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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魂 ” 长 城 主 题 征 文 大 赛 获 奖 作 品 选 登 ⑤

“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

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市委宣传部
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大同日报社
大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承办： 大同市图书馆（大同市少儿图书馆）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
大同长城学会、大同市图书馆学会

为推动区域性历史文化研究，进
一步挖掘研究中华民族在大同地区
交流融合的历史脉络，市委统战部牵
头组织相关历史研究人员赴河南深
入 调 研 ，我 市 文 史 专 家 宋 志 强 作 为

“三交”史专家组成员，赴河南深入考
察调研，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宋志强说，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线，认真研究和挖掘大同
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发现“融合”是
大同这片土地上自然携带的历史文
化基因。

宋志强表示，数千年间，北部边
疆先后出现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及
其政权，如秦、西汉时的匈奴，东汉时
的 鲜 卑 ，三 国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鲜
卑、乌桓、高车、柔然，隋唐时的突厥，
宋、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
以及明代的瓦剌、鞑靼等。大同地区

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地
带，是蒙古高原进入中原的孔道，特
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缘环境，决定了大
同地区特殊的发展历程。在隶属于
中原王朝时，大同地区是解决北方威
胁和向西北方向开拓疆域的前 沿 基
地 ，也 是 驻 兵、屯 田、开 发 和 经 营 北
部 边 疆 的 重 点 所 在 ；中 原 王 朝 衰 微
时 ，引 弓 控 弦 的 游 牧 民 族 会 乘 隙 而
下 ，又 会 以 大 同 地 区 为 自 己 适 应 、
统 驭 农 耕 中 原 的 前 进 跳 板 。 从 赵
武 灵 王 胡 服 骑 射 、刘 邦 白 登 之 围 ，
到 道 武 帝 拓 跋 珪 建 都 平 城 、冯 太 后
孝 文 帝 太 和 改 制 ，再 到 沙 陀 部 李 克
用 杀 大 同 防 御 使 段 文 楚 占 据 云 州 、
儿 皇 帝 石 敬 瑭 割 燕 云 十 六 州 于 契
丹 ，辽 建 西 京 大 同 府 ，最 后 隆 庆 和
议 俺 答 封 贡 、蒙 汉 互 市 、晋 商 开 拓
万里茶道，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众

多北方民族于此交往交流交融伴随
始 终 ，特 别 是 隋 朝 的 一 统 和 唐 朝 盛
世，建立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
基础之上。

因此，理清大同地区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历史脉络，对于我国“三交”史
的深入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 有 着 特 殊 意 义 。 基 于 此 ，由 市
委统战部牵头的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 体 意 识 工 作 领 导 组 ，积 极 搭 建 内
部 交 流、学 术 交 流、实 践 交 流 平 台 ，
用走出去、引进来方法统筹协调、上
下 联 动、内 外 联 系、形 成 工 作 合 力 ，
把 大 同 区 域 的 民 族 融 合 、多 元 一 体
和 共 生 共 存 的 历 史 内 涵 挖 掘 好 、利
用好、传承好，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作出大同贡献。

宋志强告诉记者，拓 跋 鲜 卑 作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统 一 中 原 北

方 地 区 的 少 数 民 族 ，其 扬 鞭 催 马 的
身 影 、主 动 变 革 的 精 神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发 展 史 上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 拓 跋 鲜 卑 的 迁 徙 和 发 展 历 程 ，
昭 示 了 一 种 不 畏 艰 险 、开 拓 创 新 的
精 神 ，一 种 兼 容 并 蓄 、有 容 乃 大 的
胸 怀 ，从 平 城 到 洛 阳 这 条 迁 徙 路 线
也 串 起 了 对 拓 跋 鲜 卑 民 族 曾 经 生
活 过 的 两 座 城 市 的 共 同 记 忆 和 情
感 。 今 天 我 们 重 走 北 魏 先 人 这 段
历 程 ，重 温 以 拓 跋 鲜 卑 族 为 代 表 的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以“ 飞 蛾 扑 火 ”之 勇
气 融 入 华 夏 ，感 受 到 鲜 卑 族 为 中 原
农 耕 文 化 注 入 雄 浑 之 气 ，即 鲁 迅 先
生 所 谓“ 唐 室 大 有 胡 气 ”。 从 平 城
到 洛 阳 ，从 云 冈 到 龙 门 ，从 北 魏 到
大 唐 ，可 以 感 受 到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所 激 发 出 的 动 能 ，是 中 华 民 族
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

重 走 北 魏 融 合 之 路
感受拓跋鲜卑人的勇气

——访大同文史专家宋志强

本报记者 崔莉英

十二生肖是我们传统民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先秦时期，人们为了
方便记忆，就将所见动物，诸如鼠、牛、虎、
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民族图腾
——龙，与十二地支相配表示人的出生年
份，到了东汉逐渐形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十二生肖体系，甚至衍生出了较为丰富且
全面的生肖文化，而这些内容不仅见于文
献资料，在考古出土的墓志雕刻、随葬陶
俑以及壁画内容中都有出现，如山西太原
北齐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
墓、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以及河北宣
化张恭诱墓、张世古墓等近 20余座壁画
墓中，均绘制了十二生肖图。

一、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
墓葬

根据大同地区已发布的墓葬考古资
料分析，在壁画或随葬墓志中绘制十二生
肖图像的墓葬目前仅有2座，分别是1974
年在大同城西纸箱厂发掘的辽代壁画墓、
1984年在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发掘
的辽代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

纸箱厂辽墓的十二生肖图绘于穹
窿顶下端，与同期河北宣化下八里辽
墓群、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壁画墓以及
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壁画墓相同，为
典型的人身人面兽冠执笏生肖像，面
部浑圆，双目有神，均身着宽袖两色朝
服，双手执笏，面向前方而立。人物头

戴高冠，冠前各绘一生肖，北壁正中为
鼠，其余生肖以顺时针方向排列形成
十二生肖图像。这种题材的壁画在大
同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中属首次出现，
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在墓
室内彩绘十二生肖的墓葬。

许从赟墓出土的十二生肖图像见
于 墓 志 盖 盝 顶 。 志 盖 中 央 线 刻 双 凤
纹，双凤首尾相接，呈展翅翱翔状，双
凤纹左侧线刻“九游九星”图，右侧刻
画“北斗七星”图，而星宿图外围又饰
四周连续的曲尺纹，在曲尺纹的外围
则是四刹收分的盝顶，每面线刻三个
生肖图，并以顺时针方向为序，等距离
分布于盝顶四周。生肖图形象与纸箱
厂辽墓相同，人物面部浑圆，身着交领
宽袖长袍，头戴高冠，冠前刻饰十二生
肖，双手执笏呈站立状。

此外，2021 年在大同市智家堡村
发掘的北魏吕续墓中出土了一件雕刻
精致的浮雕彩绘石椁，石椁北壁彩绘
鼠头鸟身、牛头鸟身两只神兽，与唐朝
流行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有几分相
似，但该墓未出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
像，应属于生肖形象在墓葬文化中的
早期演化发展阶段。

二、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
肖墓志

除上述许从赟墓墓志中出现十二
生肖图像外，大同地区还有 7 方唐代墓
志也刻饰有十二生肖像，如《李仙及夫
人墓志》《李海清墓志》《杜绾墓志》《尹
旺墓志》《李公墓志》《张翁墓志》《李仙

圣墓志》，其中《李公墓志》由志石与志
盖两部分组成，志盖，中央篆书“李公
墓志”，周围绘“乾”“坎”“艮”“震”“巽”

“离”“坤”“兑”八卦图，盖周以花卉纹
四刹收分，每一区域内线刻 3 个兽首人
身执笏生肖像，以下部中间“鼠”生肖
开始形成顺时针排序。在大同地区现
存的十二生肖墓志中，生肖图与八卦
图相配置的并不多见，目前发现的仅
有《张翁墓志》同为此类配置。

总体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唐代
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像呈现以下两个特
点：其一，十二生肖像以兽首人身执笏
像为主，是早期（北朝）写实动物至晚
期（宋辽）人身人面兽冠执笏像的过渡
阶段，其形象与北京延庆唐侯臣墓、陕
西蒲城唐高力士墓、陕西乾县唐僖宗
靖陵墓以及湖南新化维山唐墓等墓葬
壁画中绘制的十二生肖相同。其二，
十二生肖的配置多由志铭、花卉纹及
八卦图组成，未出现唐辽墓葬中常见
的星宿图，更无其他唐墓与十二生肖
配置的四神图。当然，志盖所绘空间
有限，我们不排除其所属墓葬内壁上
有类似配置图案出现的可能。

三、关于十二生肖图像的配
置分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大同地区
墓葬壁画及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
的配置不尽相同。

纸箱厂辽墓与许从赟壁画墓中出
现的十二生肖图像虽绘于不同的地方，
但与其相关的图像配置基本相同，即十

二生肖图像与天文星宿图一同出现于
墓室或志盖顶部，是宇宙观与时空观在
墓葬文化中的一种反映，体现了墓主与
日月星辰相伴，追求生命永恒的愿望。

四、十二生肖图像的演变与
功能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大同地区
发现的十二生肖图像遗存，在时代上从
北魏一直延续到辽代，期间十二生肖形
象经历了“写实动物像—兽首人身像—
人身人面兽冠像”三个阶段，并逐渐成
为该地区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实动物像”最早出现于北魏，
并一直延续到北周，如 2021 年大同市
智家堡北魏吕续墓出土的彩绘石椁上
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图像就已
经有了生肖像的身影，尽管该墓未发
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但与鼠头鸟身、
牛头鸟身图同时出现的还有玄武、朱
雀、白虎、青龙四神图，这与北齐、唐代
壁画墓中流行的“生辰像+四神像”极
为相似。笔者推断，这类不完整的神
像图，可能是十二生肖图像在该地区
的早期演化发展阶段，是宇宙时空观
在早期墓葬中的体现。

大约从隋朝开始，十二生肖图像发
生了明显变化，以往的“写实动物像”逐
渐被身着宽袖大袍的“兽首人身像”代
替，并在唐代得以广泛传播。在这个阶
段十二生肖像基本脱离了纯动物像，呈
动物拟人化形态。五代时，十二生肖像
由隋唐时期盛行的兽首人身执笏像演
变为人身人面手持动物像和人身人面

兽冠像，其中人身人面兽冠像流行于宋
辽时期，并成为这一时期生肖像的典型
特征。而大同地区发现的生肖像集中
在辽代早期墓葬，且均以人身人面生肖
像为主，如大同纸箱厂壁画墓墓顶出现
的十二生肖像与许从赟墓志志盖上刻
饰的十二生肖像基本相同，均呈“人身、
人面、兽冠”特征。金代以后，大同地区
墓葬中再未发现十二生肖图像，同样，
在本土其他地区的金及南宋以后的墓
葬也未发现类似图像，自此十二生肖图
像彻底消失于墓葬当中。

五、结语
大同地区考古发现的十二生肖图

像表现形式多样，其承载方式主要为墓
志、壁画、陶俑等，式样演变有北魏以来
的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而诸如北魏吕
续墓中出现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
兽，可能为该地区十二生肖“写实动物
像”及“人身兽首像”的艺术源头。到唐

中晚期“人身兽首生肖像”在大同地区
广泛流行，并以墓志的方式保存下来。
辽代时受五代生肖像影响，“人身人面
兽冠像”出现在大同地区的辽代壁画墓
及墓志中。此外，就生肖像立、坐形态
而言，大同地区生肖像受晚唐生肖像影
响颇深，主要以站姿像为主。

从北魏伊始直至辽晚期，墓葬中的
十二生肖习俗延续了近七百年之久，其
与“四神图”“星宿图”或“八卦图”共同
组成了当时墓葬文化中盛行的宇宙时
空观及阴阳五行说，尽管其间十二生肖
图像发生了从“物”到“人”的演变、生肖
配置图亦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表现时
空流转、岁月循环、阴阳互跟的含义未
曾改变。因此，大同地区发现的包括许
从赟墓、纸箱厂辽墓以及诸多唐代墓志
中的十二生肖图像，是我们研究该地区
宇宙观、生辰观以及与其相关的葬俗文
化的重要资料。

论大同地区墓葬壁画及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像生肖像
大同市博物馆 王利霞

“趣云州 过周末”系列主题产品
将 深 度 体 验 云 州 水 土 ，沉 浸 在 山 水
间，看云起云落，寻风味美食，去徒步
挥汗，野到家门口。

寻找 N 位云州人带你体验新玩
法，让“诗”和“远方”更好地联结，共
创美好新生活。让好的故事，真实发
生。

行程简介
私家体验：VIP 套餐黄花咖啡、火

山面包。
热气球户外小课堂，那些你不知

道的奥秘。
云 起 云 落 ，在 云 之 州 ，俯 瞰 这

1500 平方公里的辽阔与 3900 公顷的
辽阔，热气球体验 40分钟。

高空喊话，身边的他/她记录这
告白时刻。

《一起去徒步&露营吧》同款
人生第一次的亲子徒步赛
产品亮点
火山徒步，大同十大经典户外徒

步路线之一。
核心体验：深入火山小众秘境，

徒步挥汗 3公里。
领队靠谱：特别安排一位当地的

徒步向导。
寻味云州：VIP 套餐烧烤&独家

秘制云州味道。
嗨翻活动：一起露营，草地音乐

会&吃茶去。
从徒步开始，不止于徒步。
从露营开始，不止于露营。
关于集合、领队的联系方式届时

将以短信方式通知大家。
“趣云州 过周末”系列产品引入

文 化 创 意 元 素 ，用 文 化 丰 富 旅 游 内
涵，提升旅游品位，让旅游成为难忘
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的初心。形成
兼具文化和旅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
务、新业态，为云州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能 ，这 是 我 们 的 使
命。 集散君

线路预订电话：13613409195或
添加客服微信

趣 云 州 过 周 末
——市旅游集散中心“云州奇妙游”系列产品出台

““牛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神兽 ““鼠头鸟身鼠头鸟身””神兽神兽

壬寅季冬，紫塞朔风，万顷雪飘，千里
冰封。我登嘉峪关，心系古长城。望长城
内外，一片苍茫兮催我感慨；思中华上下,
千古悲壮兮令我鞠躬。嗟乎! 华夏育长
城，风骨感乾坤，茫茫十万里，漫漫两千
春。登世界遗产，五洲闻名；创神州奇迹,
四海传颂。长城者，西起甘肃嘉峪关，东
抵辽宁虎山岭。跨沙漠、穿草原、经绝壁、
越峻岭。如奔腾之黄河，似飞跃之巨龙。
我深含热泪，在长城之残垣断壁中寻找中
华之历史;我满怀激情，在边疆之古村老
镇里倾听父老之声音。遥想当年:如蚁劳
役垒长城，似狼监工吼骂声。忽见秋风扫
落叶，又闻姜女哭长城。

中国古都，天下大同，内外长城护
卫，大小文物簇拥。修筑大同长城者:春
秋秦汉南北朝，隋唐辽金元明清，堪称
长城博物馆，弘扬华夏民族魂。古朴荒

凉而雄伟，挺拔壮美而厚重。天镇李二
口，入晋明长城，工程依山势而建，劳工
靠力气而生。巍巍宁鲁堡，浩浩摩天
岭。土堡烽台林立，长城古村辉映。在
此通道上：苏武归汉，秦皇巡垠，昭君出
塞，拓跋进晋。月华池，玲珑美妙展风
采；圣水泉，清净见素养众生。云冈堡，
石窟群，内外长城围佛寺，上下兵堡闻
梵音。五堡长城，挺拔坚正，守望万年
堂，护持永固陵。嗟夫! 内堡外墩，烽堠
互动,边塞风光，震撼心灵。大同长城，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天下闻名。

壬 寅 季 秋 ，蓝 天 白 云 ，我 访 姜 女
庙，情涌望夫村。登一百许石阶，脚沉
百斤；思两千余岁月，心重千钧。瞻塑
像而念姜女，抚石碑而思大秦。想当
年：一旨筑长城，四处抓壮丁，人人惶
恐，村村难宁。书生范喜良，偶躲花园

逃 性 命 ；小 姐 孟 姜 女 ，巧 遇 青 年 许 终
身。难料成婚十日后，喜良带伤修长
城 ；岂 知 别 夫 一 年 整 ，姜 女 抹 泪 缝 棉
绒。晨色朦胧兮泪别亲人，路途艰辛兮
足履薄冰。夜宿破庙催身冷，路遇大娘
喂饭温。一日抵长城，四处寻亲人。姜
女痛哭长城，泪水大感乾坤。翻天黑雾
卷狂风，倾盆大雨塌长城。

山海关，第一关，姜女跳大海，老龙
展慈颜。黄崖关，第二关，独建八卦城，
夕照显金颜。居庸关，称雄关，徙居庸
徒意，云台聚奇梵。紫荆关，畿南关，一
夫当关口，万人莫向前。倒马关，惊世
人，六郎展雄姿，千古留美名。平型关，
英雄关，痛歼日本军，事迹天下传。偏
头关，奇迹关，黄河会长城，握手丫角
山。雁门关，如石峰, 铭刻杨家将，弘扬
民族魂。娘子关，苇泽关，平阳率大军，
壮士写宏篇。西口关，血泪关，此刻望
风沙，何日回家园？嘉峪关，振人心，遥
途开伟业，雄姿指新程。走阳关，心潮
滚 ，劝 君 更 尽 一 杯 酒 ，西 出 阳 关 无 故
人。玉门关，梦中关，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长城十三关，伟岸千
百春，同沐苍天雨，共养华夏魂！

壬寅季夏，风和日暖。我坐拒墙
堡，心潮卷波澜。烈日晒兮风尘裹倦
身，静心思兮泪眼望残垣。当年卧大
地，北国耸雄关。一台烽火起，百方狼
烟旋。李牧出奇兵，千军拼死战；蒙恬
统大军，万人勇向前。秦皇巡疆土，汉
武察边关。刘邦追匈奴，遭困白登山。
卫青霍去病，驱敌数万里；徐达常遇春，
护国几十年。茫茫风沙烈，漫漫征途
寒。壮士戍边塞，赤胆卫家园。

壬寅深秋，风和日红，劲草摇曳，健鸟
飞鸣。我攀摩天岭，虔心探长城。望高山
而思远古，抚残墙而念精英。当年王昭君，
挺身过长城。以脚写大德，与世留芳名。
朝辞长安深宫，夜驻渭水大营。索桥起舞，
黄河欢腾，皇家车队，浩荡壮行。离秦入晋
历太原，翻山越岭过雁门。颠簸于土道，进
驻于平城。东胜店房弹琵琶思念故土，午
夜时分唱衷曲感动众人。车队经云冈，昭
君宿羊城。长城紧抱五路山，青石深刻马
蹄印。昭君迈出武州塞，热泪抚丽巾；单于
凝望长城口，喜颜劝贵人。越过荒漠，走进
龙庭，男女狂舞，牛羊欢腾。壮哉！草原母
亲，拥抱昭君，千秋美谈，万古长存！

壬寅初冬，天寒地冻，风雪飞舞，

草 木 披 银 。 我 立 杀 虎 口 ，静 心 思 长
城。此口战事繁，碧血染长城。铁马
驮金戈，刀光伴剑影。汉军伐匈奴，东
周 征 猃 狁 。 隋 唐 讨 突 厥 ，明 军 抗 蒙
兵。此口亦商城，清代最繁盛。庙宇星
罗兮古迹似沙，商贾云集兮店铺如林。
一曲“走西口”，百年感世人。血泪洒古
道，悲壮泣天神。“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
也难留，怀抱上个梳头盒盒，我给哥哥梳
一梳头。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
有几句知心话儿，哥哥你牢牢记心头
……”泪眼望风沙，哪里可栖身？万里长
城抱西口，千秋青史载悲情。

浩浩内长城，巍巍恒山岭，相拥凝
大朴，共鸣铸奇闻。三辰照地，登临北
岳 歌 大 化 ；百 善 回 天 ，展 望 南 空 忘 虚
容。混沌茫茫而有道，宇宙浩浩而无
垠。海陆变迁兮坤维崩裂，火烟喷吐
兮地壳摇动。于是天峰突兀，翠屏形
成，禹封北岳，世传盛名。叠嶂拔峙而
动地，悲壮雄奇而感神。秦皇汉武，朝
拜恒岳，将帅征战，史册留名。李白贾
岛，霞客好问。闾钲毓美，米芾开东。
芸芸雅士，纷纷题咏，往昔沁郁，现今
益馨。世界奇观悬空寺，华夏胜境翠
屏岭。路承绝顶，三圣同堂劝凡世；门
架浩天，万人共岭朝大雄。抬困脚兮
而登顶，放醉眼兮而生情。山鸟飞舞，
林涛翻滚，长城逶迤，黄河奔腾，五岳
齐诵，九州共咏，中华盛昌，世界大同！

雄伟雁门关，苍茫内长城，一门忠
勇杨家将，千古壮烈民族魂。想当年：
熊熊烽火起，茫茫朔风鸣，父子媳孙齐
杀敌，老幼将士同陷阵。千古战场金沙
滩，四将众兵死其中。但闻悲鸟号古
木，又见沙场卷狂风。尸骨抱大地，沙
土掩寒身。雾隐李陵碑，风弥两狼岭。
杨业蒙难陈家峪，忠将洒血古怀仁。访
杨家祠于代县，拜忠将堂于古村。抚冷
碑而思远祖，捧热泪而祭忠魂。雁门
关，内长城，一头挑起大漠边关之冷月，
一头连系华夏儿女之热心。写不完兮，
杨家挥汗为民事；诉不尽兮，忠将洒血
报国心。永记中华志，莫忘民族魂！

癸卯仲春，天高云盛。我登新平
堡，心念古长城。叹古堡之沧桑，感历
史之沉重。长城是大山，给人以厚重；
长 城 是 史 书 ，给 人 以 文 明 ；长 城 是 国
画，给人以美丽；长城是组诗，给人以
激情。中华长城：悠久多难而动地，苍
茫壮观而感人。她见证：春秋争霸主，
战国显七雄。嬴政始称帝，楚汉闹纷
争。三国演忠义，两晋写风尘。京华
挺北魏，陪都撑辽金。重镇护明清，天
下盼大同。她见证：抗日解放两战争，
浴血奋战民族魂。她见证：千马扬蹄
奔大道，万人举步跨远程。风雷为我
祖国呐喊，日月助我民族壮行。

（本文获“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
大赛散文类二等奖）

中 华 长 城 赋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