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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發行的普23、1989年發行的普25、1990
年發行的普26、1991年發行的普27四套《民居》
普票，共21枚，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富創
意的一套普通郵票。濃郁的地方特色，別致的建築
造型，集知識性、觀賞性、普及性為一體，給人們
以感知。1986年《民居》普票引起了日本集郵界
的高度關注，在日本影響較大的《郵趣》雜誌，將
《民居》普票評為世界最佳郵票。
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氣候多樣，自古以來

民族眾多，文化各異。無論是農耕社會造就的城鄉
民居，還是放牧生活形成的移動式民居，這些充滿
民俗文化色彩的民居建築形態繁多，特色鮮明。中
國傳統民居依據地理位置與氣候條件的差異，可劃
分為四個不同的地區類型。
1. 北方地區，主要包括東北、華北、西北等

「三北」地區。這些地區面臨冬季寒冷氣候，因此
室內防寒保暖是民居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如：內蒙民居（1分，人民幣，下同）、東北民

居（2分）
東北民居郵票上是吉林省延邊地區朝鮮族廓式住

宅和吉林省蒙古族馬架房。朝鮮族民居大都帶有廓
子，便於進門時脫鞋。屋內居室有火炕，各室用拉
門相隔。蒙古族的馬架房在山牆開門，馬架房平面

近方形，屋頂近似橢圓，全部用泥壁，房屋低矮，
門窗較小。
北京四合院布局特點是圍繞院子四周布置堂屋、住

房和廚房。以坐北朝南的正房為主，面對間數和正房
相等的南房，配以相對稱的東西廂房。一般在抬樑式
木構架外圍砌磚牆，屋頂以硬山式居多。院子東南角

設大門，進大門是依扶廂房山牆的影壁。四合院的形
態布局講究，環境幽靜，具有很強的私密性。
如：北京民居（8分）、山東民居（5分）、山

西民居（80分）
在西北黃土高原乾旱地區最典型的穴居式民居是

窯洞。它是保存原始建築特徵最多的民居建築模
式，被建築學界列入「生土建築民居」一類。在中
國的中西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黃土地
區，人們建造各種窯洞式住宅與拱券住宅。洞頂呈
穹窿形，跨度3至4米。前面裝上門窗，冬暖夏

涼。
青海東部的傳統民居，採用木構架承重，屋面坡

平緩、帶有檐廓。居室3間為一組，堂屋居中，兩
側是臥室。檐下木雕裝飾精細，窗格圖案樣式多
樣。
如：陝北民居（40分）、寧夏民居（25分）、

青海民居（1.30元）
2. 西南地區，最大的特點是高山多、江河多、

民族多，地處高原、盆地的地理環境使這裏的民居
具有獨特的景色。其中雪域高原西藏各個地區的民
居形態各異，主要有碉樓、牛毛帳篷、土掌房、木
樓、竹樓和高原窯洞等。碉樓是西藏城鎮常見的民
居形式，因其用土或石砌築，形似碉堡，俗稱「碉
樓」。內部以密樑構成樓層和屋頂，一般為2到3
層，平屋頂。窗口大，便於採光。底層是牲畜和貯
藏草料的地方，2層為居室，3層以經房為主，附
有曬台。裝飾鮮艷，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如：西藏民居（1/2分）、雲南民居（10分）、

四川民居（50分）、貴州民居（160分）
四川盆地交通不便，多為山地，氣候炎熱多雨，

潮濕。住宅的特點是敞開外露。房屋通常用穿鬥式
木構架，懸山式屋頂，前坡短，後坡長。多外廓，
深出檐。利用磚石竹木材料，依山傍水，隨勢而
築。
貴州民居一般由3間正房兩間偏房組成，木構架房

樑，牆身和屋面都用石板嵌蓋。造型美觀，結構簡
單，具有古老、原生的山寨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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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科爾沁草原腹地、西遼河流域核心

區，通遼自古以來就是溝通東西南北的交通

「大驛站」，多種文化元素薈萃、多民族交往的

「大融爐」。身處中原農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

東北漁獵文化三大文化板塊的接合部，漢、蒙、回、

滿等43個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守望相助，

用勤勞和智慧將這裏灌溉成為安代藝術之鄉、民族曲

藝之鄉、烏力格爾之鄉、蒙古族四胡發祥地、版畫之

鄉、馬王之鄉和蒙醫蒙藥之鄉。由通遼市博物館、瀋

陽博物館聯合承辦的「風從草原來」通遼市文物菁華

展目前正在瀋陽博物館展出。該展雲集230件（套）

精選的通遼文物，其中一級文物20件（套）、二級文

物55件（套）、三級文物43件（套），囊括生產工

具、生活用品、騎射用具、玉器、金銀器、陶瓷器等

手工藝製品以及各種民俗非遺文物，展覽持續至5月

30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遼寧報道

圖：博物館提供

大河農耕 草原遊牧

唐末，中國再度進入政權分立、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
期。宋統一黃河流域及以南地區，與北方的遼及後繼的

金、西北的西夏形成並立之勢。契丹建立遼朝，統一北方諸
族，儒家思想受到推崇，中原傳統的禮儀典章制度廣泛實
施。通遼地區有眾多遼墓，出土文物等級很高，十分珍貴。
遼代文物有着濃郁的北方遊牧民族特點，同時也深受唐、宋
等漢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響。
展品中的遼代三彩摩羯壺，自科爾沁左翼中旗寶康鄉核心

窩出土。該壺龍首魚身摩羯，昂首擺尾，脊生雙翼，口含一
珠，穿孔為流，龍角後面有注水口，翼與尾之間以樑相連成
執柄。通體浮雕魚鱗、臥於仰蓮圓座上。造型奇特優美，線
條流暢，為「遼三彩」之精品。
繼承了「唐三彩」傳統的「遼三彩」，最早燒製年代尚無

確切證據可考。但從有確切年代的墓葬出土器物中，發現在
遼穆宗應歷年（公元951-969年）以前就已有了黃、綠單色釉
陶器，可以斷定這時已經有三彩陶器。遼代三彩承襲了唐代
傳統，是接受唐三彩傳統的一種低溫瓷式釉陶，胎質粗而較
硬，呈灰黃白色或淡紅色。雖質量不如唐三彩，但也有自己
鮮明的時代特色。遼三彩在承襲了唐三彩傳統手法的基礎
上，有自己發展的特點，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具有一定地
位。

向心中原 和合共生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各民族在長期

共存融合發展過程中，互相影響、互
相借鑒、和合共生，共同創造了

燦爛的文化，留下了無比
珍貴的物質遺產。

通遼地區出土和發現的玉器、金銀器、陶瓷器、鼻煙壺等，既富有草原文化的
生動靈性、勇猛雋秀，又深受中原文化的中正大氣、富麗堂皇所影響，是

各民族密切往來、文化交融的實物見證。
譬如新石器時代鈎雲形玉飾，器身雙面鏤空雕琢，形如梳子。

此玉飾就是紅山文化先民的智慧結晶，與玉豬龍、玉
鳳、箍形器等同為紅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通遼地區的
這件鈎雲形玉飾，中間厚，四周薄似刀刃，中部偏
上有三個圓形小孔，呈三角形排列，左右兩側各
伸出羽狀形小凸，下側中部排列五個整齊如獸牙的
凹形凸出物。器身左上部受沁，沁斑明顯，呈褐
色。四角鈎雲紋，左下方殘缺一角。主體紋飾似鴞
面，又像雙獸相對而立。有考古學者指出，在紅山文
化典禮中，鈎雲形玉珮可能用作勾通祭司和上天、
祭司和祖靈的中間媒介，具有其他器類不能替代的
特殊地位和作用。

交流融匯 兼容並包
公元4世紀以前，鮮卑主要活動區域在內蒙古地

區，繼承了匈奴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點，形成頗具鮮卑民族獨特風格的裝飾品。展品中的北朝力
士搏龍金牌飾，為純黃金模鑄，中間為一高鼻深目武士，頭戴尖頂飾件。左右兩側各蹲一隻神
獸，長鬃，長尾上卷，四蹄爪狀。兩獸頭與獸背各鑄五個孔，自然形成五對繫環。
在美術考古界，這種一神人與兩猛獸相搏的題材被稱為「一人雙獸」題材。其特點是一位具有

神力的神人居中，處於強大的控制者地位，一對野獸或雙禽則伴隨在神人左右，處在被控制的位
置。這種十分古老的題材反映了人類對英雄和動物的崇拜，也可稱為人類早期萬物有靈信仰的宗
教實物。
同樣是北朝時期的臥馬帶鏈金牌飾，呈伏臥狀，低首，立耳，閉目，口微張，鬃毛清晰整齊，

前肢一立一屈，兩後肢前屈，尾下垂，立耳旁及尾部上方各有一孔，孔內各繫一段金鏈，每段以
21節組成，共42節，為佩戴之用。形象生動傳神的臥馬帶鏈金牌飾，體現了鮮卑對馬的熱愛與崇
尚，其金銀器也具有濃郁的馬背民族風格。
時至明清，統治者會頒發扎薩克印，是各旗扎薩克封授中最重要的權利象徵物。「扎薩克」即

蒙古族地方官稱謂，相當於「旗長」。展品中的清代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虎鈕印，質地為銀質，
背鑄一蹲虎為鈕，虎全身裝飾着細小的祥雲紋飾，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印面鑄滿、蒙兩種文字，
印文漢譯為「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印」。印左側刻滿文，右側蒙文，漢譯為「康熙二十五年初

夏」。這方銀印堪稱印中精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
值和藝術價值。

通達遼闊 悅享非遺
通遼是一片神奇的沃土，

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
化底蘊，不僅有眾多的物質
文化遺產，還擁有為數眾多
的神秘瑰麗、源遠流長、世
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蒙古族安代舞、烏力格爾、

四胡、科爾沁敘事民歌、好來寶等成功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繪就了一幅各民族團結
進步的和諧畫卷。
展品中的民國時期大四胡，就是科爾沁用於烏力格爾（說書）的重要伴奏樂器。蒙古族稱之為胡兀

兒，源於古代奚琴，元代後廣泛流傳，是通遼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樂器之一，2006年躋身第一批國家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該四胡木質音箱，四弦，箱外包彩色花紙，塗明漆，一側蒙皮，邊
緣以鋁箍加銅釘固定，另一側中飾紅色五角星，中心鑲小圓鏡，琴首方柱，塗明漆，刻條紋。弦為竹
枝條彎成，執手部鑲珊瑚、松石銀飾。四胡不僅能演奏單旋律，同時也能演奏較簡單的和聲音程與
復調旋律。其與馬頭琴、雅托克（蒙古箏）、口琴都是常見的蒙古族民間樂器。
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西遼河流域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自然成為中

國繼黃河、長江之後的第三條母親河，至此西遼河文明逐漸受到人們的矚目。通遼作為
西遼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區域，千百年來漁獵、遊牧與農耕文明相互交融留下的痕
跡，凝結於異彩紛呈的文物之中。它們既是不同生業文明交相輝映的歷史見
證，也見證了草原地區兼容並包的時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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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鈎雲形玉珮

◆◆

明明
鯊
魚
皮
錯
銀
馬
鞍

鯊
魚
皮
錯
銀
馬
鞍

◆◆民國民國大四胡大四胡

◆◆

北
朝
北
朝
力
士
搏
龍
金
牌
飾

力
士
搏
龍
金
牌
飾

◆◆

北
朝
北
朝
臥
馬
帶
鏈
金
牌
飾

臥
馬
帶
鏈
金
牌
飾

◆ 遼 三彩摩羯壺

◆《民居》郵票（1986-1991）

傳統民居普票設計郵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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