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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

继2016年“七一”重要讲话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我们今天所言的文化自信，实际已超越狭义的文化范畴，而指
向一种广义的、有容乃大的“大文化”。那么，“大文化”之“大”
何以体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五个“度”来理解。

党的路线的高度
提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

程中，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高度全面继承中华民族文
明传统。站在这样的高度，文化自信就不是着重于学术各家各
派，也不是仅限于文化工作领域，而是要有一种放眼全局的视
野。在具体的文化政策层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时的曲
折，但从总体上看，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中华民
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
进程，来实现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更始重生。

今天，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背景，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以中国传统为主体，消化、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将
中华文明改善和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中华文明的更始重
生和全面复兴，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这个政治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既是一种政治的担
当，更是一种文明的担当。

历史底蕴的厚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许多表述，都透显出一种

基于历史底蕴的厚重感。例如，“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连
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
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
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
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
理想信念”。

5000多年，56个民族，13亿多人，这些看似抽象的数字，勾
勒出中华文化悠久而博大的时空维度。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的结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深情地讲道：“站立在九百六十多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
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
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
强大的前进定力。”

融汇古今的广度
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而且包含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些重要论述，启发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三个方面，而且应当注意

三者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简单拼接，强调贯穿其中的民族精
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全面的价值支撑。

民族价值的深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

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
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可见，文化自信绝不局
限于文化工作领域，不仅是对文化工作者和文化部门的要求，
更是对全党全社会各项工作的要求。我们要从历史的、整体
的意义上，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自信，善于揭示和
把握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优秀文化中相贯通的价值观。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当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要大
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
心思想理念。

温润民心的温度
“大文化”不仅立意高远，而且接地气。2014年10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勉励作家艺术家要通过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
蓬勃迈向未来。他给出的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准是：有正能量、
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
群众所喜爱。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作品。那么，温度从何而来？来自“以人民为中心”！党的
十九大报告通篇将“人民”作为关键词，明确表示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关键在于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情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自信意味
着以人民为中心、为社会树价值、给民心以温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文化所激发的精
神力量，离不开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切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化自信 有容乃大

纳西族知名学者和尚礼先生的民族历史专著《探寻纳人
古迁徙路》出版后，在纳西族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在网络
和实体书店里没有买到这本书，正当失望之际，白地著名学
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树荣热心帮助了我，从和尚礼
先生处帮我得到了赠书。因为书得之不易促使我深读，竟受
益匪浅。

书成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尚礼先生早年从丽江师范
毕业后，先是在香格里拉市东旺乡当了 8 年小学老师，后调
三坝乡文化站工作，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东巴，走上领导
岗位后，源于对本民族的热爱，感于本民族东巴文化的灿
烂，最终走上钻研、探寻、弘扬纳西东巴文化不同寻常之
路。书尽展民族文化的自信。纳西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
促使他义无反顾执著三十多年的行走，克服重重困难，走遍
了滇、川、藏、青、甘等地，行万里路，访千多人，串百多寨，
扎实的田野调查，找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古纳西人的迁
徙线路了然于胸，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写成了该书。书尽现
民族文化的担当。

近年来，中外学者有关纳西文化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取得

了辉煌成就，但一些领域却裹足不前，比如纳西族的族源就争
论不已，甚至有了一些耸人听闻、博人眼球的奇谈怪论，如何
正本清源寻找新的突破口，成了专家学者的新课题，欣慰的
是，和尚礼老师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通读全书，我感到这本书行文流畅，很多篇章文彩飞
扬，足见其深厚的文字功底；论点突出、论据充分、论证严
谨，出版前还请专家论证虚心征求意见，显示出了作者的精
耕细作和精益求精。

书中有精彩的神话故事，动人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
民俗穿插其中，还有习尚洪东巴写的绘的东巴字画锦上添
花，让人感受到视角盛宴冲击，更是震撼的思想精神大餐。
是一本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精品力
作。书中还描写了作者冒着九死一生的种种历险之事，有
的地方我也曾走过并历过险。所以说，毫无疑问，本书除了
心血之作外，还是生命之作。

这本专著还有几个不得不提的看点。首先是明确回答
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比如东巴经里“居那若罗
神山”和“米利达吉神海”，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和尚礼先

生用实地调查、采访、东巴讲经见证、对照相关文史资料等方
式，论证出西藏冈底斯山为神山，阿里神湖为神海之说。当
然，他也说了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之类的留有余地的话。正
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的神山神海“西藏说”
肯定会在学界和东巴界引起争议，但至少以巨大的理论勇
气，求真务实的态度，抛砖引玉的精神，开辟了东巴文化研究
新思路新视界新课题,必将把研究中心推陈出新引向深入，
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超前思维，敢于
怀疑前人的观点，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当前学界应该学习
和传承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加赞赏的。其次，提出
来了关于三江口一带有较高研究价值之说，以及进一步
挖掘和抢救这一区域文化的紧迫性。其依据是三江口一
带是纳西族长期迁徙和居住地，也是纳、藏、彝等多民族
文化交融相汇走廊，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更是东巴文化从口头向文字转化，是有无文字的分水
岭。还有古纳西族墨、和、树、杨四大姓的两条迁移路，阿
里以外的史前文化，居那若罗神山为中心的起源文化，西
藏神山神湖文化，青、甘的祖先文化和游牧文化，亚丁的狩

猎文化，永宁的情爱文化，白地为中心的圣地文化，丽江为
中心的东巴强盛文化等。不一而足，这些新论都能够做到
用事实说话客观公正，以理服人说理性强，丰富了纳西学论
题。对浩瀚如海、博大精深的纳西学，增加了新鲜血液。最
终归纳出迁徙文化和地名文化。艰难而辉煌的迁徙路，浓
厚而绚烂的文化底蕴，激发了纳西人无限的民族归属感和
自豪感。除了追根溯源，回答了纳西族从那里来，怎样迁
徙，让人记住民族迁徙精神和民族魂外，本书还着重解释了
一些学术界的重大问题，比如，纳西、藏、氐羌民族共同信
奉的敦巴喜饶，本教祖师“敦巴喜饶”，东巴教称祖师为“东
巴沙拉”。又如，盖孜鲁盘韦与汗甲拉翠过的考证，有理有
据有图；还有如，狩猎时代沿袭下来的“喊魂狗，领路鸡”之
说，习氏家谱，经书消失后口头整理的丧歌，除有较高史料
价值外，还有着抢救了纳西文化的性质。

我不是纳西文化学者，而只是个东巴文化千重门外的叩
门者，按理是没有资格对和尚礼老师的书说三道四，用学术观
点解读本书显然也很困难，只不过开卷有益，说上些良心话写
了些读后感而已。

问 道 天 地 间
——《纳人古迁徙路》读后感

2017 年 10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创建于1997年的《世界记忆
名录》，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
失的文献记录进行抢救，并加强保护和利用，提高
全世界对文献遗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中药“龙骨”原是甲骨
都说“一片甲骨惊天下”，作为20世纪初四大文

化史发现之一，中国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献遗产，跨
越千年的甲骨文是如何被发现的呢？笔者想说的便
是甲骨文与北京城之间的一段往事。

谈起甲骨文与北京城，就不得不提到有“甲骨文
之父”之称的清代学者王懿荣。王懿荣，字正孺，山
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清史稿·王懿荣传》中
说他“泛涉书，嗜金石，潘祖荫、翁同龢并称其学”。这
位当时的国子监祭酒、著名的金石学家是如何发现
的甲骨文呢？

《北京志·出版志》中记录了这个有点传奇的故事。清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王懿荣患痢疾，医生开出一剂
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药。当家人从宣武门外的西
鹤年堂药店买回来药材时，略通医道的王懿荣出于好奇，
亲自查看龙骨碎片，居然发现有一块碎片上刻划有奇异
的纹络。

精通钟鼎文的王懿荣觉得蹊跷，便又派人到药店将所
谓龙骨都买了下来。经仔细研究，他认为这些龙骨其实是
年代久远的兽骨遗留，上面镌刻的“画纹符号”并不同于青
铜器上的铭文。于是他出高价，大量收购带字的甲骨，一
次竟得 800 余片，包括刻有 52 个字的全甲一片。刘鹗在

《铁云藏龟·自序》中记下了王懿荣对收购甲骨的执着，“庚
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兹荣见之
狂喜，以厚价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
文敏”。

“甲骨文之父”以身殉国
在收购甲骨的同时，王懿荣开始对照典籍文献，研究他

的“发现”。他还找来琉璃厂清秘阁的古玩商孙秋商讨，又
请教刑部主事孙诒让。后来，王懿荣从骨片上找到商代几位
国王的名字，从而认定这是早在篆隶之前的上古文字。

尽管对于这些故事的细节，后世学者有所质疑，也有学
者对王懿荣首发甲骨文的说法持不同观点，但清代学者王
懿荣无疑对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翻
开了甲骨文学的第一页，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推测甲骨文为殷商之
物，对近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有很大影
响。学者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称，甲骨卜辞

“文字虽简略，然可证史家之遗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
之卜法”。

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学者们将古代史料和地下出土
文物结合，将汉字起源上溯至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把中
国信史提早了一千余年。可惜的是，当年的王懿荣还未对
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率
军民奋勇抵抗，督守东便门师溃后，亟返今东城区锡拉胡
同内的寓所，书绝命词，投井殉国。

但甲骨文并没有随着王懿荣的逝去而再度沉沦，其收
藏的千余片甲骨被他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
购。1903 年，刘鹗将王懿荣和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选拓
1058片，编写成《铁云藏龟》一书，这也是中国著录甲骨文
的第一部专著。另一部分由王懿荣之子赠送天津新学书
院，后经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甲骨卜辞七集》。还有
一小部分，在1939年由唐兰编进《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

求解甲骨文“一字千金”
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有 15 万余片，能识别出来的有

6000余字，虽历经几代学者努力研究，但能准确释义的仅
1500余字。2017年7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的一篇“悬
赏公告”引发了各界关注。公告称，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
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
对存争议甲骨文做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
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真可谓“一字千金”。长期
从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的朱彦民教授表示，目前仍有大
量甲骨文单字等待人们释读，但是任何一个字的破译工作
都是一场“攻坚战”。

一 片 甲 骨 惊 天 下

相传古时候，一个侗寨遭到洪魔的袭
击。眼看稻田被淹没，房屋被冲倒，人们就
要被洪魔吞噬，忽从天上下来一位英雄，用
他有力的臂膀斩断了洪魔的脊梁。为了表
示对英雄的敬意，家家户户都想请英雄到
家中吃饭，但英雄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去，不
可能一一到各家做客，怎么办
呢？这时，一位漂亮的侗族姑娘
想出了个好主意：每家做几道最
好的菜，全寨人一起来款待英
雄。由于这个宴席集百家之长，
所以就叫“百家宴”。从此，侗族
人每逢寨子里来了贵客或遇上喜
事族人聚会时，都会设“百家宴”，
这个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赏纯侗民族风情，观露天长
桌宴奇景。为了弘扬侗族的传
统文化，农历六月二十四，龙胜
各族自治县就在乐江乡地灵村

举办地灵侗族百家宴活动。这天全村各
家各户的代表，提着竹编的精致漂亮的
食品盒，盒内放着一碗碗侗家人最爱吃
的腌制酸猪肉、酸鸭、酸鱼等，还有自己
酿造的糯米水酒，从四面八方赶到村头
风雨桥。在登台铁炮声响后，长龙般的

百家宴在风雨桥周围摆设开来，侗族村
民坐在长长的木桌两旁，丰盛的侗家佳
肴摆满了长条木桌。

百家宴是全村村民聚会佳日，是村
规民约制定、通过及实施的一种重要方
式，也是全村公共事业筹办的决定场

合。
百家宴上，侗族同胞畅所

欲言，总结过去，展望明天，交流
思想，增进团结。村民们边谈边
饮，百家宴从下午 4 点一直进行
到晚上 8 点。侗族的饮食文化
自成一体，本民族丰富多彩的饮
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神奇的内
容，百家宴就是其中的一种，它
是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种饮食风
俗，也是侗族热情好客的一种表
现，是侗族文化内容丰富的表现
形式。

百 家 宴 的 由 来
乳饼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创制出来的一种风味独
特、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

乳饼主产于石林彝族自治县，石
林县境内多山，有着广阔的草场，适
宜放牧，尤其适宜饲养奶山羊。关于
乳饼制作的起源有着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每逢冬季来临，人
们就要把羊群赶到水草丰盛的地方
去放牧，而水草丰盛的地方又远离村
镇，从牧场把鲜奶运回村镇时，鲜奶
已变酸。所以牧民们每天都要倒掉
许多雪白的羊奶。有一位聪明的年
轻人从邻居制作豆腐的过程中
得到启示，经过反复实践想出了
用酸浆点羊奶制作乳饼的方
法。用此种方法制作的乳饼色
白如豆腐，奶香飘溢，食之嫩滑
爽口。乳饼比羊奶更易贮藏运
输和加工食用。因此乳饼制作
方法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乳饼的吃法：随着人们烹饪
技术不断地改进，吃法也花样迭

出。乳饼可通过蒸、烩、煎、炸等方法
烹制出口味各异、色香味美的多种菜
肴。如：火夹乳饼（蒸）、青蛙蹲石板
（烩）、锅贴乳饼（煎）等，都是云南人
津津乐道的美味佳肴。

火夹乳饼：火夹乳饼是用乳饼与
宣威火腿切片而制作的菜肴。乳饼与
宣威火腿都要切为长方形，乳饼切片
厚薄要均匀，火腿片要略带肥肉，以两
片乳饼夹一片火腿，叠放入碗中蒸熟，
出锅炉时再浇上上汤和鸡油，以豌豆
尖作为摆衬上桌。此菜汤清叶绿，饼
白肉红，食之香嫩适口，松软柔滑。

青蛙蹲石板：青蛙蹲石板即青豆
米烩乳饼。此道菜是深受云南人民
喜爱的家常菜。此菜是用新鲜的青
蚕豆米和切为小块的乳饼用汤烩熟
后食用，其味鲜嫩，菜式清淡素雅，令
人久食不厌。因为乳饼是雪白色，青
豆米为翠绿色，云南人就形象地把这
道菜称为“青蛙蹲石板”。

锅贴乳饼：锅贴乳饼是以切片的
乳饼和宣威火腿，配以切片后的拍击
松软的里脊肉、鸡蛋和多种配料煎制
而成。此菜的制作十分讲究刀工，火
候和用料得当，切片必须厚薄均匀，

乳饼、火腿和肉片要相夹适当，入
锅炉后以中火慢煎，至两面乳饼
脆黄时就可起锅上桌。此道菜肴
色泽金黄、酥香鲜美。

竹荪烩乳饼：以乳饼为主
料，配加竹荪和宣威火腿、鸡肉、
胡萝卜、莴笋，加上调料，用上汤
烩熟后即可上桌食用。此道菜以
色彩清新、味道香嫩、营养丰富而
著称。

奶 味 飘 香 的 彝 族 乳 饼

●和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