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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祖国的西部，
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
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
源地，素有“中华水塔”的美
誉。多样的自然环境、不同的
经济形态、复杂的民族结构让
青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
头之一。这里留下了6000余
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所发
掘文物中最著名的就是舞蹈纹
彩陶盆。

青海一共出土了两件舞蹈
纹彩陶盆，都有着5300年的历
史。活跃在甘青地区的新石器
时代中晚期文化被称为马家窑
文化。1973年秋，青海省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孙家寨遗址
出土了震惊世界的舞蹈纹彩陶
盆，成为马家窑文化最具代表
性的遗存。

该陶盆高 14 厘米，口径
29厘米，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
黑线作装饰。内壁饰有三组
舞蹈图案，图案上下均饰弦
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
叶纹作隔。舞蹈图案每组均
为五人，他们手拉着手，右腿
向左前方跨出，步调一致，似
踩着节拍翩翩起舞。人物的
头部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
尾饰，两组饰物分别向左右两

边飘起，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先民群舞的热烈场
面。

1995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海
同德县发掘了宗日遗址，“宗日”系藏语，意为

“人群聚集的地方”。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
另一件内壁绘有舞蹈纹的彩陶盆。

该陶盆为泥质红陶，上绘黑彩，大口，小平
底，卷唇鼓腹，口沿处描绘有成组的对顶三角纹
和短斜线纹，外腹部则装饰三道弦纹，纹饰简洁
而流畅。盆沿面绘对齿、斜线，腹外壁绘三股平
行线及两个相交而成的折钩，宛若水面翻起的
一排浪花。陶盆内壁上描绘的人形舞蹈图案分
为两组，一组13人，另一组11人，共24人。这
些人头上戴着宽大的头饰，下身穿着裙装，正手
拉着手，一起跳着欢快的集体舞。

这两件舞蹈纹彩陶盆是远古时代的现实主
义佳作，这样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
珍品现如今又有了新的价值——文创产品。

根据舞蹈纹彩陶盆图案研发的文创产品广
受青睐。舞蹈纹回形针、直尺、胸针、桌旗等以

“文化+创意+生活”的形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这些小小的文创产品是古遗存与新时代链
接的桥梁，以古遗存的形象融入新时代的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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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两件，是远古
时代的现实主义佳作。
陶盆内壁上描绘的舞蹈
图案古朴中透着灵动，
人物舞姿绰约，有着强
烈的律动感，具有极高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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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般
蜿蜒在旷野上
的楚玛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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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记者 张多钧

八月的嘎嘉洛，天空湛蓝，草原碧
绿，牧歌悠扬，第四届全国嘎嘉洛文化
学术研讨会如期开幕。全国众多学界
泰斗云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
县，共同探讨长江源头璀璨的文化遗
存。

“治多”藏语译为长江源头，是长
江的发源地，治多县素有“万里长江第
一县”的美称。治多县地处青海省西
南部，西接新疆、西藏，北与曲麻莱县、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毗邻，南与玉
树州杂多县为界。境内的可可西里是
青藏高原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
是全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植
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青藏
高原乃至中国、亚洲和全球生态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源”文
化开展讨论，青藏高原的万山丛林中
涌动的无数涓涓细流，皆从“源”而
来。青藏高原布满了“源”，亚洲大陆
众多江河均源于此，整个青藏高原就
是一个“琼果”（源之意），是一个巨
源。

这些年，治多县坚持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高效推进长
江源国家文化公园生态文明示范区和
长江第一湾国家公园生态展示窗口建
设，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治多县只是长江文明的一个支
点。青海地处祖国西陲，是三江源头，
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交融汇聚，留下
了众多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反映了
青海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表明
青海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

挖掘——构筑精神家园

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统筹谋划好青海长江文物
保护利用，深入挖掘长江文化蕴含的
时代价值，讲好“长江故事”，按照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建设的有
关要求，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
《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调查方
案》，并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组成调查队伍进行调查。

以往的调查资料显示，长江流域
青海段涉及区域共计有文物资源546
处。调查队伍根据长江流域青海段文
物资源分布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了不
同的调查方案，对已知文物点进行详
细复查，并新发现各类文物点135处。

文物数量攀升的同时，调查工作
也为今后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突破。
如，达哇村东遗址等细石器遗存的发
现，给通天河流域细石器工业的发展
与演变研究提供新的文化链条；阿吉
遗址是高原地区比较少见的祭祀性遗

址；歇武镇珠姆黑帐篷城址的发现是
江源地区首次发现有明确规制的城
址；长江源七渡口一带石丘墓的大量
发现说明该区域并不只是偏晚时期的
交通要道。

通过调查发现，青海省作为长江
流域源头，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
构成造就了独特的源头文化。从距
今一万年左右开始，随着早期人类逐
渐登上高原，青海省长江流域所在区
域广泛分布有早期先民拓殖高原的
细石器遗存。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该区域在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
古道等不同历史背景古道的连通下，
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源头
文化。

从早期细石器时代开始，青海
长江源地区在接受其他区域所带来
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产生着自己
的璀璨文化，加速了中华文明的繁
荣。其中，以白兰、苏毗、吐蕃等为
代表的土著文化、果洛地区的格萨
尔文化、海西地区的昆仑文化，都充
满了青海本地区的特色，也在历史
上大放异彩。

保护——延续历史文脉

玉树州称多县素有玉树“东大
门”之称和“马术之乡”“歌舞之乡”的
美誉，是康巴母亲河雅砻江源头、扎
溪卡游牧文化的发源地、通天河流经
的地方。

通天河流域，孕育了称多县灿烂
的“四古”文化——经受住时光摧残遗
留下来的古墓葬、山体上风格奇异的
古岩画、充满生活气息的藏族古村落、
见证先人运输货物的古渡口。

2023年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公示，称
多县是青海省唯一列入名单的县。至
此，称多县拥有13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

称多县通天河流域古文化遗存灿
若星河，古岩画、古渡口、古村落……
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

通天河畔的歇武镇直门达村，自
古就是玉树结古连接川、青、藏的要道
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也是历史上
著名的通天河渡口——直门达古驿站
所在地。

根据近些年专家的实地考证，直
门达作为渡口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
史，作为唐蕃古道上的重要中转站，不
仅成为藏汉民族友好交流的见证，更
成为古代玉树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
重要中心。

记者来到直门达村山腰处的直本
仓故居，站在故居的院子里向外俯瞰，
通天河就在脚下。“直本仓”是指直本·
罗文要周家族，该家族是历史上管理
通天河直门达渡口摆渡事宜的家族。

直本·索昂格莱带着记者参观了
直本仓故居，屋内摆放着玉树藏族人

家过去常用的老物件：马鞍、石臼、锯
子、炒面磨盘石、铜锅、老式木柜、木制
勺子、盛饭家什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品。

直本·索昂格莱大学毕业后留在
家乡，一方面学习家族历史、红色历
史，以方便为参观的游客讲解，让文物

“活”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守护家族故
居，每隔几年的屋顶防水、故居外墙面
维修，都需要他和家人完成。

称多县古文化遗存的保护，除了
民间力量的挖掘，政府层面也做了大
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逐地设立文物保护标志，对
全县境内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设
立保护标志。

——科学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分
析各文物保护单位当前的具体情况和
今后在保护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

——重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

——营造全民保护文物的浓厚氛
围，利用重要活动和关键节点，精心制
作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图片翔实的文
物工作宣传展板，在全县范围开展全
方位、多层面、密集型的宣传活动。

传承——彰显文旅价值

沿着通天河畔蜿蜒前行，一个藏
族古村落映入眼帘——称多县拉布乡
拉司通村。走在拉司通的村巷里，石
砌建筑棱角分明，院落之间错落有致；
村道都是用石板铺就，就连排水沟渠
也是用石头筑成。

拉司通村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在
当地小有名气，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
之乡”“生态环保之乡”“中国最美民俗
古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拉司通村是典型的高原康巴古藏
乡村，玉树地震后，重建工作按照“修
旧如旧”和“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
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遗产保护抢救
指导原则，使民居外观保持了原有的
风貌。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别具一格的
藏式建筑，每年吸引了众多游客。

行走在拉布乡，在拉布河北面居
高地势之处，有一座雄伟壮观的碉
楼——兰达百长碉楼。该碉楼约有
300年的历史，是称多县境内唯一一
座保存完整的百长碉楼。

拉布乡引导村民全面参与到景区
商业运营、特色旅游产品的定制和售
卖等工作中，把拉布乡打造成集“游、
学、研、造、娱”为一体的青海古藏文化
风情旅游名片。

记者来到拉司通村一处名为“智
嘉仓”的乡村民宿，推开木门，沿着原
木搭建而成的楼梯来到二楼，这里最
惹眼的不是藏式风格的装修，而是大
厅里摆满的收藏品。

5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一共有
500多件收藏品。利用文化的力量，
智嘉仓每年能吸引不少游客，真正实
现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转换。

称多县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为抓手，推动通天河流域文化产业
和旅游业提档升级，丰富优质文化产
品供给，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发挥旅游在传播弘扬长江文化方
面的独特优势，让长江文化可见、可
感、可亲。

此外，玉树州将建设“长江源国家
文化公园生态文明与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示范区”。该项目位于玉树州称多
县境内，与长江（通天河段）相邻，项目
建设内容包含三江源头纪念碑区域景
观打造、生态文明展览馆以及纪念性
建筑等。

青
海

西藏

贵州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

四川

湖北
重庆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