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图书馆

共同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协办的“我们的文字——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本次展览是继“年画中的记

忆”、“大漆的记忆”和“丝绸的记忆”后，文化部非遗司和

国图共同举办的第四个“中国记忆”系列专题展览。

中国记忆项目是整理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

物专题文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收

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形成多载体、

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并通过在馆借阅、在线浏

览、多媒体展览、专题讲座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文

献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这是以记录历史、保存文献、传承

民族记忆、服务终身学习为宗旨的全国性文化项目，是

图书馆变藏为用，加强文献整合与揭示力度的新举措。

本次展览共分 6 部分，包括中国文字概说、文字的

书写、文字的传播、文字与艺术、文字与生活、文字的传

承与未来，集中展示了文字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特

别从与中国文字相关的非遗项目中挖掘文字的内涵与

魅力。展览共展出文献、传承人作品等实物300余件，邀

请了 24个非遗项目的 21位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其

中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代表性传承人同聚一堂，共同

书写“春天来了”、“羊年大吉”、“和睦之家”等文字。另

外，湖笔制作技艺、木活字印刷技术等十余个非遗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中国是个多民族大家庭，也是个文字大家庭。各民

族文字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也对世界文明

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流传最久的、最富

有生命力的文字系统——汉字，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

最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字体系。中国的民族文字，不只是

中华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缩影，更是世界各

古老文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结晶。中国记

忆项目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确立“我们的文字”主题是

有感于文字遭遇危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冲击

着传统的文字艺术。近年来，虽然一些文化活动和电视

节目已经开始关注汉字的传承与使用，但局限在学习怎

样书写，仅仅是对文字表层的感受。“我们的文字”选择

了最切中核心的内容以多样立体的方式去呈现中国文

字文化，为所有中国人解读“我们的文字”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明为什么值得我们自豪，呼吁大

家加深了解中华文明的内核，增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

认同感。

在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着为数众多

与中国文字的产生、书写、传播和使用相关的项目。此次

展览以文字起源与发展为纵向脉络梳理文字的发展历

程；以文字的种类与谱系为横向脉络，覆盖了中国的所

有文字，包括14种已消失的文字；以文字的书写、传播、

应用和传承等命题为拓展，侧重非遗角度，串连起仓颉

传说、各种文字书法、造纸技艺、填字谜游戏等 63 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展览现场，很多观众体验了如何

使用纯正的文房四宝来书写文字；欣赏了国家图书馆馆

藏精品中与文字主题相关的文献和特色展品，如书写文

字演变历史的百米长卷、民间收藏家借展的珍贵匾额、

华县填字谜接龙游戏卷轴以及其他珍贵的民间收藏。观

众在近距离接触各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还

观看了由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制作的专题片与传承人口

述史，深度、立体地了解了相关项目的工艺流程与技艺

特点。展览期间，国家图书馆策划了多场“我们的文字”

专题系列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印章（篆刻）

中的文字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女书的魅

力”、“汉字与历史文化和汉字的性质与结构”等主题向

读者朋友解读文字的魅力。

为扩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呼吁全

国人民提高对“我们的文字”所面临危机的认识，增强对

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在国家图书馆展览闭幕后，“我

们的文字”展览将开启向全国图书馆的巡展活动。参与

巡展的有新疆、黑龙江、安徽、福建、四川、贵州、甘肃等

省级图书馆，以及广州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和苏州独墅

湖图书馆等。

为完整解读非遗中的文字传承，国家图书馆 2014

年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我们的文字”专题文献资源建

设。该专题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迄今为止规

模最大，涉及领域、地区、民族最多的一项专题资源建

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派出5个拍摄团队，历时一年，行

程5万多公里，远赴吉林、内蒙古、上海、新疆、西藏等地

的 50 余个城市和乡镇，拍摄了与文字有关的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30项、传承人及专家37人，采集影像资

料、口述史料共计约 400 个小时。基于这些资源编辑制

作的 29 部非遗项目专题片、18 位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

和 1 部宣传片，于展览期间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国记

忆”专题页面发布，并在国图手机门户同步上线。据了

解，中国记忆项目自2012年启动以来，开展了一系列专

题资源建设工作，基于这些视频专题资源编辑制作的48

部非遗项目专题片从展览开幕起展映了一周，为读者奉

上一场非遗主题的视听盛宴。

知识普及型读物 《我们的文字》 也于展览期间开

始发售。全书将与文字有关的60余个非遗项目融入其

中，以全新的视角讲述文字的故事，语言深入浅出。

书籍内容纵向贯穿文字发展全部历程，横向覆盖我国

全部30余种传统民族文字和十余种已经“消失”的神

秘古代文字，并从文字与民俗、文字与艺术、文字崇

拜、文字的记录与传播等不同角度来解读文字主题。

书中配有 300 余幅珍贵图片，以及众多国图馆藏古籍

精品，是认识文字、了解文字不可或缺的微型百科全

书。国家图书馆向传承人、读者代表及巡展图书馆赠

送了该书。

如今，阅读的概念早已不只是读一本书那么简单，

阅读可以是浏览视频、观看展览、聆听讲座，我们可以通

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来获取信息和知识，以“我们的文字”

为主题的专题资源库、展览、书籍和讲座等立体阅读推

送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图书馆正在力图更好地发挥自己

的社会教育职能，引领图书馆界积极拓展推广阅读的方

式，改变社会读书氛围，促进国民形成好的阅读风气。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供图）

35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责任编辑：明江 黄尚恩电话：（010）65389195

电子信箱：ssmzwyzk@vip.163.com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第2期（总第97期）

那一年，去到美丽的香格里拉，在小城的一处藏楼里，

认识了单增曲措，她的爽朗让我觉得与她似乎相识多时，片

刻间就读懂了彼此。再读她的诗，却有些诧异，没想到会有

那么好。

夜月依傍着河边的核桃树，一寸一寸移上来。远处是

雪山，一半隐在夜色里，一半隐在月光中，都洛寨子的轮廓

就这样慢慢露出来，让清秋的朗月徐徐照亮。河水是静的，

村庄也是静的，始终注望着河水的女诗人单增曲措也是静

的。是有些雾，并不浓，有纱的质感，清清浅浅，湿湿的，带

着淡淡的忧伤，贴着河面，河仿佛在动，也仿佛不动。有

风吹过，河面碎成一片涟漪，夜雾有些不知不觉，融进其

间去了。

这些意境都是她带给我的，而她的诗：“都洛/这块土地
全都绿了/珠巴洛河也绿了/我骑着骏马/阿爸牵着缰绳/奔驰
而过/马的骨头就绿了/阿爸开垦了一亩地/他走了/留下我
们/去耕作/这永远耕不完的一亩地”，竟让我这样一个来自

三峡的人突然对藏地有了伤感，从她的诗行里流走的那些

岁月，一片片在我眼前飞翔。

那时秋天还没有完全退去，秋阳温润，岁月静好，单

增的诗歌，在一抹茶香之上飘逸，那是些带着体温和脉动

的文字，是些有着浓烈的自我标识度的文字，是些明净温

婉，充溢着灵性，让人心生感动，也让人心生疼痛的文

字。无论外在，还是内里，让你觉得，这些莫不是她自我

的显现。这里的每一行文字，都是高原上的鲜花，都是高

原的灵魂。

对亲人的挚爱，对土地的深情，没有太多的渲染和铺

陈，只是朴素的勾勒。纵然是疼痛，在她的笔下，也收起了

外在的血痕，然而穿透文字的经络，真切的疼痛与苦涩藏在

深处，化为一种如水的坚韧。香格里拉广袤而又高远的天

空，格桑梅朵盛开的时候，缠绵的边地风情，围绕着，盘旋

着，都是不能一一道尽的美好。

“十朵格桑花/绽放了/绽放在草原上/又瘦又小/十朵格
桑花/游人看不见/心事重的人也看不见/十朵格桑花/想了又
想/住在草原上/像我参差不齐的十指”。

秋夜读单增的诗，点点滴滴，仿佛回到那一片明朗的天

地，数着高原上的花瓣，便能体会心与心的交融。周遭的喧

嚣一应隐去，只留这天籁的清音，流水似的漫过，一个个的

音节清脆而来，像细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清竹，又像旷野里

一道晨光中跃动的露珠。诗歌画出了一个香格里拉的女

子，将她的生活和文字柔婉地连结在一处，鲜活的她，裙裾

随风而动的她，就在诗行里。如火的情感跳跃着，却并不太

考究文字的华丽，只在平凡的词句里，透出让人沉醉的内蕴

与情致。

“珠巴洛河/一条河水/一盒骨灰/一床被褥/一份亲情/多
事的死神/将父亲一个人带走/把我们留下/一百零八颗珠子/
生与死的距离/越来越长/思念越来越近”。

珠巴洛河来自远处的雪山，清澈照人，湍流不息，在一

个叫拖顶的地方融进金沙江。父亲在这里诞生，又在这里

安息，这是他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单增曲措噙满一眶眼

泪，倾听河流的故事，寻找祖先留下的印迹，寻找藏文化

的根脉，也寻找人生的意义。由此，她更多地写到个人记

忆，写到时光逝去，写到对心灵归属的追问，写到对生命

意义的还原。

面对香格里拉古来悠长的风，她宁愿持以更多的谦恭，

因此她的诗句或是意象不事张扬，像是她的亲生姊妹次第

从她笔端走出，素颜、清纯、本真。雪山与河流带给她内心

的宁静，对文字的极其敬畏，让她时时擦拭，希望那些文字

不染尘埃，光鲜活泛，时时闪耀初始的色泽。

“牛角梳/你从前世走来/梳理我前世的爱/让爱情驻扎
在阿里的帐篷/前世我一直等待/一次挥手，成为永别/牛角
梳/你从今生走来/梳理/今生的爱让真情冰冻，永无保质期/
今生我一直等待/一次回眸，成为永恒”。

她写情爱，如水墨画，饱满地在宣纸上浸润，漫延过去，

直抵心尖上的战栗。“滴了一滴眼泪，把男人囚禁在一滴泪

里”，女性温暖的胸怀，如一弯明月，又含着古典诗歌的情

韵、秋天青稞地的率真、康藏情歌的放达。

“用酥油灯焰架鹊桥/左边的灯焰照着你/右边的灯焰照
着我/伸出左脚去会你/灯焰烧焦了左脚/伸出右脚去会你/灯
焰烧焦了右脚/灯一盏盏熄灭/你也慢慢消失”。

她的诗，一向多为短制，少则三五行，多则不过二三十

行。她喜欢以简洁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关注，找到自己与这

个世界最好的呼应与对接。这让人联想高原上直射的阳

光，雪山草场边如箭的风雨。没有过多的修辞和抒情，着眼

于一些原本看去平常的世相，追究、消解、呈现，而一旦走入

诗歌，便有了剑走偏锋的效果，陡然多出诸多情趣，让人能

从中得到奇妙的体验与感悟。是生活催动了她的诗情，又

是她的悟性参透了生活的点点滴滴，让那些诗的意象一个

一个冒出来，成为她精心构造的诗园。

“喜庆的日子，天上星月圆/喜庆的日子，地上良辰美/喜
庆的日子，无桥水上过/喜庆的日子，白雪鸡来报晓/喜庆的
日子，黑马不上路/喜庆的日子，格桑花遍地开/喜庆的日子，
新娘穿六层氆氇/喜庆的日子，新郎穿三层氆氇”。

她传承流动着藏民族的血脉，同时又自小接受汉文教

育，吸纳了康藏雪原多重文化的熏染，这让她的诗歌穿行于

汉文语系与藏文语系之间，富有汉藏融合的独特效应，是康

藏高原多种文化汇合交融的真实体现。在她虚实有致的笔

墨里，渐次建构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语言城池，一个有着雪

域高原文学生态体征的文学气场和诗歌天地。她具有个性

化、别致的语言形式，使人们感受到云南女性诗歌的多样

化，她对古典、民族歌谣的借鉴和运用，透示出康藏高原文

化的原生带，值得关注和研究。

遥远的地方，香格里拉，羊群爬上山坡变成了白云，炊

烟飘过房顶变成了哈达，就在那里，有一位女诗人单增曲

措，她的诗歌流出笔端，就变成了白云，变成了哈达。

■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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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的白云和哈达
——读单增曲措诗集《珠巴洛》 □叶 梅

文字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更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历史所系。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与其

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密切相关。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

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

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也

是使用寿命最长的几种文字之一。汉字记录、沉淀而成

了华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透过汉

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文化观

念、文化特征，找到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还可以

进一步把握民族文化中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社

会习俗等。而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各个少数民族，

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也散发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

什么是“文字”？按照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
序》中的说法，“文”是对事物外部形态的描写而创造的书

写符号，所以“文”一般都是独体的；而“字”则是由独体的

“文”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所以“字”一般是合体结

构。而“汉字”的名称，最早见之于《元史》。该书之《兵

志·马政》与《刑法志·职志》中均提及“汉字”，为了与蒙古

文、回回文相区别，而汉人一般只称“文字”，不说“汉字”。

文字总是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通过文字记录的文

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是“文化”？《周易·贲卦·彖传》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末年刘

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

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

化”一语本来是指以文德进行教化，具有一定的政治色

彩。不过，无论是文字，还是通过文字记录的文化，都不

是政治单纯的附庸，自有其独立的生命力。

任继愈先生在《汉字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一文中

说：“汉字是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共同使用的交流工具。汉

字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等多方

面的功绩值得引起高度关注。”“我们这个综合国力来自

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汉字是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有了

汉字，政令得以畅通无阻，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各民族

之间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汉字作为

全体中华民族使用的最主要的文字，承载

着世界上最多的文化典籍，构筑了中华民

族集体记忆丰厚的宝藏，对世界文明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汉族，中国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

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众多的少数民

族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力见

证，也是中国文字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中国成立前，满族、藏族、蒙古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傣

族、彝族、苗族、纳西族、水族、拉祜族、景颇

族、锡伯族等，都有自己的文字。随后，壮

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黎

族、白族、土族、瑶族等，也都创造了自己的

文字。其中，有的民族还不止一种文字。如傣族在不同地区使用四种傣文，

即傣泐文、傣哪文、傣绷文、金平傣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字，尽管诞生时间

不一、形态多样，都对其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这条河流经之处，一些东西会被裹挟而去，

一些溪流可能会干涸。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活跃一时的民族不见了，其语

言、文字也随之消失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

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漫步于历史的断墙残垣

中，不时地捡起那些被遗弃的刻有文字的碎瓦，脑海中突然浮现古代民族战

火纷飞、饱经风霜的历史长卷。是的，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八

思巴文、西夏文等文字，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能辨认，但是用这些文字记载

下来的历史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珍视。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

到世界各个角落，许多民族的语言、文字正在迅速地消失，世界文化的多样

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不仅许多少数民族文字

濒临消亡，连汉字的传承也面临空前的困境。数字化使人们不再依赖笔与

纸，阅读不再是捧读书本，文字的记录方式在许多情况下由书写而变为敲

击，文字书写所折射出来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式微，文字赖以生存的

土壤变得越来越脆弱。如今，传统艺术书法与篆刻，已列于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单。

鉴于文字在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以文字为载体的民族

文化矿藏之丰富，有感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字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

挑战。2014年初，文化部非遗司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共同启动

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专题资源库项

目，对与我国各民族文字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影像史料和传承人口

述史料建设。在广泛阅读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实地走访的基础上，编写了

《我们的文字》一书。 （国 图）

以多样化方式保护
各民族传统文字记忆
——“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览综述

□本报记者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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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藏文书法传承人桑格达杰（右）

②傣绷文传承人尚三果

③水书习俗传承人潘光雕

④满文锡伯文书法传承人格吐肯

⑤维吾尔文书法传承人
库尔班江·肉孜（右一）

各民族书法传承人现场共同书写“羊年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