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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来了新书记》，是我给侯志明第一本散文集
作序时的题目。

如今忽忽三年过去，新书记已经有点“旧”了，成
了侯书记。那当然是正式场合叫的。在非正式的场合，
有一天我突然警觉，怎么我不经意都称他老侯了。他
比我年轻几岁，又在单位替我抵挡许多冗杂事务，我
想这是表示熟稔和随之而来的亲切感的意思。

第一本书出来以后，这位前新华社记者便新作频
出，不断在一些重要报刊发表。有时听见周围人议论，
都说他写得越来越好了。虽说不是发表的全部作品，
我也挑恰好在手边的读过几篇，也和夸他文章的同行
是同样的感觉。至于说私下有没有和他表达过这个意
思就不太记得了。

三周前，老侯来我办公室，送一本打印稿，拿在手
里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这是他新集的文稿，说是要
出第二本书了，依然要我写打头的叫作序的文章。

这下子就不是茶余饭后，或者某个时间闲聊时不
经意的评价，弄得人要皱了眉头端坐着，想些正经话
说。用四川话，就叫做：“拿话来说。”

这本新文集题目叫作《少点精致的俗相》，参阅他
后记中的夫子自道，原来，其意
思是靠写作来“修炼”，以摆脱

“俗相”，或超越人生庸常。“高
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人生嘛，自古以来开门七
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时
代物质大进步，还加上房子车
子票子和别的什么子，物欲层
叠累积，不俗也难。何况大大小
小的单位，都有剪不断理还乱
的办公室小政治，大多数时候
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弱点。在此
情形下，文化的功能也主要变
为让物欲重压下的人轻松一
下，娱乐一下。所以，这时要以
文化脱离“俗相”，也就成了有
标高的追求。虽说自古以来，文
化是引导人追求高尚品格和雅
正审美功能的，但不得不承认，
眼下，我们目睹的是这种功能
的大面积弱化。于是，单单这个
题目就让我有点严肃起来了。

这本文集的文章，我是分为三类的：一类是忆旧，以家庭亲情和怀乡为
主；一类是访人写人，相当于记者的深度报道；再一类是游历记，到了作家协
会，工作性质决定常常有带任务与不带任务的游走，或者看好风景，或者观
摩新现象、新事物。

第一类文章，好与不好，修辞之外，重点在于一个情字。感情饱满与否，
真切与否，决定文章的高下成败。在这本文集中，这类文章占了多半篇幅，每
篇文章，或长或短，字里行间，都是有真挚的深情自然流露的。情的真切与深
挚，还带来了一个修辞上的好处，不论着墨浓淡，都能收到去除雕饰、朴素自
然的行文效果。老侯自己总结为文“三真”，真情肯定是第一要义。

第二类文章篇幅不多，相当于新闻报刊上的深度专访。对象是曾经的风
云人物，比如氢弹之父于敏，比如曾创造长虹奇迹的倪润峰。两篇文章与常
见的人物专访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加了一重对当时访问情景的追忆。
时光流逝，洗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过去的辉煌，今日的沉静，两相叠加，
可以悟人生、悟命运，也是让人去除俗相的好办法。

第三类文章，大家都去游历，各人都有选择性看见。看见什么，又能了悟
什么，就有点高下与雅俗之别。这个“别”是种区分，也是种鉴别。“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有不同都从同中来，所有同中又可以看见种种
不同。老侯是下了探幽抉微的功夫的，是力争要在看见之外还有看见的。

最后想说一点，这三类文章的结集，通常会被叫作散文集。这就牵涉到
一个基本问题，散文是什么？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很多时候，散文已经被一
些写作者弄得很狭隘了。弄成了一个与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相对应的文
体。但散文应该是更宽泛更广大的。很高兴看到，单位的这位已经有点“旧”
的书记提笔为文时，只是感到有话要说，就服从这个愿望把内心话说出来，
有事说事，有情抒情，有理论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
止。此种写法，已经就避免了某种固定程式散文“精致的俗相”。更不要说，书
写经验，行文中又争取超越经验，这也可以视为其“时时检点自己俗相”的可
靠途径。应该鼓掌。

古人诗说：“文章乃余事，学道探玄窟。”余事是小的，但借此要“学道”，
要超越日常生活层面，试图洞明世事，那么“探玄窟”就别有意义了。

有点“旧”的书记文章却有“日日新”的努力与成效，再次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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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编纂工作培训交流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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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承担着光荣的历史责任和使
命，通过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
向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各民族是通过长期交往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
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

“中国的疆域、中国的历史、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
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单位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自古而然，当代更建立
在自觉的民族觉悟基础上。……它既是多民族的多元发
展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两者相辅又相成。”我
们当下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进一步
增强我国56个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形成统一
的中华文化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认同，从而提高整
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增
强民族认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更是具有重
要的作用。

要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重
任，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多创作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文学作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民族的共
同思想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
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
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这
其中，尤其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深厚情感，并愿意
为之奋斗、甚至必要时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和情怀。爱
国主义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
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
面临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出现了
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及为国牺牲的英雄人物。各
民族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火热的民族斗争故
事，歌颂英勇顽强的民族英雄，这对于引导各族人民英
勇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行列中去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比如湘西苗族作家沈从文，他曾经说他要构建“希
腊人性的神庙”，但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书写了不少
关于抗日爱国的作品。他的《早上——一堆土一个士兵》
便歌颂了老兵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气节，批判了国民党
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湘西从“化外之
境”迅速变成战场大后方，沈从文召集湘西同乡文武大
佬谈话，要求他们“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
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当代少
数民族文学也十分重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描写。例如，
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马嘶》中，《冤家的鞋子》与《马
嘶》歌颂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彝族青年乌铁与汉族青年
胡笙共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中去，在抗战的熔
炉里，他们抛弃个人恩怨，互相关爱，舍生忘死，演绎了
一曲感人的抗日之歌。这些爱国主义书写已经成为现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要着力表现各族人民
群众真善美的优秀品德。民族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熟悉人民群众的日常，感知他们的疾苦，
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
书写他们真善美的优秀品德，通过文学作品向广大读者
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在这一点上，
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很好的尝试。譬如，沈从文笔下
的“湘西世界”，湘西人淳朴善良，勤劳坚韧，重情重义，
受人之惠必以涌泉相报，呈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笔下
的土家人善良敦厚，礼让守信，坦荡真诚，在商业往来中
体现着一种古朴敦厚的情怀，如《醉乡》里老乔保坦荡无
私，而矮子贵二简直就是“仁义”的化身。蒙古族作家海
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表现了蒙古族人的真挚热情、
豁达开朗、坚韧执著与乐观向上的民族品德。总之，这
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在各个民族文学中的生动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只
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
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我们的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弘扬优秀传统美德，提炼人
民群众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少
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要积极表达这些优秀文化在当下
的发展流变。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
局”，即56个民族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在文
化上，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多元一体理论”反
映了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向。我们要承认各
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的历史现实，更要承认各个民族
文化的存在是在中华文化这个“一体”的前提下的，是

“一体”中的“多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与中华文化
的“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都
是在坚持中华文化的“一体”的前提下，努力表现本民族
文化的独特性，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与交融，从而取得
重要创作成就。譬如，老舍表现了北京满族人的文化，
沈从文表现了湘西苗族文化，他们所表现的文化都是中
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们表现各自民族传统文
化的目的，依然在于共同构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使之得到健康发展，走向文明进步。正如苏雪林评价沈
从文的创作时所说：“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
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
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
民族争生存权利。”因此，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他
们也是大力加以批判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作家紧
跟时代潮流，各个民族作家积极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
色。譬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表现了彝族文化，玛
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表现了蒙古族文化，陆地的《美
丽的南方》表现了壮族文化，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
鹿》表现了鄂温克族的文化，阿来的《尘埃落定》和降边
嘉措的《格桑梅朵》表现了藏族文化……这些当代少数
民族作家都是在中华文化整体中表现多姿多彩的本民
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
些作家往往是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来透视整个时代
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各个民族文化的
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值得好好珍惜
与发扬光大。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广大少数民族作
家义不可辞的责任，是少数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的
精神指引，广大少数民族作家要肩负起历史重任，坚持
爱国主义，塑造民族美的心灵，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枝
繁叶茂，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毫无疑问，人类都是逐水源而居的群体，世界任
何一个民族概莫能外。世界几大文明形态也都是在
几大河流两岸生成并繁荣发展起来的。就我个人而
言，是这样几条河流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并且
在一定意义上孕育、催生了我关于诗歌的直觉、灵
感、语言，以及澎湃不息的文学梦想。

我出生在青海湖以南一个农牧业交融并存，汉、
藏、回等多民族杂居共生的村庄，村子距离被誉为中
华文明摇篮的黄河不到两公里远。至今我还清晰地
记得，每当大雨过后水流量暴涨，夜晚躺在炕上便能
听见黄河巨流奔腾不息的涛声。就是在这条伟大河
流的岸边，在这个博大神奇的“摇篮”里，我度过了天
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和书声琅琅的少年时光。也许就
是在那时，黄河雄浑沉郁的涛声和它不舍昼夜的流
动感发了我关于诗歌声音、节奏、韵律、色彩、形式、
质地的鲜活感觉和若水般真善美的无上境界，使我
在很早时就体验到了诗歌作为一切文学艺术形式的
古老源头的万千气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来到黄土高原一个名叫
临洮的城镇读书。临洮，顾名思义，依临洮河水而居
得名。如此，悠悠洮河又陪伴我度过了四年的青春
寒窗岁月。洮河虽远不如黄河如雷贯耳，但也绝非
无名之河。它早就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笔
下：“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
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洮河还因其河床地带盛
产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优质材料而闻名于世。洮砚
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而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
临洮也是甘肃乃至西部久负盛名的文化名城。这里
民风淳朴，重教崇文，诗教传统绵延至今，兴盛不
衰。在学校里，无论师生，读写诗歌蔚然成风。因
此，我很快就加入了学校文学社团组织，也就是自那
时起，我第一次碰触到了“朦胧诗”，知道了北岛、舒
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当然还有彝族诗人吉
狄马加，有幸在激情飞扬、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就读
到了他们陌异奇崛、博大深沉的崭新诗篇。同时，我
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
斯基、雪莱、拜伦、雨果、波德莱尔、惠特曼、泰戈尔、
聂鲁达等大量外国诗人的诗集，第一次隐约看到了
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世界诗歌景象。这些作品共
同滋养了我之后不无艰辛的漫漫诗歌求索之路。在
西北黄土高原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突然听到一位

名叫海子的青年诗人自杀的惨烈讯息，后来又从一
些小报边角读到了海子的诗歌。初读海子诗歌时那
种电闪雷鸣般的激烈、兴奋和一往情深，犹如遭遇初
恋，迄今刻骨铭心、不可淡忘。也就是自那时起，我
在静静的洮河边默默开始了自己的诗歌探索并持续
至今。

毕业后我来到青藏高原腹地柴达木盆地，在新
城格尔木工作、生活。奇怪的是，这里虽是万年寒荒
的瀚海戈壁，但河流还是在流淌。在这个城市的西
缘，有一条河就叫格尔木河，自雪域昆仑一泻千里，
奔流而来。“格尔木”，在蒙古语中意为河流汇聚的地
方。在大漠深处，如果没有这条河流和众多湿地的滋
养，就绝不会有这片绿洲，至于这个城市后来的开发
建设乃至迅速崛起更加无从谈起。同样，没有格尔木
这片土地的慷慨赐予，我20余年的诗歌写作也无从
谈起，因为我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在这个
城市、这条河畔行吟而成的。记得是在格尔木一间简
陋的单身宿舍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青海有个诗
人叫昌耀，第一次读到了他河流般汤汤而来的作品

《慈航》。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阅读《慈航》，
大声诵读《慈航》，还随手写下了近万字的《〈慈航〉日
记》发在了《西藏文学》。也就是在史诗般磅礴的诗篇

《慈航》的感召之下，我曾几次前去800多公里之外的
省城西宁拜谒昌耀先生，受到了他的接见、教诲，使

我受益终生，感念至今。而在格尔木唐古拉镇境内，
便是中华民族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海
拔6000多米、女神般缥缈圣洁的格拉丹东雪山，给我
无尽的遐思和审美的洗礼。

也许是冥冥之中领受了命运之神前定的召唤，如
今，我又来到了天才诗人海子追寻、漫游并无比感伤
地吟唱过的城市——德令哈。“德令哈”，在蒙古语中
意为金色的世界。无独有偶，河流，还是河流，再次眷
顾了我和我的诗篇。巴音河水自白头的祁连山脉倾泻
而下，穿城而过，将金色的德令哈划为东西两岸。俗话
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命运之途无论如何起
伏转折，如何悲欣交集，我的生命和诗歌都从未离开
过河流，正如吉狄马加在《感谢一条河流》中所说的那
样：“我知道那命定的关于河流的情结/会让我的一生
充满了甜蜜与隐痛”。是的，是水，是河流，而不是别的
什么涵养了人类坚韧的生命意志和道德智慧的文明
奇迹，启示了伟大而不朽的壮丽诗篇。

这里，离天空、诗歌和信仰最近的高地，星空般
浩瀚无尽的英雄史诗如歌传唱，河流般悠扬苍凉的
蒙古长调随风飘荡，篝火般热烈奔放的民歌弥漫四
野。这里，一切都仿佛如昨，美好如初，没有尽头，没
有结束，正在隆重开幕，正如那周而复始、重新启程
的万里江河。

河流，诗歌，遥远的路……

以文学铸牢以文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 3月29日至30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华南
片区）培训交流会在深圳举行。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
目之一，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中国民协具体实施，收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
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献，编纂出版《大系》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
遗产数据库。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华在会上介绍了大系工程的整体进展。据介
绍，大系出版工程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果。实际启动编纂省
卷本共195卷，进入编校出版程序的共30卷，已出版12个示范卷。在大系
出版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方面，2020年已启动数据库三期和应用平台建设
工作。

社会宣传工作也是大系出版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大系出版工程通过
一系列以民间文学为主题的活动，促进民间文学的普及与传播。2020年，
组织了“中国北方民歌那达慕暨北方民歌生态保护与传习座谈会”“传统‘二
人台’与民间‘二人转’小戏研究与交流展演”等活动。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民间文学对儿童成长的滋养不可估量。过去，一代
代的孩子聆听着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故事长大，从中接受文化熏陶，塑造朴
素的价值观念。据了解，大系出版工程的社会普及系列读本已于2020年启
动实际编纂工作。中国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争取推出一批小学一年
级到六年级的读物，配合小学教材进行民间文学的延伸阅读。同时，尝试与
其他机构合作，用动漫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民间文学走进大众生活。

本次培训会邀请到江帆、刘晔原、向柏松、徐华龙、高荷红、王晓葵等专
家，就“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史诗”“谜语”等种类
的编纂体例、编纂要求、编辑方法等内容开展培训讲座。来自福建、广西、江
西、海南、广东和深圳市民协的负责人，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省区分卷的主编、
副主编，中国民协、广东省民协、深圳市民协的工作人员近40人参加了本次
培训交流会。中国文联出版社派出责任编辑参会，介绍编辑出版政策，并就
两年来《大系》编校工作经验、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做交流。

（欣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