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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共同

构成了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学艺术宝库。

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们生活富足，团结和谐，各民族作家以昂扬的精

神、独特的民族视角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中

国当代优秀作品得以翻译成各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之间

文学艺术的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中华民

族凝聚力。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至关重要。”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2022年7月12日至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重要指示，为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新疆文联和新疆作协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题

主线，始终将加强各民族文学交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译

介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2011年，新疆启动实施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每年拿出专项资

金用来扶持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出版和民汉互译，至2022

年，已经组织九批次，目前已累计出版少数民族原创和翻

译作品共计358部，其中民汉互译作品基本占一半。双翻

工程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批文学翻译人才，汉文精品翻译

成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的数量超过了前30年文学翻译作品

的总数。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新疆本

土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等汉文名作首次被翻译成少

数民族文字。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充分保障了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快速发展。中国作协自2008

年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民译汉、汉译民的文学译介出版工

程，并自2013年起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

程”，新疆作协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响应中国

作协号召，积极实施、具体承办，收集新疆各民族文学佳

作，组织翻译成汉文并选入2009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翻译作品选》（包含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

乌兹别克等民族翻译作品）、《201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

度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维吾尔族

卷、哈萨克族卷、柯尔克孜族卷、锡伯族卷、俄罗斯族卷

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维吾尔族

卷、哈萨克族卷）。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配合中国

作协出版6卷20册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2013年至2018年，在中国作协的大力支持下，

作家出版社分五批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系列丛

书，新疆作协协调组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翻译家，将中国

当代文学精品佳作翻译成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的中

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五套丛书。

这些工程和举措，壮大了新疆的文学翻译队伍，文学

翻译事业得到空前繁荣。将当代中国文学精品翻译成少

数民族文字，极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翻译者的文学素养和翻

译水平，涌现出一批成熟的翻译家，如伊明·艾合买提、祖力

菲娅·阿不都热依木、赛力克·哈文拜、卡地尔别克·包托拉、

加依尔别克·木合买提汗、哈志别克·艾达尔汗等。大家纷

纷表示，翻译过程虽然有些艰难，但翻译成果极其有意义，

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开阔了视野，得到了提

升。通过翻译家们的辛勤工作，新疆各民族读者也获得了

文学滋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维吾尔文卷、哈萨克

文卷）丛书由新疆作协组织，源源不断地发往全疆各地州和

县市，送到乡村级的“农村书屋”，一批批文学精品走向新疆

广袤大地，给基层各族人民带去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极大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0年，在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下，新疆作协组织

将五本脱贫攻坚主题图书《春风化雨——脱贫攻坚南疆故

事》《筑梦——脱贫攻坚新疆纪事》《诗意栖居柯柯牙》《幸福

花开塔里木》《博格达来信》翻译成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

五本书从不同视角全面书写了新疆脱贫攻坚故事，反映了

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携手奋斗奔小康的幸福生活。新疆文学

翻译在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同时，翻译工作不断深化，既

关注当下现实，也注意题材的多样化，内涵更加丰富。

为深入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优化“新疆民族文

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进一步推进“文化润疆”工

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安排，新疆作协具体组织和启

动了“三年翻译工程”（2021-2023），精心挑选纪红建的

《乡村国是》、徐则臣的《北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王蒙

主编的《中国精神读本》等优秀作品，组织维吾尔、哈萨克、

柯尔克孜、蒙古、锡伯族近60位翻译家，每年翻译出版维

吾尔文（10部）、哈萨克文（6部）、蒙古文（2部）、柯尔克孜

文（2部）、锡伯文（1部），共计63部作品。“三年翻译工程”

极大调动了各民族翻译家的热情，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

化文学的交流，让新疆的文学翻译事业凸显主旋律色彩，

以文学的魅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年来，新疆文学翻译始终保持以国家认同、爱国主

义、和平信念、民族团结、生态关怀、人性赞歌等内容为核

心，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多方面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时期也是新疆文学翻译成果丰硕、翻译队伍成长较快

的时期。

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蓬

勃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学翻

译。“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生命

力所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呈现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风

貌，是连接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体现着各民族心与心

相连。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既要体现本民族的独特视角和

文化，更要放眼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为继承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重要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新疆各民族作家和翻译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广阔

天地探索和挖掘各民族文学精髓，推进新疆少数民族文学

翻译事业团结稳进，充分展现新疆各族儿女美好生活，以

更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回馈人民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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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石新民（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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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各民族的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

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书法教育、

书法创作、书法研究，都应该围绕和遵循这两大重点进行。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许多民族，他

们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比如匈奴、鲜卑、突

厥、党项、契丹、女真等，但这些民族都逐渐融入到汉族中，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文化

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定文化认同，不同民

族的人们才会在一起和谐相处、繁衍创造，而汉语和汉字

正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从汉字中衍生出来的书法艺

术，自然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动

各民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是从甲骨文一步步演化而

来。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有象形文字，但只有汉字书法，

发展壮大成了一门独立的、足可以与绘画比肩的艺术，有

成熟缜密的体系和丰富的表现手法，让中国各民族陶醉其

中，传承千年。

秦统一中国之前，汉字更多体现的是实用功能，起到记

录、交流、沟通的作用。这时候有很多书体，仅以秦国而论，

就有篆书、署书（用于公府匾额）、虫书（虫鸟之形，画在旗帜

上）、殳书（刻于兵器上）、摹印（专用于印玺）、刻符（刻画于符

信之上）、隶书（多用于文书抄录）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

一六国，次年李斯统一文字，对当时秦国的篆书进行改良，让

字体统一呈长方形，去掉一些繁琐的笔画，将线条修整得更

加柔和圆润。为方便区分，后人将这种改良后的篆体称为小

篆（之前的称为大篆）。新字确立后，秦始皇号令全国遵从。

李斯留下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

石》等，这些字线条流畅、结体优美，远远超出实用的范畴，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依然体现出很高的审美水准，

所以鲁迅称李斯为“书法笔祖”。秦以后，隶、行、楷、草等

书体渐次登上历史舞台，或以帖传承，或刻碑凝固，如涓涓

细流演化为大河大江，发展至今，高潮迭起。也正是从小

篆开始，汉字走上了一条与其它任何一种文字都完全不同

的道路。它在实用之外，另有一条阳关大道，通向艺术，通

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经过两汉、三国约五百年的发育成长之后，在东晋，

随着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登上历史舞台，书法

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在江左这片并不算辽阔的土

地上，书法家如璀璨群星，高手如云，有些甚至是整个家族

都醉心于书法，如“四庾”“六郗”“三谢”“八王”等。不但汉

族人喜欢书法，华夏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也喜欢书法，只要

有机会接触到汉语汉字，基本都会顺道走进书法的殿堂。

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魏碑，其主要发源地北魏即是

鲜卑族建立的王朝。鲜卑的一些精英，尤其是以孝文帝拓

跋宏为代表的领袖阶层，胸襟开阔，深深折服于博大成熟

的汉文化，所以在其王朝内部推行汉文化，着汉服、说汉

语、写汉字，这是魏碑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魏碑与以“二

王”为代表的纸本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后来的唐楷。

这一时期还有两块在书法史上十分重要的碑，即《爨宝

子碑》（刻于公元405年，在云南曲靖）和《爨龙颜碑》（刻于

公元458年，在云南陆良），这两块碑的写法与北方的魏碑

有着明显区别，究其原因，是在这两块碑的所在地是“爨人”

所在的区域，其主体民族是彝族。由于交通不似当今这么便

捷，“爨”地之人不能准确把握汉地书法的真实面貌，所以写出

了另外一种形态，可谓是别开生面，影响了后世很多书法家。

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但书法在元

清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元朝建立不久，皇室即派专人收

集整理散布在社会上的珍本法帖，并允许官员借阅，其中

包括王羲之的《王略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自叙

帖》等名帖。为更好治理国家，忽必烈命程钜夫寻找“遗

逸”，程钜夫开列的名单上，第一位即是书法家赵孟頫。赵

孟頫的出山，直接决定了元朝书法的走向，他通过毕生的

书写实践，把书法重新拉回了晋唐正轨。

元朝还有几位颇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书法家，如耶律楚

材、康里巎巎、乃贤等。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博学且抱负远

大，是成吉思汗的重要谋臣，建议成吉思汗兴科崇儒，发展

文人治国。耶律楚材的书法出自颜、黄，硬拙挺拔，端严刚

劲，有“河朔伟气”。耶律楚材墓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半山

坡，墓碑由乾隆题写，体量宽大，字迹清晰，也是一处学习书

法的好场所。康里巎巎是我国新疆的蒙古族，其祖父辈随

忽必烈征战，他本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还做过元顺帝

的老师，公务之余醉心书法，在草书上有很高的造诣，传说

最高产的时候可以“日书三万字”。乃贤是突厥人，父兄皆

效力元朝，随其兄定居于宁波。他诗书俱佳，工于行楷，疏

朗挺劲，佳作《南城咏古诗帖》为游历大都南城时有感而作，

一直藏于清宫内府。1922年，溥仪将此帖带出宫，流失到

社会上，直到1999年被故宫博物院发现，并高价购回。

清朝的书法风气更是浓厚，尤其康雍乾三朝，皇帝本

身就是书法家，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中国的文化中心重

回北方。特别是乾隆，自小就接受全面系统的汉文化教

育，博学多才，诗文书画都精通，对书法尤其喜爱。乾隆一

生广泛搜罗名帖法帖，将他最喜爱的帖子藏于“三希堂”，

朝夕观览，心慕手追，其书法端俨雅秀，雍容华贵。乾隆高

寿，花费在笔墨上的功夫也多，游历的地方也广，又喜题字

题诗，留下的作品相当繁浩。乾隆时的官员，善书者也众，

许多重要的大臣同时也是优秀的书法家，比如张廷玉、汪

由敦、梁诗正、纪昀、董诰等。如此众多的书法好手同时集

中在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罕见的。

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小说创作深深扎根于

湘西，生动展示湘西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与人

性之美，其作品展现出湘西生活的轻盈与沉重、

各色人物生命的欢喜与忧伤，演绎出湘西的风云

变幻和社会发展变迁，构成了对沈从文笔下诗意

湘西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中国文学百花园增

添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前段时间读到蔡测海发表在《芙蓉》杂志并

被《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小说《父亲简史》，很是

欣喜。该作品简约勾勒父亲的一生，篇幅仅为

12000多字，然而父亲形象所承载的社会生活的

广度、情感的浓度和主题思想的深度，代表了蔡

测海对文学的新思考与新感悟。

小说开头有一句话：“父亲是氏族的标志性

人物。”看似随意一说，其实是独具匠心、别具意

味。从民间传统文化视角讲述故事，人物和故事

便都有了历史感。小说接着讲祖父考举人落第和

族谱记有东汉蔡伦造纸有功之事，虽是戏言或一

种幽默，却把人物纳入了蔡氏家族漫长的历史长

河。祖父是个秀才，在武陵山中过着平静的耕读

人生。如此，小说故事发生的村庄就并非封闭落

后的荒蛮野岭，而是充满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乡

土中国的代表。作者有意无意地从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审视湘西和武陵山区，蕴含

着深沉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

《父亲简史》没有鲜明的故事情节发展线索，

而是拉家常般东拉西扯，看似随心所欲的漫谈，

其实是精心营造的生活，是耐人寻味的小故事。

父亲因勤劳肯干，由长工转身成为牛客的女婿。

家境原本还算殷实，却因兵灾匪乱而不得安宁。

官兵和土匪对射，流弹击中正在喝酒的外公，家

里给外公办丧事，备好了酒席，却被几十个土匪

大快朵颐。土匪走了，官兵也来抢饭吃，还说父亲通匪，把他吊在树上毒

打。父亲备受欺凌，又在大年初一被前来抢劫的土匪暴打，几乎致死，幸

亏吃了一个盗贼给的打伤药才幸免于难。日本侵华后，父亲又被征去帮

日本人修来凤飞机场……从这一个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远在湘西的父

亲及其家人所过的并非世外桃源的生活，他的悲苦人生映照着中国近现

代社会的动荡与黎民百姓的苦难。

小说接着讲述父亲那一代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故事。一个称父亲

为表姐夫的农民因无路可走而成为土匪，被称为“班长”。班长说他没抢

过穷人，只抢过财主家一条裤子，主动要求被收编为志愿军，并带领被收

编的土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从沅陵出发，大多数人都死在朝鲜战

场，班长带领十多个曾经的土匪参加上甘岭战役，全班只剩下他和一个

下半身被子弹打成肉浆、手掌被枪管烫坏、手指黏在一起的战士。班长给

他取了个绰号，叫“大巴掌”。复员后的班长带领农民劳动，挣工分、修水

库。修水库也是战斗，人人都像战士一样投入工作。冬天修水库，父亲穿

烂了自己编的18双草鞋，大巴掌则编织了200双草鞋。那是有霜有雪有

冰的冬天，修水库的精神就是“胡萝卜精神”，每个人的手指脚趾都冻得

像胡萝卜。班长的故事，深刻阐释了英雄来自民间来自人民的道理。也正

是父亲这样平凡的普通群众，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伟大建设事业的

点点滴滴，凝聚成为推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磅礴力量。

小说展示了父亲及湘西人民的人性之美。父亲身处乱世却一直保持

一颗善良之心，他被土匪打得奄奄一息，可还留宿一个过路客，把他当贵

客一样款待。不料过路客是个贼，偷走了新被子。盗贼拿着新被子去卖，

被表舅认出后绑回村里，父亲却说被子是送给过路客的。父亲还提了一

篮鸡蛋和两只鸡去看望在日军侵华时曾救他性命的韩国女护士，不过护

士已经走了，因为日本投降了。父亲将跟着他辛劳一生的老黄牛视作亲

人，从不打牛，老黄牛在41岁高龄时死了，父亲在一棵松柏树下挖了个很

深的一个坑，把老黄牛埋了。

作为湘西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一员，父亲多舛的命运代表着父辈一

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这篇小说阐释的不但是父亲的简史，更是湘西发

展史和中国奋斗史的缩影，是中国人的情感史和精神史。因此，父亲这样

一个小人物其实承载着“国之大者”。当然，这些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感人

至深的情感，蔡测海在小说中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和暗示，它们溶解在

文字里、浸润在生活中，让读者自行从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中品味出来。

《父亲简史》的艺术特色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部作品发扬蔡测海短

篇小说的叙事特色，语言朴素、自然、亲切、精炼，充满生命的张力和民间

的智慧，生动传达出汉字的意境美与诗意美。如父亲因为爱讲“落后话”，

敢于讲种卫星苞谷不好、讲密植不好、讲农药化肥不好，被贫下中农协会

主席阿亮说是落后分子，要写检讨书。小说描写“我”和父亲的对话：

我帮父亲写检讨书，越写越生气，对父亲说：“爹，你怎么不跟大伯去

当红军？怎么要帮日本人修飞机场？你那时没想过，你以后会是我爹吗？”

父亲什么也不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抽旱烟，口水顺着烟杆流下来。父

亲抽烟从不流口水，他抽烟的架势和做农活儿的架势都可上教科书。人

抽着烟流口水，就同牛羊这类反刍动物差不多了。

良久，父亲吐了一口烟，他对我说：“儿子，我以前不知道，有一天我

会是你爹。真的，我从未想过。”

“儿子。”

“嗯。”

“儿子。”

“爹。”

这段对话简明利落，隐含着无边的沉痛与无奈，亦有幽默与深思。尤

其是父亲与儿子最后简单的一呼一应，可谓一字千金，情深意切，回味悠

长。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俯拾即是，通篇充满了生活和生命的内涵。《父

亲简史》言近旨远，给人惊喜，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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