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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
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的《关于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
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及
云南省、昭通市相关文件要求，充分发挥
文学作品在民族工作中培根铸魂的重要
作用，展现新时代“昭通印象”，2025年初，

《民族文学》杂志社和中共昭通市委统战
部、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共同发起“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昭通篇”文学作品
征集活动。短短 1个多月时间，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作家的 200 多篇作品。《民族
文学》杂志社经过精心编辑，于 2025年第
7期隆重推出了 18篇（组）10余万字关于
昭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品。
其中，小说 2 篇，散文 3 篇，诗歌 13 篇
（组）。以如此强大的阵容和如此集中、鲜
明的主题宣传昭通，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北雁的散文——
《行走巧家》。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云南以其
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始终
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北雁的《行走
巧家》以白族作家的视角行走于滇东北的
巧家县，用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民族情
感，描绘了一幅金沙江畔各民族共生共荣
的时代画卷。这篇文章不仅是一次地理
空间的穿越，还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精神巡
礼，它以交通变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
为叙事支点，巧妙地将民族团结这一宏大
主题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展现了新
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生动实践。

在当代文学如何表现民族团结这一
命题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不回避历史上的封闭与隔阂，着眼于当下
的联通与融合；不仅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
性，更强调共同奋斗的集体记忆；将个人
体验与国家叙事有机结合，让宏大主题在
细节中自然显现。这种叙事策略对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文学
示范意义。

基础设施改善中的民族交融

《行走巧家》开篇以交通变迁为切入
点，通过对比作家潘灵 30 年前后的出行
体验，展现了滇东北地区基础设施的巨
变。昔日“几百公里的路程，不论再怎么

起早贪黑，都得花上两天一夜”的艰辛旅
程，如今已被“桥隧密集的崇山”所替代。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缩短，还是
心理隔阂的消弭。

“山阻水隔，村民出行极不方便，早年
出门买包盐巴，都得翻山越岭，花上两三
天时间，遇到急病，更被当作人生中不可
逾越的劫数。后来，村民自发建造了这两
道溜索，同时在索上加装了一个溜筐，自
此村民终于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文
中描写了鹦哥溜索到现代化大桥的转变
过程，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意义——“亚洲
最高的溜索”曾是两岸居民与外界联系的
唯一通道，承载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辛酸甘
苦。大桥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买包盐巴都
得翻山越岭的困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当
地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鹦哥村位于巧家县与
四川省布拖县的交界处，一座大桥的建成
极大地改善了巧家和布拖两县的交通状
况，这种跨省的互联互通，正是民族团结在
空间层面的具体体现。“大桥修通后，我们
建起了新房子，光是运输成本，就降到了以
往的五分之一以下！现在，我们村里出产
的红苕、花椒、核桃和中草药，以及附近茂
租镇大小村落饲养的牛羊和小猪，都能迅
速运到山外！”当文中村民自豪地讲述物资
运输成本降低、土特产得以外销时，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经济生活的改善，更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场景。交通基础设施
如同血脉一般，将散居在崇山峻岭间的各
民族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北雁作为白族作家，在描写这一变化
时并未采用“他者化”的视角，而是以“我
们”的共同体身份进行叙述，这种叙事立场
的自觉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对民族互嵌与
心理认同的深化。当不同民族的作家同车
而行、共同见证这些变化时，文本之外的实
际交往已然成为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的民族协奏

白鹤滩水电站作为“国之重器”，在文

中不仅是技术奇迹的展示，还是各民族
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的象征。北雁
用精确的数据和恢宏的笔触描绘了这一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壮观景象，其中，
更值得关注的是工程建设背后的人文
故事。“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也给巧家
带来了千年难遇的发展机遇，极大地改
善了当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卫生条件。在此期间，涉及淹没区 5 万
多人的移民安置，巧家创造了民族团结
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范本。”文中提到

“巧家创造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
的新范本”，5 万多名群众的搬迁安置工
作涉及多民族群体，他们的顺利搬迁与
安居乐业，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有力证明。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带来的不仅是电
力资源，还是整个区域发展格局的重
构。“从白鹤滩水电站回到干净整洁的巧
家县城滨江生态走廊，在高楼林立的移
民安置社区，在规划超前的蒙姑移民小
镇，在新型材料厂房，在葡萄种植基地，我
亲眼看见了金沙江沿岸，一个典型农业县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
和谐，华丽蜕变，乘风直上。”文中描写的

“干净整洁的巧家县城滨江生态走廊”
“高楼林立的移民安置社区”“规划超前
的蒙姑移民小镇”等，展现了新型的民族
互嵌式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民
族共享现代化成果，共同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形成了利益相连、情感相融的共同
体意识。这些变化发生在川滇两省交界
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意义已超越了单一
民族或单一地区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生动缩影。

文中关于“地下洞室的开挖量达2500
万立方米”“建成了 400 多条洞室”等数
据，是北雁对技术细节的精确把握。这种
书写方式揭示了现代化进程对各民族的

“共同召唤”——在应对技术挑战、参与国
家建设的过程中，各民族自然而然地形成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当“全部采用国产百
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时，不仅标志着
技术自主的突破，还是各民族集体智慧和

共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

生态共识中的民族共鸣

文章第三部分将视角转向马树湿地，
转向黑颈鹤保护，这一看似与民族团结无
直接关联的主题，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
共识。“在我的故乡大理，鹤在人们心中是
一种吉祥之鸟，许多地名都被冠上了这一
称谓。直到今天，崇尚诗书的大理人家，
有的喜欢在门壁下留下‘琴鹤家声’的字
样，有的喜欢在中堂悬挂‘松鹤延龄’的画
卷，还有的喜欢在格子门上雕刻‘白鹤飞
松’的图案。”北雁以大理白族文化中的鹤
意象为参照，巧妙地建立了不同民族文化
间的精神联系。当马树镇的彝族、汉族居
民共同将黑颈鹤视为“圣洁的存在”时，这
种生态保护意识已经超越了民族边界，成
为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

文中在该部分着重描写了当地居民
与黑颈鹤的和谐共处。“附近村民都以鹤
为荣，从不惊扰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甚
至允许它们在自己新种的洋芋地里闲庭
信步、肆意啄食。”这种人鹤和谐相处的模
式，生动反映了不同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
中形成的生态伦理共识。当彝族、汉族居
民共同投喂苦荞、燕麦和洋芋时，这些农
作物不仅是物质食粮，还成为连接不同民
族与大自然的精神媒介。

北雁把对巧家多民族文化的深入观
察，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姿态。她在
马树湿地感受到的“过电似的震颤”，既是
对自然神性的敬畏，也是对多元文化共生
状态的心灵共鸣。当文章以“人鹤和谐
曲”作结尾时，隐喻了民族关系的理想状
态——不同种类的鸟类共享一片湿地，各
民族也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处，形成了丰
富多彩而又统一和谐的文化生态。

民族叙事的艺术创新与时代价值

《行走巧家》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
的民族文学特色，同时又突破了传统民族
书写的局限。北雁避免了将民族文化奇

观化或标本化的倾向，而是将民族元素自
然融入现代化叙事的肌理之中。无论是
描写溜索上的生活细节，还是记录村民对
大桥通车的朴实感言，北雁都保持了叙事
的真实性与现实性，使民族团结主题脱离
了抽象说教，成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

文章采用了“行走”的动态视角，这
种移动的观察位置恰如其分地象征着当
代民族关系的流动性特征。当作者的视
线在云南巧家与四川布拖之间来回切
换，在坝区与山区之间上下移动时，展现
的正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共同
体视野。文中对潘灵、朱镛等多民族作
家的提及，以及对建设者、移民、村民等
多群体的呈现，构成了文学意义上的“民
族合唱”。

在当代文学如何表现民族团结这一命
题上，《行走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回
避历史上的封闭与隔阂，着眼于当下的联
通与融合；不仅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还
强调共同奋斗的集体记忆；将个人体验与
国家叙事有机结合，让宏大主题在细节中
自然展现。

金沙江水的文化隐喻

金沙江作为贯穿全文的地理意象和
民族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曾
经是阻隔两岸的天堑，如今已成为连接川
滇的纽带；它既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又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北雁
笔下“水流湍急”却又“平湖如镜”的金沙
江，恰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
——多元如滔滔江水，一体如高峡平湖；
多元如支流纵横，一体如大江东去。

《行走巧家》告诉我们：民族团结不是
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一座桥、一座水
电站、一片湿地的建设实践中；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是外在的灌输，而是源自共
同奋斗、共享发展的生活实际。

在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文学如何以其
特有的敏感和温度，记录下时代变革中的
民族交响，而这曲交响正汇聚成新时代中
国最动人的乐章。

金 沙 江 畔 的 民 族 交 响 曲
——北雁《行走巧家》中的民族团结叙事

◆陈允琪

“人民至上”的人本性：世界上所有美
妙的旋律都应该属于你

“以人民为中心，贴近、依靠和服务人
民，维护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巩
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这是“人
民至上”的人本性的集中概括。尹马的小
说《奔跑的梅曦》，一看标题，其张力就引
导读者情不自禁地思考——梅曦为谁奔
跑？为什么奔跑？梅曦虽然个头小，但走
路带风，像一个飞快旋转的陀螺；她虽然
不是踢足球的梅西，但奔跑速度比两个男
性还快，总是像小学教师催促学生一样，

“再不加速，太阳都快落山了”。梅曦收入
少得可怜，租的门面只有 10平方米；她每
年考编都只差几分，感情生活空白，没有
爱情、婚姻和家庭；她累坏了自己的身体，

却一直硬扛着。尽管如此，她大部分时
仍行走在下队的路上，各族同胞早已把
她当成救死扶伤的天使。无论是坚持
要将老奶奶及时送进大医院抢救，还
是冒着生命危险渡河去抢救难产的张
家儿媳妇，文中都展现了这位“最美乡村
医生”“人民至上”的人民本性。特别是梅
曦那句“两个人的命比一个人的命更重
要”，铿锵有力，令人震撼。老奶奶的儿子
为了感谢梅曦，不仅赠送“白衣天使”的锦
旗，还以苗家的《留客歌》——“山也把你
留，水也把你留，山山水水都在把你留
……”委婉地道出了苗族同胞共同的心
声。后来，梅曦累倒了，不得不进城治疗，
但她时刻想着早点回去，继续以自封的

“大堰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身份，为乡村各
族群众奔跑。至此，读者已然明白：梅曦
为谁奔跑？为什么要奔跑？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小 说 结 尾 的 一
幕 —— 驻村扶贫干部成欢离开时，把黄
局长送的可以召唤天上神灵的芦笙送给
了梅曦。对此，苏阳评价说：“它应该属于
你”“世界上所有美妙的旋律都应该属于
你”。这一情节设置不仅首尾呼应，使叙
事结构更加完整，还高度赞美了一生坚守
村寨的“最美乡村医生”。她以民为重，
一心为民，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最能表达苗族情感的芦笙
韵律中，有感激之情，有赞美之音，还有
和谐之声。

“日用不觉”的生活性：月光从瓦片的
缝隙里照进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长
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共生、
发展共享、命运共存的集体意识，一旦脱
离了现实生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失去其本真意义。这种共同体意识

“润物细无声”，是各族群众“日用而不觉”
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自觉。

《奔跑的梅曦》中描写的村寨，汉族、
苗族同胞和谐相处，大家有时说苗语，有
时说汉语，更多的时候是苗语、汉语混着

说。这种“日用不觉”的语言交融，早已在
日常生活中悄然实现，民族情感也如江河
般深厚绵长。北雁在《行走巧家》中指出，

“马树”这一地名源自彝语，意为“一片沼
泽之地”。用彝族词语作汉族、苗族融居
地的地名，本身就体现了两个民族在生活
中自然融合的历史。语言在生活中的运
用，常常是“日用不觉”的，这种“日用不
觉”的交融，正是对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
生动诠释。

白族作家北雁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
记录了巧家之行的所见所感，特别肯定了
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面对巧家
创造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范
本，她由衷赞叹：“在高楼林立的移民安置
社区，在规划超前的蒙姑移民小镇，在新
型材料厂房，在葡萄种植基地，我亲眼看
见了金沙江沿岸，一个典型农业县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和谐，
华丽蜕变，乘风直上。”蒙姑移民小镇处
处洋溢着幸福生活的气息，民族团结、社
会和谐的锦绣之花在这里绚丽绽放。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用
手中的笔、心中的情，深情讴歌家乡的山
川河流与父老乡亲，无论是走进历史长河
去聆听，还是身处现实画卷去描绘，他们
的创作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生动注脚，是对“日用不觉”的最佳诠
释。纳西族作家黄立康的《读山水间的新
词》、回族诗人沈沉的《在江底》《在荒冲》，
以及回族诗人易州米的《产地昭通（外一
首）》，都是最好的例证。这些从心底自然
流淌、从笔尖自然倾泻的作品，犹如“月光
从瓦片的缝隙里照进来”，无声地浸润着
读者的心灵。

“生动呈现”的通俗性：吐出一粒粒文
字，种在石头上绚烂开花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中，人民群众往往难以直接理解和运用抽
象的理论形态。基于这一认知特点，文学
艺术家们以通俗化、生动化、多样化的呈
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借助小说、散文、诗歌

等多样化的创作形式，让读者在民族故
事、民族情感和民族语言中，更好地认识
和接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诗人萧相风面对“中华民族团结丰
碑”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并没有刻板地
讲述那段关于民族团结的光辉历史，而是
用诗人的想象和生动的诗歌语言，首先构
思了一个极具诗意的标题——《我，一个
骑汉字而来的人》。这一标题既独特又生
动形象，还通俗易懂。诗人笔下的袁滋题
记摩崖石刻，在历史故事里绽放出民族团
结之花，每一个意象都吸饱了墨汁，在读
者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诗人师师的《彝族古歌（外一首）》中，
“在他的歌声里打开记忆/四周的人，开始
应和”一句，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起民族
团结的浪花。民族历史作为集体记忆，既
是维系民族身份的重要纽带，也是促进文
化传承的关键要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文学
作品巩固历史教育根基，营造多元一体的
文化生态环境，从而构建以集体记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促进民
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徐佑发的小说《我们长
存的友谊》。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该
书主要以阿尼和以木两个孩子的视角讲
述民族团结的故事，虽然情节简单，却流
露出真挚的民族情感，传递出民族团结互
助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小说结尾很有意
思——以木给阿尼讲刘伯承元帅和彝族
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仅开了个头
便戛然而止，寓意着民族团结的故事，需
要代代相传，一直讲下去。

“增同存异”的包容性：正在花瓣背面
书写新的诗经

《民族文学》刊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昭通篇”作品，既有少数民族作
家、诗人的作品，也有汉族同胞的篇章；既
有讴歌民族团结的佳作，也有赞美昭通历
史、现实生活、自然风光的杰作。这些作
品的推出，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增同存异”包容性的体现。只有在尊重
和包容各民族差异性的基础上推进大众
化，才能真正凝聚共识，否则“有同无异，
没必要强调共同体”。张俊的《黑颈鹤之
歌》与张家雷的《古彝地变迁史》，无论是
书写彝族的六祖分支、堂琅文化，还是描
绘驿马古道、朱提银矿、僰人文化、红色文
化，都展现了文化认同与融合的深刻内
涵，激荡出民族发展的时代回响。

少数民族文化独具特色，少数民族作
家所塑造的民族形象也独特而鲜活。彝
族诗人师师在《在鸡公山峡谷》中刻画了
一位牵马的少数民族女人。第一小节以
鸡公山为背景烘托氛围，第二小节才点明
她的温和、贤良与秀气，像一朵索玛花，赞
美她虽然经历了“生活无数艰辛”，但“她
的人间，仍充实朴素的笑颜”。诗歌仅仅
短短两小节，但刻画出的民族形象十分鲜
活，跃然纸上。诗人讴歌的是一个人，实
际赞美的却是一群人。

好的作品总能引发共鸣。诗人柳燕
的《大山包》刻画了鲜活的民族形象：“风
中的彝族牧羊人披着羊皮袄/看大雾聚
拢又消散，看大雪落了又化开。”虽寥寥
几笔，却极具画面感。当然，“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昭通篇”中，除了这些
鲜明的少数民族形象，还塑造了许多汉
族形象，比如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帮扶的
成欢、苏阳，以及扎根大堰的梅医生。《民
族文学》刊发的系列作品不仅展现了民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棱角分明的彝
族民居，檐椽上雕刻着配有彝文的图腾，
还赞美了汉族文化的璀璨，如历史悠久
的迟家大院、李氏支祠、陕西会馆等。特
别是翟雄的《山茶花》，以花喻民族团结，
极具“增同存异”的包容性：“每片花瓣都
印有/傈僳族弩弓的纹样/白族扎染的云
纹/与傣族孔雀翎的金斑。”而“彝语的谚
语与汉语的对联/正在花瓣背面书写新
的诗经”，则直接点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核心——在包容性与共同性
中寻求文化交融，在开放性与差异性中
实现共生共荣。

读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昭
通篇”系列作品，不禁要引用翟雄《山茶
花》中的一句诗来概括——“正在花瓣背
面书写新的诗经”。作家、诗人们通过创
作，不仅谱写了昭通民族团结的壮丽篇
章，还在花瓣背面书写着新时代的诗经：
他们用文字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系
紧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纽带，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着昭通智慧。

“正在花瓣背面书写新的诗经”
——《民族文学》杂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昭通篇”作品分析

◆尹宗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
成机理包含三种路径：认知形塑的理
论说服、情感激发的利益认同以及行
为调适的行动自觉。然而，作家和诗
人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时，通常不依赖理论说
服，主要是以故事感人、用情感动
人。所以，小说家以讲好民族故事、
塑造民族人物形象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散文家凭借真情实感、
优美文字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而诗人则在诗歌的节奏与意境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自
觉的创作行为本身就是“行为调适的
行动自觉”的体现。他们的作品既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
观反映，又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精神纽带；既是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也
是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

张江南和朱新武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大众化：内涵、机
理与路径》一文中指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大众化包含群
众化、通俗化、生活化三重内涵，具有

“人民至上”的人本性、“日用不觉”
的生活性、“生动呈现”的通俗性以及

“增同存异”的包容性等特征。基于
这一理论框架来解读“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昭通篇”作品，可以清晰
地发现这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上述
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