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各民
族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
觉”转变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
展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数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及其先民不断
交往融汇，最终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
你”的多元一体格局，铸造了“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
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大好局面，实
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各族群众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一员，
长期聚居于祖国内陆腹地的土家族及其
先民，不仅有东连荆楚、西接川渝、南依
云贵、北通陕甘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战略
位置，而且还具有忠诚爱国、维护国家统
一和推动民族团结的悠久历史传统。因
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传
承弘扬土家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理
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此，2021 年 11
月，由胡祥华、黄柏权主编的《中国土家
族大百科全书》（上册、中册、下册）在湖
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土家
族大百科全书》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最终成
果，共16卷近400万字，全书“采用贯通
古今的叙事结构，将土家族的历史和社
会生活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的语境中，全面分析土家族历史和社会
生活的特征，客观呈现土家族社会生活
中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来源”，皇皇巨著，
可谓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大文化工程实践。总体来看，《中国
土家族大百科全书》有如下特点。

全景式地展现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作为一个有语言无
文字的古老民族，土家族的形成有一个
因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唐末五代
开始先后经历土人、土司和土家三个发
展阶段。“土家”的名称正式出现是在清
代汉文文献中。清代文献同时记载，土
家族分为两类，一类是“斩荆棘，驱豺狼，
以开此土者”，一类是“习于土人”者，他
们的形成“大抵后土籍先民籍”。这充分
说明：土家族是由“毕兹卡”和“汉人之居
此以承世者”即“土家”交融而成的。

事实上，作为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
统一的历史共同体，土家族的“毕兹卡”
自称和“土家”他称所指与能指的统一有
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长期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中，土家族及其先民的民族文
化传承往往依靠口耳相传，但随着与外
来人口和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汉文史
籍逐渐成为记录和传承土家传统社会文
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土家”并不是自
古以来的民族自称，而是随着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出现的他称。这不仅说明土家
族的形成是多元性的，而且说明这一过
程也是土家族及其先民与其他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更是土家族先民
与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武陵山区、共同
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历
史过程。

系统揭示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宏观体
系与基本内涵。作为迄今为止最完整、
权威和工具书，在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
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
书》编委会搜集、整理大量的实物、历史
文献、口述资料、图片、影像、数据等资
料，其中书籍 1000 余册、图片 10000 余
张、电子文档资料200余万字、影像资料
30 余部，为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从地域空间来看，《中国土家族大百
科全书》涉及土家族聚居的 29 个县（自
治县、市、区），以及80多个土家族乡；从
时间范围上看，《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
书》涵盖从土家族先民时期到 2012 年，
贯通古今，包罗万象。可以说，《中国土
家族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综合历史文献
和田野调查材料，运用历史学、民族学、
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生态学等
方法耗时 10 年最终完成，内容涵盖地
理、历史、经济、民族、民间信仰和宗教、
语言、文学、艺术、科学研究、文化事业、
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游艺、民俗、文物古
迹、古迹文献、人物等方方面面，共计
8485 条词条，保证了《中国土家族大百
科全书》资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完整性
和权威性。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全国最大
的土家族聚居区，武陵山区又是一个土
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20多个民族杂
居的典型多民族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
民族分布格局特征明显，各民族深度交
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多民族和睦相处的
示范区。《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凡
例”中明确提出：“本书词条以具有代表
性、特殊性、社会影响力、资料价值、文化
价值、科学价值等为收录标准”“属于区
域 性 的 事 项 ，则 写 为‘ 土 家 族 聚 居
区××’”，极大提高了资料的可信度和
科学性，以“土家族聚居区”作为统一的

说法，强化各民族共创共有共享，反映武
陵山区多民族的共同性。

体现多民族学者共同编纂创造与共
享的基本特征。从编纂组成单位来说，
既有地方民族工作主管单位湖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又有来自武陵山片区
及其周边地区的高校，主要包括位于武
汉的中南民族大学和宜昌的三峡大学、

恩施的湖北民族大学、重庆涪陵的长江
师范学院、湖南湘西的吉首大学以及贵
州铜仁的铜仁学院，不仅包括部属民族
大学，还有地方师范大学和综合高校。
从编委构成来说，既有土家族本民族学
者，还有汉族、侗族等民族专家，多民族
共同编纂创造的特征明显。从专业分布
来说，不仅有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汉
语言文学、宗教学等学者，还有来自哲
学、考古学、艺术学、建筑学、法学等多学
科学者，编委成员多达200余位，多学科
特征非常突出。可以说，《中国土家族大
百科全书》是多民族学者集体劳动共同
编纂的劳动结晶，是多民族学者集体智
慧的体现。

体现当代学人的时代情怀和历史
担当。编纂出版《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
书》，系统整理和详细记录土家族优秀
传统文化，挖掘和提炼土家族民族精
神，系统全面回顾和科学总结土家族研
究的成就和历史经验，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尤其是对宣传和弘扬土家族聚居
区优美的自然地理风光、悠久的历史文
化、党领导社会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等，对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意义
重大。同时，通过《中国土家族大百科
全书》，真实再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家

族聚居区社会生产、生活翻天覆地的变
化和土家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土家族聚居地区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区域智慧
和历史经验，意义重大。

总之，《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门
类齐全、结构合理、内容翔实、资料丰富，
集资料性、知识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是新
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现实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重大民族文化工程。

（作者黄金系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
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希辉系长江师范学
院巴渝学者青年学者、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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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农文成 ■策 划：李 萍

■统 筹：林文君

■编 辑：黄 琳 政 审：莫耐兴 美 编：王 瑶

翻开书本，一股墨香扑面而来，虽
然是一本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但阅读
带来的愉悦却不亚于一部精彩的小说，
让你想通过文字去读懂背后的一个地
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著名的“知人
论世”说的来源。鲁迅也说过这样一句
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
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
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上述观
点，均认为要评价一篇文章、一本书，必
须了解作者，只有这样才能对作品做出
正确的评价。本书点校者鄂启科先生
与笔者素未谋面，但近两年来，因为笔
者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课题，需要他参
与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常常在电话
上联系。从交谈当中，了解到鄂启科先
生不仅仅是一个重视民族文化研究的
青年学者，也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近
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出版有《布依族
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第二作者）、《布依
族民歌荟萃——大调民歌》（独著）、《布
依族民歌荟萃——小调民歌》（第二作
者，译著）等多部著作，参与完成国家社
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
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期，他
又推出《黔西南布依族文书》这样的著
作，显然他时刻都在努力寻求突破和创
新，一方面是突破自己过去取得的成
绩，另一方面是突破前辈学者的研究。
学术研究，没有突破和创新，要取得成
绩或者说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要想
占有一席之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本

《黔西南布依族文书》有力地证明了鄂
启科先生所追求的学术态度。

贵州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抢救
保护的新成果。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
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
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
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
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抢
救保护。”“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
性整理出版，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
献整理研究和译介出版。”为此，贵州省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设立“贵州省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
系”，《黔西南布依族文书》是该书系的
第一本书，将望谟县的布依族文书进行
了整理和点校，是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文献抢救保护的一项新成果。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
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少数民族文献
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典范。但是，
布依族文书却极少引起学者关注。贵
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汉族、苗族、布
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
等18个世居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守
望相助，共建家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
多彩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
献典籍和丰富多彩的口传古籍。

布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其中
分布在贵州省的布依族占全国布依族
总人口的 97％。望谟县布依族占全县
总人口63.7%，布依族语言、文字、饮食、

服饰、习俗保存较好。鄂启科多次深入
望谟县搜集近百份布依族契约文书，最
后整理点校契约文书共80余份，汇编成

《黔西南布依族文书》。该书收录文书
最早年代为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
年），最晚的为公元 1955 年，时间跨度
110年（不含无法确定年代的6份契约文
书），内容十分丰富，有买卖契约、典当
契约、分析契约、身份契约、嗣续契约等
类别，归户性清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和民族特色。

为研究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提供新史料。2021年8月27日至28日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
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
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关于推进新时代
古籍工作的意见》也指出：“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
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
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黔西南布依族文书》的出版，可为
研究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新
史料。

首先，《黔西南布依族文书》整理点
校的80多份契约文书中，除一份婚姻契
约文书外，可以确定书写者为布依族的
有23份，从这些代笔人的书法、文法来
看，他们汉文化底蕴深厚，一方面反映
汉文化对布依族影响程度较深，另一方
面，反映布依族对汉族语言文字的学
习、借鉴的高度自觉，这本身就是民族
文化之间交流、借鉴、融合的重要体现，
实质上是汉族、布依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见证。其次，书中反映了汉族、布
依族经济贸易的往来，显然可以为研究
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新史
料。第三，契约文书反映了布依族诚实
守信的优良传统。正如汪文学先生在
序言中所讲：“本书的这些契约文书蕴
涵着坚守信用和平等处事观念，实际上
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识。”

填补布依族契约文书文献资料整
理与研究的空白。布依族是我国历史
悠久的一个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
灿烂的民族文化。近年来，在布依族文
化研究领域取得成绩较多的是布依族
摩文化、摩经整理与翻译、布依族语言
文字、布依族口传民歌、布依族节日文
化研究等方面，但是在布依族契约文书
方面尚未有学者涉及，《黔西南布依族
文书》的出版问世，正好填补了布依族
契约文书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空白，
涵盖了布依族的经济、文化、风俗、语言
等多方面内容，学者可从不同的角度读
解出布依族独特的风俗、经济、法律、文
化、历史等丰富信息资源，对于拓宽当
下布依族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研究视野都具有重要的文献
价值。

笔者多年从事南方少数民族语言
文化的研究，在这本《黔西南布依族文
书》中，欣喜地发现鄂启科对文书中的
地名、人名，用布依语一一加以注释，并
标注国际音标，让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
了解布依族的民族文化，这也使得本书
有别于其他文书的整理，更是本书的一
个亮点所在。同时，为了便于人们深入
了解该书，鄂启科还在书中最后把“布
依文认读指南”专门作为附录，从音节
结构、拼读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基础性
阐述。

总而言之，布依族契约文书，是特
定历史时期布依族聚居地区的乡村社
会经济关系行为的一种文化记录，是
研究布依族乡村社会最真实的第一手
资料，也是布依族民间古籍文献资料
之一。《黔西南布依族文书》的出版有
利于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民族古
籍，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
抢救保护提供新的实践。

（作者韦名应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
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
纯系云南民族大学博士生）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的民族文化工程实践

——《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读书札记
□ 黄 金 王希辉

突 破 与 创 新
——评《黔西南布依族文书》

□ 韦名应 黄 纯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
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

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
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历代
先辈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各
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承
与创新是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精神动力和内在源泉。

近日，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鄂启
科整理点校的《黔西南布依族文书》一书由贵州
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首部书籍，是一部
研究贵州省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最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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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家族大
百科全书》

■《黔西南布依族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