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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大同 最美笑脸”
有奖征集作品选登(15)

卤簿仪仗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用
来体现其权力、地位以及满足出行防
护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主要
由车舆、各类仪仗器物、羽葆鼓吹、
侍从护卫等多部分要素井然有序地排
列组成。唐代封演在 《封氏闻见记》
中云：“卤者，大楯也，以甲为之。
卫士荷兵执盾，分列部伍，著于簿
籍，故名卤簿。”卤簿之名始于秦汉
时期，自汉朝以后，王后、太妃、太
子、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各有定
制。在历朝改良过程中，卤簿仪仗多
有损益，发展规模逐渐宏大壮观，在
隋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之后完备于
明清。

北朝自公元 386 年拓跋珪建魏开
始，到公元 581 年隋文帝建立隋朝结
束，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拓跋鲜卑以及
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权，
是融合了鲜卑、匈奴、丁零、柔然及
部分汉族流民在内的民族统一体。此
外，来自西域各国具有深目高鼻特征
的外国人通过贸易与文化交流汇聚于
中 原 ， 与 这 些 非 汉 民 族 被 统 称 为

“胡”。在此背景之下，北朝时期对卤
簿仪仗制度的改易充分体现出胡汉民
族文化大融合的特征。

据 《魏书》 记载，北魏天赐二年
（405 年），道武帝拓跋珪立足于对汉
制大驾卤簿主体结构的模仿，将鱼丽

雁行的队形更改为与北方游牧民族战
阵形式相似的方阵卤簿，并加入了以
鲜卑骑兵为主的骑兵方阵，增强了防
御能力。“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
令 ， 并 无 增 损 ”（ 《隋 书·志·卷
五》）。北周前期参照 《周礼》 创制了
一套较为单一的卤簿制度，从考古成
果中仅发现执刀仪卫，但灭北齐后，
曾将其保留的北魏卤簿舆格缴藏于中
府，后赏赐给后宫，出现一时之盛。
北齐继承北魏的这套卤簿仪仗制度，
后来又为隋唐所继承，在中国古代卤
簿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
作用。

迄今为止，河北、山西、山东等
地已发掘的北朝墓葬中包含着数量较
多的出行仪仗图，大同地区就保存着
两幅相对完好的图像，时间均早于孝
文 帝 迁 洛 ， 其 中 之 一 是 北 魏 沙 岭 壁
画 墓 ， 另 一 幅 是 智 家 堡 墓 棺 板 画 。
画 中 仪 仗 器 物 、 牛 车 鞍 马 图 以 及 随
行 人 物 等 依 稀 可 辨 。 另 外 ， 表 现 墓
主 人 出 行 的 仪 仗 俑 阵 是 北 朝 随 葬 陶
俑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主 要 包 括 牛
车 、 鞍 马 俑 、 仪 从 护 卫 俑 、 武 士 俑
及 镇 墓 兽 等 ， 也 是 反 映 北 朝 卤 簿 仪
仗制度的实物资料。

在 大 量 导 骑 以 及 大 队 车 马 随 从
簇 拥 下 的 牛 车 出 行 是 自 汉 代 起 较 为
流 行 的 出 行 题 材 ， 也 是 魏 晋 主 流 。
北 朝 时 期 ， 备 有 鞍 具 的 骆 驼 以 及 舞
蹈 、 倒 立 、“ 缘 橦 ”（顶 高 竿） 杂 技
等 百 戏 的 加 入 ， 为 出 行 队 伍 增 添 了
生 动 的 异 域 风 情 。 甚 至 伴 随 着 中 外
交 流 的 密 切 和 上 层 人 士 对 西 域 的 接
纳 程 度 越 来 越 高 ， 用 胡 人 充 当 出 行
仪 仗 显 示 排 场 的 现 象 也 蔚 然 成 风 。
例 如 ， 忻 州 九 原 岗 北 朝 壁 画 墓 中 出
现 了 粟 特 人 在 队 伍 中 承 担 各 种 角 色
的 图 像 。 在 随 葬 的 出 行 俑 阵 当 中 ，
可 见 西 域 胡 人 相 貌 的 军 卒 俑 、 执 事
仪 卫 俑 、 御 夫 俑 及 骑 马 俑 等 ， 充 分
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

具 有 中 原 礼 制 特 征 ， 便 于 凸 显
显 赫 身 份 的 各 类 仪 仗 器 物 在 这 一 时
期 被 完 整 继 承 ， 并 在 北 朝 出 行 壁 画
中 体 现 出 来 。 以 北 魏 沙 岭 壁 画 墓 中
的 车 马 出 行 图 为 例 ， 百 戏 前 方 一 副
掆 鼓 置 于 中 央 起 拱 的 杠 间 ， 拱 顶 张
伞 盖 ， 前 后 各 一 人 抬 鼓 而 行 。 两 辆
牛 车 左 右 分 设 两 组 仪 仗 队 ， 礼 官 身
着 窄 袖 交 领 长 袍 ， 整 齐 排 列 并 依 次
高 举 着 代 表 朝 廷 诰 命 符 信 的 白 虎
幡 、 在 战 争 中 作 为 指 挥 用 的 旌 、 象

征 道 家 神 仙 文 化 中 五 色 云 气 的 华
盖 、 用 于 预 测 风 候 并 占 验 的 相 风 、
用 于 掩 兔 捕 鸟 的 畢 罕 以 及 竿 首 注 羽
或 旄 的 幢 麾 。 这 些 仪 仗 用 具 作 为 古
代 封 建 制 度 的 附 属 品 ， 从 先 秦 典 籍
记 载 起 流 传 千 年 ， 在 当 今 提 倡 保 护
挖 掘 民 族 文 化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应 当 视
其 为 珍 宝 ， 保 留 其 积 极 意 义 和 文 化
艺术特质，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服 饰 是 社 会 文 化 变 革 的 重 要 载
体 之 一 。 反 映 在 北 朝 时 期 仪 仗 出 行
图 以 及 俑 阵 中 的 各 式 人 物 衣 着 诉 说
着 我 国 古 代 服 饰 文 化 演 进 历 程 中 胡
汉 融 合 的 重 要 一 环 。 北 魏 孝 文 帝 迁
洛 前 ， 鲜 卑 政 权 尚 处 于 民 族 意 识 浓
烈 时 期 ， 统 治 者 沉 浸 于 征 服 中 原 的
自 豪 感 中 。 从 壁 画 人 物 图 像 及 各 式
人 俑 中 可 见 ， 仪 仗 中 人 物 一 改 汉 制

“ 上 衣 下 裳 ” 的 传 统 ， 普 遍 穿 着 左
祍 窄 袖 褶 服 配 小 口 裤 ， 头 戴 圆 顶 垂
裙 风 帽 或 加 入 装 饰 元 素 的 鸡 冠 形 风
帽 ， 是 为 标 准 的 鲜 卑 胡 服 样 式 。 后
来 随 着 生 活 环 境 的 改 善 和 对 中 原 气
候 的 适 应 ， 原 先 用 于 抵 御 北 境 严 寒
的 毛 皮 风 帽 逐 渐 改 良 为 材 质 较 为 柔
软 的 软 巾 垂 裙 风 帽 ， 帽 顶 变 低 也 更
加圆润。与汉家文化融合后，出现了

只覆盖发髻而不需要罩住整个头顶的
平巾帻，后被隋唐继承发展为幞头而
得以流传。孝文帝迁洛后，鲜卑文化
的到来也让汉族人民接受了“裤”这
一服装形式。但因无法完全摒弃宽大
袍服的传统 着 装 习 俗 ， 所 以 ， 广 袖
褶 服 搭 配 大 口 裤 开 始 流 行 。 此
外 ， 鲜 卑 统 治 中 原 后 ， 甲 骑 具 装
开 始 大 量 使 用 ， 在 卤 簿 仪 仗 中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宋 书》 中 记 载 ， 刘
宋 朝 时 ， 江 左 直 称 甲 骑 具 装 为

“ 鲜 卑 具 装 ”， 证 实 其 来 源 于 鲜 卑
文 化 。 重 装 骑 兵 的 护 卫 增 强 了 出
行 气 势 ， 使 北 朝 时 期 的 卤 簿 仪 仗
具 有 极 强 的 鲜 卑 特 色 和 军 戎 色
彩 。 发 展 到 唐 朝 时 期 ， 甲 骑 具 装
实 用 性 减 弱 ， 多 起 装 饰 仪 卫 作 用
出 现 在 皇 帝 、 太 子 的 出 行 仪 仗 队
中 ， 已 经 很 少 出 现 在 战 场 。 总 而
言之，北朝出行仪仗的服饰变革既没
有完全继承鲜卑传统服饰，也没有全
盘接受中原地区汉魏服饰，而是融合
了自身传统和汉魏旧制形成了独具新

意的服装搭配。
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导致社会动

荡不安，但政权间的贸易交流未曾中
断。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与
融合，不同地区的文化汇聚于中原大
地，使得北朝文化异彩纷呈又独具魅
力。走进大同市博物馆共享大厅内，
北魏沙岭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复原图
和北朝博物馆中的卤簿俑阵，多元文
化交相融合所碰撞出的宏大气象令人
流连忘返。通过分析每一处细微的文
化特质，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平城时
期这座民族文化融合大都市的独特魅
力 。 胡 汉 文 明 均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参 与
者、缔造者，没有地位高低之分。胡
汉之间生成的合力与其他文明一道无
疑成为构筑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重要
力量，共同诠释出了中华文明的深刻
内涵。与此同时，北朝时期陆上“丝
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大大加强了欧
亚大陆各地区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历
史横向发展的进程，为隋唐盛世奠定
了基础。

北 朝 卤 簿 仪 仗 中 的 胡 汉 融 合
大 同 市 博 物 馆 赵 璐

夜幕降临，古都大同，光影迷
人，这座美丽城市的夜文化盛宴也
披着夜色热闹开启。鼓楼东西街各

种美食小吃、民间工艺品店、非遗
文创店受到游客青睐，酒吧内吉他
弹唱，为远方的客人助兴。街巷里
的客栈、民宿，让“背包客”有回
家一般的温暖。走出鼓楼西街，穿
过钟楼，市井的繁华彰显着古 城 不
夜天的魅力。

线上线下业态联手参与，消费
者 热 情 高 涨 ，“ 夜 经 济 ” 持 续 走
红 。 繁 荣 的 夜 间 经 济 ， 正 逐 渐 成
为 支 撑 消 费 升 级 、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 。 那 么 ， 夜 间 消 费 怎
样 才 能 更 有 后 劲 ？ 管 理 和 配 套 服
务应如何跟上？

“更好地激活古城‘夜经济’，
让 大 同 ‘ 夜 活 力 ’ 释 放 出 更 多 增
长 动 力 。” 采 访 中 ， 不 少 外 地 游 客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心 声 。《中 国 国 家 旅
游》 杂 志 总 监 智 毅 以 西 安 “ 大 唐
不 夜 城 ”、 重 庆 两 江 夜 游 、 西 双 版
纳 “ 澜 沧 江 湄 公 河 之 夜 ” 等 夜 间
体 验 项 目 火 爆 为 例 ， 为 大 同 古 城
夜 间 旅 游 破 题 。 游 客 来 到 大 同 ，
经 过 整 个 白 天 的 旅 游 体 验 ， 已 经
感 到 很 疲 累 了，夜晚逛一逛古城，
最希望得到舒爽的放松，然后回到
酒店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时，古城

夜生活就要挖掘契合游客心理需求
的 独 特 体 验 项 目 ， 以 亮 点 带 动 卖
点 ， 促 进 二 次 消 费 甚 至 三 次 消 费 。
而非遗文创、民间工艺品、特色小
吃、小剧场演艺在这个时候就有了
发挥的空间。

“大同美食，源远流长，特色鲜
明 。 在 成 都 、 厦 门 ， 那 种 鳞 次 栉
比、前店后坊的小吃摊备受游客青
睐，大同古城也迫切需要打造一条
极 具 原 真 市 井 风 情 和 纯 正 大 同 滋
味、能让人们且游且赏且品的小吃
街。”几位在鼓楼东街漫步的外地游
客说。

每 晚 ，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薛 润 福 、
张世海的摊位很聚人气。一个普通
的 蛋 壳 儿 竟 能 雕 刻 出 如 此 精 细 的
工 艺 品 ， 不 少 人 对 薛 润 福 的 手 艺
赞 不 绝 口 ； 一 根 铜 丝 铝 丝 在 张 世
海 的 手 中 灵 活 自 如 地 被 “ 扭 ” 成
各 种 图 案 ， 人 们 对 他 竖 起 大 拇
指 。 鼓 楼 西 街 的 每 一 个 摊 位 的 手
艺 人 都 以 各 自 不 同 的 绝 活 儿 吸 引
着游人。

几 家 四 合 院 式 的 主 题 餐 厅 ，
融 汇 大 同 风 味 ； 风 格 迥 异 的 民 宿
客 栈 ， 精 致 整 洁 ； 古 戏 台 上 每 天
都 有 不 同 的 故 事 上 演 ； 徜 徉 在 小
街 巷 ， 一 个 转 弯 、 一 次 回 头 ， 就
让 你 与 穿 着 汉 服 的 小 妹 妹 不 期 而
遇……不论你从何而来，在这里，
你 的 眼 一 定 是 忙 碌 的 ， 你 的 胃 一
定是喜悦的。

“ 一 座 古 城 ， 应 当 是 既 有 烟 火
气 ， 又 有 书 卷 气 ， 如 此 内 涵 才 比
较 丰 富 。 大 同 古 城 夜 生 活 的 人 气
就 应 该 融 合 多 种 情 感 服 务 。” 金 安

客 栈 内 的 小 书 吧 为 客 人 备 上 了 一
些 图 书 ，“ 只 要 你 喜 欢，可以带到
房间阅读，退房的时候记得还回来
即 可 。” 主 理 人 吴 秀 香 表 示 ， 这 些
细节服务让客人感到温暖。

漫步古城夜市，没有一家特色
书店。为此，本市一位文化界人士
建议，开设主题书店，常态化举行
夜间文化沙龙、读书讲座、新书发
布，书香与古城夜色齐美，可以提
升古城文化品位。酒店客栈内设立
阅报栏、书吧，或者在客房内放置
当地主流报纸，可以让外地游客及
时了解本土文化。

“ 目 前 城 市 夜 生 活 多 以 餐 饮 、
购物等消费为主，夜间消费供给结
构还需进一步优化，顺应消费者由
商 品 消 费 向 服 务 消 费 升 级 的 趋
势 。”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商 学 院 讲 师 王
淑 芳 建 议 ， 应 加 快 培 育 影 视 、 娱
乐、演艺、保健、体育、画廊、艺
术酒吧等服务产业，营造更多夜间
消 费 场 景 ， 丰 富 夜 间 消 费 “ 菜
单 ”， 同 时 鼓 励 商 家 针 对 不 同 消 费
群体，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

另外，古城夜生活配套服务也
要跟上。一方面要延长公共交通运
营时间，保障消费者夜间出行；另
一方面，多方合力共同营造古城夜
生活良好氛围。

在 《中 国 国 家 旅游》 杂志总监
智 毅 看 来 ， 相对于白天走马观花式
的景区打卡，夜晚的休闲消费更有
助于游客对当地文化的感知与生活
方式的体验。通过几天在大同的采
访，她对大同的城市魅力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

古 城古 城““ 不不 夜夜 天天 ”” 释 放释 放““ 夜 活 力夜 活 力 ””
本报本报记者 赵永宏

今年以来，我市把提升文旅服务
质量作为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战略、重要工作，对标对表找差
距，聚焦问题补短板，持续提升全市
文旅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不断增强
广大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和满意度，全力打造文旅强市。

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城市的旅
游公共服务水平关乎其文旅产业发
展质量和城市名片打造。大同市应
当以旅游公共服务为抓手，全力提
升文旅服务质量。

一、落地有服务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文旅振

兴工程，古都大同的知 名 度 、 影 响
力 和 美 誉 度 实 现 大 幅 提 升 ， 大 量
游 客 落 地 后 首 先 急 需 的 便 是 旅 游
公 共 咨 询 服 务 、 全 域 旅 游 交 通 换
乘 服 务 、 智 慧 旅 游 服 务 、 票 务 酒
店 预 订 、 导 游 预 约 、 文 化 体 验 等
方 方 面 面 的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 这 也
是 游 客 感 受 “ 文 化 大 同 、 文 明 大
同 、 微 笑 大 同 ” 的 第 一 印 象 。 但
目 前 我 市 面 临 大 同 机 场 、 大 同 南
站 、 大 同 火 车 站 等 大 交 通 枢 纽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窗 口 无 法 正 常 运 营 ，
全 域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窗 口 布 局 密 度
低 ， 全 域 旅 游 直 通 车 运 营 期 短 ，
智 慧 旅 游 服 务 毛 细 血 管 无 法 触 达

“ 最 后 一 公 里 ” 等 问 题 ， 我 市 应 当
建 立 旅 游 公 共 服 务窗口运营体系，
增加服务窗口布局密度，常态化开
通全域旅游直通车，将智慧旅游服

务深入酒店、景区、出租车等游客
停留处以便游客随时获取。

二、服务有标准
从 旅 游 服 务 窗 口 的 品 牌 形 象 、

人 员 规 模 、 接 待 流 程 、 服 务 规 范 、
旅游产品内容呈现、互动方式、投
诉处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建立流程
化 标 准 ， 做 到 统 一 形 象 、 统 一 服
务、统一产品、统一管理等，旅游
部门可按不同标准分级，考核认定
挂牌。市场层面游客需求早已指向
优质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但旅游
公共服务在某些层面却尚未形成标
准。目前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正与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一起着手建立旅
游公共服务团体标准，进而编制行
业标准，在主管部门指导下联合中
国旅游研究院以及相关院校和行业
资源，拟定标准，推动大同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三、机制有创新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非盈利
性 的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行 业 建 设 ， 将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采 购 旅 游 纳 入 财 政
预 算 ， 通 过 “ 政 府 购 买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 委 托 企 业 市 场 化 运 营 ” 的
方 式 提 升 大 同 市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的
整 体 水 平 。 根 据 城 市 文 旅 的 发 展
需 求 和 游 客 来 同 后 的 需 求 将 旅 游
公共服务项目化。如公共服务咨询
窗口标准化建设、旅游直通车线路
运营补贴、各级旅游集散中心委托
运营、大同文旅智慧平台建设项目
购买服务等。

一个城市对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和内容的建设标志着城市的旅游发
展水平，这就要求我们抓住旅游公
共服务这一着力点，全力提升文旅
服务质量，从而在全国旅游目的地
市场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全力打
造文旅强市。

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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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秀
导 游 展 风
采 ，微 笑 大
同润人心。

市旅游
协 会 导 游
分会 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李炯）为丰富全县
职工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推动全县职
工健身事业持续健康发展，8 月 9 日，
由灵丘县总工会、县卫生健康和体育
局、县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县体育发
展中心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
时代”2022 年灵丘县职工篮球赛在县
体育馆举行。

本次赛事有 24 支参赛队报名参

加。其中，机关事业组代表队 16 支，
企 业 社 会 组 代 表 队 8 支 ，总 参 赛 运
动 员 360 余 人 。 此 次 赛 事 在 灵 丘 县
历 届 篮 球 比 赛 中 规 模 最 大 、参 赛 人
数 最 多 、举 办 规 格 最 高 。 赛 事 的 举
办 有 助 于 强 化 灵 丘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
丰富体育赛事内容，为全县高质量发
展汇聚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作出
更大的贡献。

◀微笑
装点美丽生
活。

市文旅
局 提供

灵丘县举办职工篮球赛

北朝博物馆中的卤簿俑阵北朝博物馆中的卤簿俑阵

歌手在酒吧演唱歌手在酒吧演唱。。

游客在关帝庙广场看演出游客在关帝庙广场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