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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的高原明珠
“夏都西宁”带你看不同风景

可曾听闻“西海
锁钥，海藏咽喉”？
可知“西陲安宁”所
指之地？

如果“青海长云
暗雪山，孤城遥望玉
门关”这句诗你看着
仅仅有些眼熟，那么
下句“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定会敲醒你脑海中
沉睡的记忆。

它地处“世界第
三极”，是多种民族
文化交汇之地，黄土
高原与青藏高原在
这里相遇，农业区与
牧业区在这里过渡，
汉文化与藏文化在
这里融合。

包含这么多独有
元素的魅力城市，正是

“夏都西宁”。
作 为青藏高原

的东门户，在古羌戎
文化历史演进中孕育
而出的河湟文化，既
有战火烽烟掩映下的
淬炼，更有放马青山
笔走天涯的诗意。现
代化建设浪潮中的西
宁，正悄悄怀抱着文
化底蕴，带领青海逐
渐开启别样的“西部
时代”。

【特别策划】

悠久古城深藏“非遗”传承

览丹噶尔古城感受西宁。
它被称作青藏高原第一古镇、中国排灯

之乡。丹噶尔，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
蒙语意思为“白海螺”，意为“两条河交汇处
的一座城堡”，是黄河上游重要支流湟水河
与药水河的交汇之地。城内经纬交织的幽
幽街巷，结构独特的民居院落，气势恢宏的
寺院庙宇，风格迥异的湟源排灯，无不承载
着古老而灿烂的厚重文化。

站在丹噶尔古城的西城门前，一条古
街，将城隍庙、丹噶尔厅署、仁记商行、文庙、
昌耀诗歌馆、火祖阁等古建筑连接起来，组
成一条尽显民族地域文化的古街。

走进古城内，左手边是中国最西边的城
隍庙，距今已近250年，是青海乃至西北地区
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宫殿式古建筑之一。往
古城街道内望去，头顶各式各样的湟源排灯
让人眼花缭乱。

57岁的党青云，是湟源排灯县级非遗传承
人，得益于家庭文化的熏陶，从小便对排灯艺
术情有独钟。“湟源排灯距今有200多年的历
史，最初是街市商家为了在夜晚宣传商品做的
灯箱，在里面点上蜡烛挂在店铺大门上，这也
是中国最早的广告灯箱。”党青云介绍说。
2006年，湟源排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湟
源也因此成为“中国排灯之乡”。

在古城，你还可以见到散落在针尖的
“皮毛”艺术——皮绣。丹噶尔皮绣是湟源
人民创造的一种卓越的手工艺术品，至今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皮绣是我们青海的代表工
艺品之一，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绣种。”青海
羌韵绣艺手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海
萍介绍说，一幅皮绣作品动辄要几周的制作
周期，较复杂的皮绣甚至要绘制长达一年。

古城中除了民间艺术，还有“花儿”会、
朝山会、庙会、祭孔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向
城内可俯瞰历史深处，向城外可眺望现代繁
华。这就是丹噶尔，这也是西宁。

在2000多年的城史中，“高原明珠”西宁
过往踏遍丝路故地和唐蕃古道的商队足迹，
将会以列车轨道的形式，再一次发挥无可替
代的作用。母亲河湟水穿城而过，一路东
进，千里欢歌，汇入黄河。带着青海，奔向新
的彼岸，迎来它的新纪元。

观青海省博物馆了解西宁。
“这件研磨器，它距今大约有 6700

年的历史，是远古先民加工食物的用
具。”“我们眼前是一组骨质的餐具，骨
叉、骨勺和骨刀。在今天看来这是西餐
用具，其实早在 4000多年前，远古先民
早已用它作为用餐的餐具……”青海省
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孙丽宁清亮透彻的
讲解声音传来。

今年是孙丽宁在青海省博物馆工
作的第 24 个年头，她接待的游客数已
逾 10万人。孙丽宁伸手指着面前的文
物说：“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双人抬
物纹彩陶盆’，距今 5000 多年，在其内
壁上，绘制了 4 组对称的双人抬物图
形和横线，人物相向而立，背微弯，双
臂前伸，两个人共同抬一重物，都双腿
叉开、弯腰弓背，逼真而形象地说明他
们都很用力。这意味着什么？说明这

个时期的人们已有农耕、畜牧、制陶等
生活方式。”

青海有“彩陶王国”之称，而彩陶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地处
三江之源，东西连接着中原与新疆，南
北连接着内蒙古高原与西藏、四川，历
史上，曾有20多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
衍生息，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

馆中还有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铜镜
“七星纹铜镜”，有着“中国矛王”美誉的
最大青铜矛“圆銎宽叶倒钩铜矛”，迄今
发 现 的 最 古 老 靴 子 造 型 陶 器“彩 陶
靴”……数千年的历史在馆中汇聚，仿
佛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展开。

来到青海省博物馆，在历史和现实
之间游走，展品背后广阔复杂的历史经
纬所留下的意外，无论是残缺不全，还
是斑驳陆离，都会在时间长河中标记着
人类不断积累的经验。

高原艺僧捏出“最美之花”

千年文物引领文化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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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塔尔寺触摸西宁。
塔尔寺坐落于形似八瓣莲花的山

坳中，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因先有
塔后有寺，故称为“塔尔寺”。它是藏传
佛教格鲁派创建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
地，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在藏传佛教界的
崇高地位享誉海内外。

走进寺庙，面前一字排开的 8座建
筑物被称为“善逝如来八塔”，典型的藏
式建筑塔，也是塔尔寺的标志性建筑。
时不时一群鸽子从上空掠过，在宁静的
庙宇中掀起波澜，充满生气。“院中间这
两座煨桑炉用柏枝、青稞、炒面等煨火
冒烟，所以经常有一些鸟类被吸引来。”
塔尔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讲解员李春
兰介绍说。

塔尔寺有着独具一格的“艺术三
绝”——栩栩如生的酥油花，陪衬着精美
的壁画、堆绣，在西北地区声名远播。

“制作酥油花的过程非常艰苦，酥
油花可以说是高原上绽放的最美丽的
花朵。”李春兰语气中饱含敬意，“人的
手指始终带着体温，这会导致酥油融

化，捏不成型。僧人们在制作酥油花
时，每个人先在身边放一盆冰水，将双
手浸泡在冰水中，降低手指温度，这是
感觉不到温度的创作。”

冰凉的双手却做出了最有温度的作
品，酥油花所表现的内容题材极为丰富，
主要以神佛祖师、文臣武将、飞禽走兽、
花鸟鱼虫、山林树木、花卉盆景、楼台亭
阁等组成各种故事情节。几百年来，塔
尔寺每年都要制作酥油花。

除了酥油花，湟中壁画属藏传佛教
画系，其画风与汉画不同，具有浓郁的
印藏风味；湟中堆绣更是塔尔寺独创的
藏族艺术品，采用浮雕与刺绣巧妙相结
合的手法，巨幅画卷悬挂于殿堂之上，
形象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是艺僧们美
妙的艺术佳作。

塔尔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从
天黑至天亮会展出酥油花，今年展出时
观众达到 8.7万人，年瞻观人数达到了
300万人次。作为青海省的王牌景点，
西宁的塔尔寺正在一遍遍地刷新往来
游客的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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