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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统战部近日组织我市文史
学者赴内蒙古考察调研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印记，并赴鄂尔多斯青铜器
博 物 馆 ，探 寻 青 铜 光 华 中 的 交 融 密
码。

大同文史学者温鹏毅认为，青铜
器文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形态，
它记录着特定时空范畴内发生发展
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突出的地
域性与标识性。通过器形、纹饰、铭
文，可以清晰地勾描出不同民族间经
济互为依赖、风俗互为影响、文化互
为传播的交融画卷，它所呈现的历史
语言真实清晰。

温鹏毅说，浑源李峪青铜器 举 世

闻 名 ，从 浑 源 李 峪 青 铜 器 中 可 见 文
明 交 融 裂 变 出 的 成 果 。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浑 源 地 处 晋（赵）、燕 与 北 方
草 原 民 族 交 错 地 带 ，李 峪 青 铜 器 具
有 明 显 的 多 元 文 化 交 融 的 面 貌 ，它
的 器 形 以 晋 式 青 铜 器 式 为 主 ，在 造
型 与 纹 饰 上 兼 融 燕 式 与 北 方 草 原
青 铜 器 特 点 ，这 一 表 像 在 现 存 于 上
海 博 物 馆 的 鸟 兽 龙 纹 壶 上 表 现 十
分 明 显 。 鸟 兽 龙 纹 壶 周 身 布 各 类
花 纹 ，装 饰 用 动 物 形 象 38 个 ，多 缠
斗 造 型 ，具 有 典 型 的 北 方 草 原 文 化
特征，说明 2500 多年前大同地区的中
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已发生深刻的互
鉴互融。

鄂尔多斯青铜器作为中国北方
青铜器的代表，以造型生动、小巧精
致 、实 用 性 强 为 特 点 ，其 年 代 跨 度
大 ，目 前 考 证 的 起 始 年 代 约 为 商 早
期，距今约 3500 年，兴盛于春秋战国
时 期 ，至 西 汉 中 期 结 束 。 按 用 途 可
分 为 兵 器 、工 具 、装 饰 品 、生 活 用 具
及车马器四大类，器形多以短剑、铜
刀、箭鏃、饰牌为主。鄂尔多斯青铜
器与中原青铜器的交融互动清晰可
见，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虎
豕咬斗纹金饰牌”，图案为浅浮雕的
猛虎与野猪咬斗的画面，猛虎在下，
粗 壮 的 前 肢 撑 起 ，张 着 大 口 用 力 咬
住野猪的身体，体态神情栩栩如生，
系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品之作。其饰
牌边缘处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

“ 胡 寺 豕 虎 三 ”等 字 样 ，刻 字 风 格 与
衡 制 单 位 显 然 受 战 国 时 秦 制 的 影
响 。 这说明，加工铸造金饰牌时，中
原度量衡制度、书法及金属加工工艺
已到长城之外，标注出“中原匠艺”的
痕迹。

青 铜 戈 是 古 代 特 有 的 兵 器 ，有
“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荣耀。青铜
博物馆馆藏的朱开沟虎头内戈，外形
与中原兵器戈相近，装饰方面却保留
着草原文化中的虎形图案，说明当年
铸造时，中原器形与草原审美已有机
融合。该馆的匈奴金凤冠，出土于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凤冠
上 部 由 云 形 金 花 片 、嵌 蚌 金 饰 片 组

成，下缘围绕长余云纹形金片与串珠
构成的流苏，配水晶、玛瑙加工而成
的项饰。饰片中的鹿纹属典型的草
原文化装饰，但凤冠整体形制为中原
文化特色。

温鹏毅告诉记者，在殷墟出土的
一些青铜礼器中发现草原特色鲜明
的花纹，说明商朝时期草原文化与中
原文化已有交流。从鄂尔多斯高原
向东南，过黄河，经由今天的三晋腹
地，过中条山，即到达中原地区。正
是这条通道，鄂尔多斯的青铜器与中
原青铜文化接触，开启交流篇章。近
年来考古证明，交流的内容除技术工
艺外，还有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并
且 双 方 曾 进 行 数 量 众 多 的 实 物 交
易。这一点从晋北出土的青铜器可
见一斑，同一地区的青铜器中既有殷
墟式的青铜礼器，也有北方草原青铜
兵 器 ，经 常 可 以 看 到 鼎 、鬲 、罍 、觥 、
爵、觚、盘、短剑、管銎斧、兽首刀在一
个地方出土。

鄂 尔 多 斯 青 铜 器 之 所 以 包 含
如 此 众 多 的 民 族 交 融 元 素 ，与 其
地 理 位 置 不 无 关 系 。 长 期 以 来 ，
中 原 政 权 与 游 牧 势 力 围 绕 这 片 土
地 曾 有 过 多 次 碰 撞 ，以 致双方民众
大 量 聚 集 。 和 平 时 期 ，顺 应 平 稳 发
展 的 需 要 ，经 济 社 会 交 往 交 流 频
繁。在中原青铜技法进入草原的同
时 ，草 原 文 化 元 素 也 嵌 入中原王朝
的礼器规范中。

探 寻 青 铜 光 华 中 的 交 融 密 码
——访大同历史文化学者温鹏毅

本报记者 崔莉英

白登山，位于大同市区东北，俗称
“马铺山”，它因汉初“白登之战”而始
见于史料，闻名于两汉。近年，在白登
山上发现了一些汉代遗迹，山下西面
发现早于北魏时期的夯土墙遗迹。山
上和山下的这些遗迹有什么联系，在
历史上属于什么性质，本文试作一些
探讨。

一、白登山汉代遗迹
白登山西南距大同市城区明代古

城约 3 公里，西临御河，北靠采凉山。

山体底部为花岗岩风化而成的砾石，
表面上覆盖了一层不均匀黄土层，属
于丘陵地貌。山体结构大致可分东、
西两部分。西南部分顶面较平缓，四
周边缘占地广大。顶部发现一处汉代
方形夯土建筑基础。东北部分是由西
南向东北经过一段山脊通向一个隆起
的小山峰，为白登山最高处。上世纪
90 年代，在峰顶还可见到早期的包括
汉代时期的陶片瓦片，现被纪念性的
水 泥 建 筑“ 汉 阙 ”、水 泥 台 面 等 所 覆
盖。峰顶向北降低，远处与采凉山相
连，可见白登山实际上是采凉山延伸
出的一条余脉。

（一）白登山西台遗址：位于马铺
山 西 南 平 缓 的 丘 冈 顶 部 ，海 拔 1255
米。向西与上皇庄、安家小村东西一
线 的 北 魏 苑 墙 遗 址 、大 沙 沟 相 对 齐 。
东 北 距 东 台“ 汉 阙 ”直 线 距 离 约 670

米 。 遗 址 现 存 一 个 方 形 夯 筑 建 筑 台
基，侧面看呈梯形，高约 1 米，四面底边
较宽阔，外跨近 2 米（因为未解剖，所以
外跨部分中应包含散落堆积土，不是
夯土台实际宽度）。夯土台顶部平面
南北宽 16 米，东西长 15 米，底部南北
宽 20.5 米，东西长 19 米。台东侧正中
有斜坡踏道，长约 4.5 米，宽 2 米。踏道
所指方向为东偏南 10 度，整个夯土台
的方向也是如此。

从 西 台 西 部 边 缘 的 局 部 观 察 发
现：夯土为五花土夹砂，土质较疏松，
平面平坦但不光滑，似经过专门工具
平整过，看不出明显的工具痕迹，夯层
厚 12 厘米至 18 厘米。此外在西台西
侧发现一夯土遗迹。东距西台西缘约
3 米远，低于台面约 50 厘米，厚约 50 厘
米。露出 5 至 6 层夯土，夯层厚 12 至
18 厘米不等。夯土土质为沙土，不见
五花土掺和的现象，偶见一两块白灰
粒 ，无 深 浅 土 掺 和 的 现 象 ，系 就 地 取
材。平面很平坦，似用专门工具平整
过，平面干裂，可能与土质有关。解剖
夯层，发现一直径约 6 至 7 厘米的夯窝
一个。

夯窝呈喇叭形，底部略平，斜壁向
上，边缘不明显，推测为“馒头石夯”所
为 。 这 可 能 是 夯 土 台 外 围 的 夯 筑 地
面 ，有 待 于 今 后 进 一 步 正 式 发 掘 了
解。在夯土台附近，发现较多散落的
绳纹、布纹、瓦棱纹的瓦片，以及抹断
绳纹、旋纹的陶片。

（二）白登山东台遗址：位于马铺

山 东 北 方 向 小 山 峰 顶 部 。 海 拔 1286
米。1993 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在此立
了 一 座“汉 阙 式 ”碑 亭 ，碑 阴 辑 录《史
记》《汉书》等内容，详细记述了“白登
之 战 ”的 经 过 。 原 始 遗 迹 现 已 被 覆
盖。1992 年至 1997 年间峰顶的早期
夯土遗迹和地面遗物均可见到，由于
遗址遗物非常重要，所以这里进行部
分追记。部分遗物为当时所采集，近
期采集的只是一少部分。

位于峰顶的遗址呈长方形平面，
部分地面为后期填平所致。南北长 41
米，东西宽约 31 米。平地中央靠东有
一个残缺的略呈长方形夯土高台。台
高 1.7 至 2 米，褐灰色夹红色砂砾夯土，
夯层厚 14至 20厘米不等。

平台面四周有低于平台 2 米、自身
残高近 2 米的围墙围绕，墙由内、外并
列的各宽 1 米的两种夯土构成，外侧墙
斜靠在内侧墙上。

外侧墙的夯土呈浅黄色五花土，
夯 层 厚 13 至 21 厘 米 不 等 ，含 钙 质 结
核；内侧墙夯土较低矮，部分甚至低于
外墙底部，明显偏早，褐灰色土，较纯。

东台遗址从形态分析，中间夯土
台、四周围墙的结构似乎与明代烽燧
相近。但是存在部分褐色夯土迹象，
同时地面发现了较多的早期陶片、瓦
片等遗物。所以也不排除有较早遗迹
部分存在的可能。

二、白登山遗迹与史料记载的关
系

（一）关于白登山和白登台：白登

山的名字最早见于《史记·匈奴传》中，
即发生在平城的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七
日之久的“白登之围”事件：“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
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
相救饷。”《史记·高祖本纪》也有相似
记载：“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
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
赵 将 赵 利 为 王 以 反 ，高 祖 自 往 击 之 。
会 天 寒 ，士 卒 堕 指 者 什 二 三 ，遂 至 平
城 。 匈 奴 围 我 平 城 ，七 日 而 后 罢 去 。
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其中为《史记》注释的东汉学者服虔提
到：“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 三国
魏 人 如 淳 解 释 说 ，白 登“ 平 城 旁 之 高
地，若丘陵也”。七里之距，大约是指
汉平城到白登山山脚下的距离，并不
是指从平城到达山上白登台的距离。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如浑水》中提
到：“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
也。台南对岗阜，即白登山也”。北齐
赵穆叔《赵记》说白登山即“平城东七
里有土山，高百余尺，方十余里”。至
初唐，颜师古说白登“在平城东山上，
去平城十里，今其处犹存，服（虔）说非
也 ”。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所 修 的《大 同 府
志》中 说 ：“俗 名 马 铺 山 ，西 距 府 治 七
里”。

由此看来，历代文献对白登山、白
登 台 与 平 城 之 间 的 距 离 描 述 有 所 不
同，而且还发生争议。东汉服虔提到
的白登台去平城七里，实际上是指白
登山脚下至汉平城的距离。而北魏郦

道元描述更为准确，即平城也指汉平
城，到十七里的白登台，即指到达现在
白登山东北主峰的距离，上面才有白
登台故址。同时明确指出“台南”的山
岗即白登山。

唐代颜师古的去平城十里，“今其
处犹存”，很可能是白登山西南地势较
缓的山岗，而且上面有遗迹，与现在发
现的汉代方形建筑基础为同一地点。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所 修《大 同 府 志》中 所
说：“俗名马铺山，西距府治七里”。同
样是指马铺山（即白登山）脚下与明代
大同城的距离。

（二）山上遗迹与山下早期夯土墙
的联系 ：白登山西南山顶上的汉代方
形建筑基础遗迹，与白登台无关。它
与西面山脚下早期夯土墙虽然在一条
线上，但是并非军事气氛很浓的建筑，
更像一座汉代用以观光或纪念性“亭
堂”类建筑。

东 部 山 峰 上 发 现 的 汉 代 或 更 早
时 期 的 瓦 片 、陶 片 ，证 明 早 期 曾 有 建
筑。史书中的“白登台”位于此处，很
可 能 有 瞭 望 观 光 和 军 事 警 备 之 类 性
质。

（三）与平城的联系：大同操场城
近年发现了汉代平城县城 址 许 多 遗
迹 材 料 ，周 围 有 大 量 的 汉 代 墓 葬 环
绕 分 布 。 作 为 雁 门 郡 东 部 都 尉 的
平 城 县 ，在 地 方 军 事 上 具 有 举 足 经
重 的 作 用 。 位 于 其 北 部 的 白 登 山
遗 迹 所 发 现 的 遗 迹 ，一 方 面 由 于 是

“ 高 祖 被 围 处 ”具 有 警 示 、防 备 北 方
游牧民族侵扰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具
有同时联络代郡、雁门郡之间信息的
烽堠作用。

（转载自《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8 年 8 月 第 32 卷 第 4
期）

白 登 山 汉 代 遗 迹 调 查
大同市博物馆 崔长春 曹臣明

本 报 讯 （记 者 赵永宏） 8 月 13
日，开封市明朝历史文化研究会代藩
专业委员会在我市举行成立大会。我
市文史专家学者以及开封市明朝历史
文化研究会研究人员等 60 多人参加成
立大会。

大同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中国十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建筑更是极富内涵。从明
洪武五年(1372 年)，大将军徐达在辽
金元旧土城的基础上增筑大同城，到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第

十三子朱桂藩镇大同，称代王，在大
同府城和阳街北建代王府，其建筑格
局之宏大，建筑形式之多样，建筑工
艺之精湛，在众多中国古都中十分罕
见。九龙壁景区与代王府景区交相辉
映，成为一大旅游亮点。为此，开封

市明朝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我市成立代
藩专业委员会，旨在进一步挖掘、整
理、弘扬大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两
地明史研究学术和文化交流。

开封市明朝历史文化研究会代藩
专业委员会是我市明史研究者、爱好
者自愿自发组织而成的非营利性民间
学术组织，隶属于开封市明朝历史文
化研究会，其研究内容包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明朝历史文化、家谱家族、
宗祠文化的研究，以及先圣先贤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等。代藩专业委员会成立以
后，还将组织会员开展有关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明朝历史文化、代王府体制文
化、中医五行养生文化、人文景观旅游
文化等学术交流活动。

开 封 市 明 朝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会 代 藩 专 业 委 员 会 在 我 市 成 立

本 报 讯 ( 记 者 赵小霞） 8 月 7
日，《平城》 文学季刊正式通过中国
作家网审核，成为中国作家网驻站
内刊会员。

文学 内 刊 是 中 国 作 协 联 系 基
层 作 者 的 重 要 平 台 ， 在 繁 荣 文
学 创 作 、 加 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以
及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和 文 化 振 兴 等
方 面 意 义 重 大 。 为 延 伸 服 务 功
能 ， 加 快 基 层 文 学 阵 地 建 设 ，
建 立 和 发 挥 文 学 内 刊 长 效机制，
2019 年 ， 中 国 作 家 网 设 立 驻 站 内
刊 制 度 ， 推动内刊信息和作品在更
广泛群体中传播，至今已发展驻站
内刊会员 190余家。

《平 城》 文 学 季 刊 是 由 平 城 区
委 宣 传 部 主 管 ， 平 城 区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主 办 的 文 学 类 刊 物 ， 创
刊 于 2022 年 初 。 创 刊 以 来 ，《平
城》 编 辑 部 始 终 秉 持 “ 传 承 历 史
文脉、培养创作人才、关注社会现
实 、 繁 荣 平 城 文 艺 ” 的 办 刊 理 念 ，
目 前 已 编 辑 印 发 七 期 （计 74 万 余
字） 17500 册 ， 并 同 步 推 出 公 众 号
电子版，目前公众号关注用户数逾
1300 人。2023 年 5 月，由大同市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 《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准印证》。
截 止 目 前 ，《平 城》 共 推 出

市 、 区 作 协 6 位 本 土 作 家 5 万 余 字
关 于 平 城 历 史 文 化 和 老 大 同 故 事
的 文 学 作 品 ， 被 中 国 作 家 网 转
载 。 在 7 月 29 日 召 开 的 全 国 文 学
报 刊 联 盟 会 员 大 会 期 间 ，《平 城》
受 到 了 不 少 与 会 主 编 和 作 家 的 关
注 ， 中 国 作 协 党 组 成 员 、 副 主
席 、 书 记 处 书 记 吴 义 勤 对 《平 城》
的办刊予以鼓励，希望 《平城》 越
办越好。

《平城》 在选稿方面注重挖掘和
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北魏平
城历史文化，目前已经刊发北魏历
史题材相关散文及文学评论类文章
共计 12 篇，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
成为广大读者了解大同历史文化的
窗口，也成为展示本土作家创作实
力的平台。

今后，《平城》 编辑部将继续努
力，在原来的基础上，把 《平城》
办 成 社 会 满 意 、 专 家 认 可 、 群 众
喜 欢 、 富 有 地方文化特色的刊物，
进一步向省内外推广，为传承地方
历史文化，繁荣大同文学创作贡献
力量。

《平城》正式成为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了 2023 年全国
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人
员名单。全国共有 20 名戏曲表演人
才以及他们排演的折子戏入选。大
同市晋剧院青年小旦名角李蕊和她
的 折 子 戏《花 中 君 子·花 魁 斗 赃 官》

《谢瑶环·大堂》入选。
李蕊，大同市晋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戏曲家
协会会员，大同市晋剧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从事晋剧表演艺术 20 多年，先

后排演了《打金枝》《双蝴蝶》《六月
雪》《走雪山》《昭君出塞》《边城罢剑》
等 20 余部经典剧目，多次获得国家、
省、市级奖项和荣誉。《花中君子·花
魁斗赃官》和《谢瑶环·大堂》凝聚了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传播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是关于清官与贪官、正义与
邪恶较量的好戏。两部戏是李蕊精
心打磨的精品力作，具有历史厚重感
和人文气息。这两部戏将参加 2023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活动“全国戏
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人员
优秀剧目展演”。

李蕊入选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油画）《龙的传人》 陈晓钊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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