司等单位和个人的
索书要求，区政协文史委在满足他们要求的同时，决定适当
增印部分书籍，并举办文史资料推介会，宣传和扩大文史资
料的影响，让读者熟知政协文史资料的价值和意义。

鉴此，康巴什区政协近期开展了一次“读书聚共识 书香
促履职”委员大讲堂暨委员读书活动，100多名政协委员和来
自社会各界的读者参加了读书会。会上，文化文史委工作人
员向大家介绍和分享了新出版的《见证辉煌历程——康巴什
开发建设 20年》文史资料的编撰历程，重温了康巴什开发建

设的辉煌20年，并向大家赠送了此书。参会的读者黄俊杰目
前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以前曾参与过康巴什的建设，拿到
书后非常高兴。在翻阅中，黄俊杰看到书中还提到了自己名
字和相关经历，更是激动万分，称赞说：这本书对康巴什的建
设者太有意义了，非常值得阅读和珍藏。

近年来，康巴什区政协共编撰出版了三辑文史资料，分
别为《机构沿革卷》《教育事业卷》《见证辉煌历程——康巴什
开发建设20年》。以上三辑文史资料都被鄂尔多斯市图书馆
文献科收藏，《见证辉煌历程——康巴什开发建设20年》一书
正在参评2024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优秀出版物。目前，康巴
什区政协正在编撰第四辑文史资料《康巴什企业风采》。

（杜水龙）

康巴什区政协系列文史资料深受读者欢迎

鄂尔多斯美术馆举办“芃芃黍苗·暖城童画”主题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