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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策划

编者按：2014 年 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提出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远大目标。 2015 年 8 月，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工作原则。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西藏工作会议，为我州的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何做好我州民族工作？ 怎样与全国、全省一道实现同步全面小康，这是目前全州的第一大任务。 为此，本刊特推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策划，敬请关注。

■阿期的确

康巴自古多民族居住，以藏
族为主体，其他汉、彝、羌、回、纳
西、蒙等多民族杂居，历来体现
着各族—体， 文化多彩的风采。
有首歌词写道:康巴啊！ 康巴！ 是
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人与自然
和谐，多民族一家亲，文化多采，
享不尽精神福裕！ 哦！ 这就是我
依恋的康巴 , 是民族交融的乐
土！ 笔者赞赏此歌词，因为他表
达出了笔者想表达的情感。笔者
的父辈的父辈，清代就从凉山迁
徙而入居康巴， 现今已有 3OO
余年的居住历史。 3OO 多年来，
笔者的父辈和其他众多彝族，—
代代在康巴繁衍生息，与藏、汉、
纳西、回、羌、蒙等各民族，和谐
相处，共生共存。

就以笔者家乡九龙为例而
说吧，这里历来藏汉彝等多民族
杂居， 其中藏汉彝三个民族，几
乎各占三分之—，大家在同—地
区世居，生活在一起，生产在一
起，相互尊重风俗习惯，相互交
流思想感情， 相互学习先进东
西，各民族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
的一体理念。特别是偏远封闭的
自然村庄 , 杂居的藏汉彝各民
族 , 互尊互重 , 互敬互爱 , 互帮
互助。 一个堡子几户、 几十户人
家, 相互依存, 相依为命。不管哪
家修房筑屋, 不管哪家有什么红
白喜事 ,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 近
邻不如门对门 , 大家都来帮忙 ,
一帮到底, 二帮到完。不管藏族,
还是汉族和彝族都一样。他们语
言相通 , 习惯相尊 , 哪家来一个
客人需要宰牲, 邻里人家都提供
帮助； 哪家耕牛死了, 到需要耕
地时 , 邻里人家都主动提出 , 牵
他家的牛去耕地 。 有丧事 , 堡
子上不管哪一个民族 , 哪一家
人 , 只要能得以管事的人 , 都主
动出来当管事人 , 远乡亲戚来
临, 他们都按民俗规矩主动迎接
家属, 从来没有因民族不同而不
去帮忙 。 那种情感无与伦比, 他
们的感言是 :一地居住 ，就是弟
兄；一路同行，就是姊妹。深刻道
出了各族一体的认知。对和而不
同文化特色的感受，从灵魂深处
碰撞出了闪烁的火花。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一
个民族的魂， 是维系这个民族
生生不息、 绵延不绝的精神纽
带。 九龙藏汉彝各族都有自已
传统的民族文化 , 其内容分门
别类为 ：宗教文化 、礼仪文化 、
禁忌文化、 饮食文化、 建筑文
化 、服饰文化 、歌舞文化 、年节
文化 、婚姻文化 、丧葬文化 、社
交文化 、首饰文化 、农耕文化 、
饮酒文化、 养畜文化、 游牧文
化 、调解文化 、谱系文化 、体育

文化 、斗智文化 、神鬼文化 、守
猎文化 、手工文化 、竹编文化 、
天文文化、 地理文化、 历算文
化 、预测文化 、姓名文化 、称谓
文化 、根雕文化 、刺绣文化 、医
药文化等等。 对丰富多彩的传
统特色文化， 各民族持文化开
放的心态 , 在这里长期碰撞、交
融 ，互相浸润 、涵化 ，形成了异
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的亲缘关
系， 体现了文化宽容与文化共
享的情怀。 彼此贯通，又各具特
色，尊重差异，包容多元。 不同
文化元素互相采借、 互通融合
的独特文化在九龙生根、开花、
结果，达到了和谐与统一。

宗教文化方面: 宗教本是各
不相同的信仰和仪式的, 但在九
龙藏汉彝民族都相互接受宗教习
俗。 如藏族汉族爱请彝族毕摩苏
尼到家做“晓补” 法术, 将别人施
用咒术、 咒语变来的各种邪怪反
咒回去。 认为别人施用的咒术、
咒语变来的邪怪是引起各种凶
兆, 甚至病痛、 死亡的重要原因。
晓补就是在于将仇人施来的邪怪
反咒回去, 达到驱怪禳邪, 以得平
安。 同时, 做家人“安命” 法术, 保
家人安然无恙。 还用鸡探查病人
的伤情病痛位处情形, 用鸡蛋查
看病人的病痛诱因等。 彝族爱请
藏族活佛喇嘛到家里, 念平安经
和祈福经与财神经, 以求家人家
业兴盛, 也请汉族端公道士算命
占卦, 以求吉祥如意, 万事顺心。

礼仪禁忌文化方面: 各族在
相互尊重的前提下, 做到相互学
习和具体采借。如九龙接待客人,
礼仪上都习惯于, 向客人献藏式
哈达, 敬彝式美酒, 握汉式手； 说
扎西德勒, 吉祥如意, 祝么格里 ,
三句祝福的话， 唱一首藏族歌 ,
一首彝族歌, 一首汉族歌； 吃藏
式, 彝式, 汉式三种款待的菜。 外
来的宾客朋友, 感受到九龙民族
融合文化的独特性, 从而流连忘
返, 留下深刻的印象。

婚姻文化方面: 各民族都相
互渗透,大家都基本上开了亲, 理
下来都成了亲戚, 藏汉彝民族相
互称呼都带有民族特色的称呼。
年节文化上, 各族在过年过节时,
各民族习惯都一起上, 如拜年为
例 , 彝族背酒 , 背糌巴 , 鸡蛋拜
年； 汉族拿腊肉 , 面条等拜年 ；
藏族提酥油, 奶渣等拜年。 年节
中, 不管是藏族长辈还是汉族亲
友或是彝族亲人都回以 “卡巴”
(礼钱), 民族间充满了团结友爱
的氛围。 饮食文化方面, 九龙人
是一种享受, 各种风味都能吃得
到 , 只有九龙人才有这种福气。
不管是藏族和汉族, 或是彝族都
烹饪各种饭菜吃, 真可谓是烹龙
炮凤, 一餐同时摆有藏式、汉式、
彝式三种不同的菜式。 且烹饪花

样多又丰富 , 炒、煎、烧、煮、炖、
煲…… 如土豆可做十多个菜 ;
黄豆磨成豆花后, 可做十多个不
同的菜享用。 还有称之山珍食物
的苦荞、甜荞、燕麦、青稞、酥油、
奶渣、普陆、脚渡等可做成各种
美食享受 ； 还有那土特珍品饮
料烤酒、泡酒、甜酒、牛奶、酥油
茶、酸菜汤等尽情饮醇自醉。

还如 ， 建筑文化方面 ， 各
民族相互学习 , 特别是彝族 , 过
去一般喜欢修住竹笆房 , 现在
都象藏汉族一样 , 修筑石木大
瓦房住 , 吿别了过去那种简易
住房理念。服饰文化方面 , 藏彝
民族 , 缝制民族服装保存在家
里 , 逢年过节与婚礼场合穿一
下而外 , 平时都习惯于穿汉装
和西装 , 接受汉装的轻便和西
装的体面。 歌舞文化方面 , 各
族在发挥各自优势歌舞文化的
同时 ,倾心相互学习 , 彛族跳藏
汉舞 , 唱藏汉歌 , 藏汉族也跳彝
舞 , 唱彝族歌 , 形成别具特色的
民族歌舞文化 。 丧葬文化方
面， 藏汉彜民族中 ,不管哪一个
民族邻居去逝 , 只要听到消息 ,
都要去吊丧 , 看望死者家属 , 帮
助入土为安。 在各族丧礼文化
碰撞中 , 彝族改变了重死不重
生 , 大量杀牲和拿出仅有的钱
财 ,铺张浪费办丧礼的习俗 , 使
丧礼文化得到了提升。 农耕文
化方面 , 藏彝民族都学习汉族
先进的耕种技术 , 特别是科学
种田 , 科学养殖、 科学种植 , 科
学使用农业机械 , 农耕文化得
到了今非昔比的升华 。 其他
调解、天文、地理、历算、医药等
文化都得到了相互渗透 , 产生
了较强的文化整合性特征。 形
成了盘根错节、 彼此相间的关
系。 有了如此五彩缤纷的文化
涵化现象。

藏文化 , 是我州的主干分
文化 , 其他汉文化 、 伊斯兰文
化 、纳西文化 、蒙古文化 、羌文
化、彝文化 , 是支干分文化。 藏
文化与汉文化、纳西文化、蒙古
文化、羌文化、彝文化等民族文
化汇合于此，具有文化兼容和复
合的特色 ,组合成千姿百态的民
风民俗 ,以其绚丽色彩浸润着康
巴大地。

中央民族工作会提出, 要把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
战略任务来抓，把爱我中华的种
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
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因此，弘
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去粗
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所需，是
民族地区的当前和今后的重要
工作，需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

各民族一体文化的感受

■益希单增

有人对笔者说，自治区的书记是汉人 ，这
能叫藏族自治吗？ 笔者想起来一句话，狭隘民
族主义。 笔者又想起来一九五八年康巴叛乱
时，四水六岗头子恩珠仓的话：不吃糌粑不穿
藏装的就不是藏族人，该杀他们的头！ 笔者反
问：如果党中央派来的书记是彝族人，你又想
怎么说？ 党代表、指导员、教导员、政委，在红
军时期和解放军时代， 在主体是汉族的军队
里 ，有壮族 、土家族 、瑶族 、苗族 、满族 、蒙古
族 、朝鲜族 、维吾尔族 、藏族 、水族等等 ，担任
过党的领导，对他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是不是
说，谁当书记就成了书记那个民族的统治呢？
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话，是由成熟的马克思
主义者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 执行党的宗旨
和路线，执行党的纪律。 自治区的书记、地委
书记 、州委书记 、县委书记 ，往往不一定是本
民族的，如果排斥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世界
上其他政党有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近似于民
族主义之背后的反动。 实践证明，这些党的代
表到少数民族地方来， 就是要培养当地民族
的干部 ，发展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
我们今天的藏族干部能担任领导且成为骨干
的，在本地区占干部的绝大多数，有的地方达
到了百分之八十。 不是本民族的书记，笔者认

为好处还很多， 他可以摆脱地方上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具有血缘意义的部族利益冲突 ，可
以摆脱地方上习惯势力形成的裙带关系。 想
要使本民族的利益得到深层次的发展， 外民
族来的书记，有他的优势。

笔者见过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府 ， 少数民
族能谈得上有什么区域自治吗 ？ 小时候 ，政
府人员骂我们是“贼”、“蛮子”、“藏蛮子”！ 我
们没有偷东西也变成了 “贼 ”，好像藏人的样
子就像“贼”。 “蛮子”是什么东西？ 野蛮荒唐，
不可理喻 。 野蛮荒唐 ，没有头脑 ，很容易冲
动 ，冲动起来就像野兽 。 这种 “藏蛮子 ”还能
有什么前途？ 人生有什么价值？ 在政治上、人
格上 ，“藏蛮子 ”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藏蛮
子 ”是下等下贱人 ，一辈子没出息 。 那时候 ，
政府派来的人或者兵 ， 都是威风凛凛的 ，想
骂就骂 ，想打耳光就打耳光 ，如果想抢你的
东西 ，财产 、土地 、牛羊 、猪 ，没有不成功的 。
借口 、借势 、借权 ，一下子把你打翻在地 ，该
抢的就都有了 。 藏人想在这种年代求自治 ，
那真是天方夜谈。

再说说藏人自己的社会 ，旧时代 ，西藏
和其他藏区都是官员 、贵族 、土司 、活佛 、寺
庙 、领主说了算 ，这些领主几乎占完了土地
和牛羊 。 留下的 ，少得可怜的是农民 、牧民 、
手工业者等 。 在西藏人分三个等级 ，三等里

面还有九个级别 。 每个贵族人员的身价是身
体重量相等的金子 ，而农奴和牧奴的命价是
一条七尺长的草绳 。 几百年前的十六法典和
近百年前的十三法典规定 ，上等人有权对下
等人挖眼 、割鼻 、切舌 、砍手 、断脚筋 ，以至用
牛皮包裹身子抛入河中淹死 ！ 只要下等人不
顺从上等人 ，下等人对上等人有冒犯意识或
举动 ，就可以动刑或处死 ！ 法典还规定 ，上等
人强奸下等女人 ，下等女人还要上交感谢费
六两银子 。 几年前 ，有人鼓吹 “某某回来才能
实现有人权的自治 ，” 而这个自治还要实现
“大藏区 ”。 好像在说 ，离开了某某人 ，离开了
他说的 ， 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就不是自治
了 。 笔者觉得很好笑 ，这些人把我们当成了
三岁小孩 ， 好像我们没有经过历史的成长 ，
好像我们辩不了真假 。

达赖是宗教领袖吗？许是，不干涉政事，好
好念经，还可有人信。但是在念经的同时，念起
大政治来，就不像是一个宗教领袖了。 他懂自
治会自治吗？ 笔者是不信的。 让藏族人民幸福
的真正自治，他是实现不了的。 笔者不会忘了
他在拉萨时的样子，不会忘了拥护他做宗教领
袖的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 那时候的西藏，乌
拉差役满天飞，打人残人害死人的事件天天都
在发生。 后来有人总结西藏的农奴制度，反动
黑暗残酷野蛮。达赖所说的自治是要保留农奴
制度，让翻身了的农奴再去当农奴。

历史上有“以夷治夷”的做法，三国演义里
就有，诸葛亮提出来的，七擒孟获大概就是这
种事情。 但其中本质来说，本民族的上层仍然
在压迫剥削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 这跟共产党
的民族区域自治性质根本不一样的。

甘孜州是一块美丽而人们向往的地方。 它
是我国重要的有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基地， 也是
重要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地。 再加上它已
成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因此，凡是甘孜州
人不仅应当感到自豪，而且应当感到任务繁重。
当前，甘攻州需要大力发展电力、交通、畜牧、农
产品加工，医药制造、旅游、教育文化等等，有显
而易见的目标，有干不完的事情。

最近， 党中央有关部门又一次召开会议，
强调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性，强
调各民族团结，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
要性。 甘孜州的工作任务很多也很重。 笔者建
议组成几个专门小组，去各地检查一下执行情
况，重树正确的方针政策。 不要受外部的影响，
不要受达赖与支持达赖的国外政客的影响，着
眼本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梦想，
大踏步地前进！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实现民族团结

■得荣·泽仁顿珠

藏民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思想贯穿
于藏民族的内心深处，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思想
政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审美情
趣、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宗教与藏民族
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喜婚丧葬、娱
乐节庆、禁忌礼俗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藏传佛教强调诸恶不作、行
善积德、知恩报恩、重情轻利、诚信向善、珍爱生
灵、利乐众生、因果轮回，提倡人心净、众生净、
环境净。 充满爱心智慧和造福一切生命是藏传
佛教的核心思想，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
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4 字价值目
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是相一致的，没有抵触

和矛盾之处。 认识藏传佛教，对于“构筑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有重要意义。

藏传佛教只要正确引导，它是净化人们道德
风尚，引导人们弃恶扬善、慈悲为怀、利乐众生，
让一切众生充满爱心与智慧的菩提佛子心，这是
藏传佛教的最高人生境界，它有利于让世界充满
美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内容。

藏族自元朝归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以来，藏
族各教派寺院僧人一向拥护历代中央政府，鼎
力支持和积极维护国家政权、 促进各民族团结
和睦、捍卫边疆安宁。为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方政府间建立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
系，每当得到中央朝廷的邀请后，藏族宗教高僧
们不怕千里路遥，不怕风餐露宿，来到京都为皇
帝百官讲经说法，给他们灌输善待臣民、弃恶扬
善、行施德政、利乐众生，以及抑强则得民心得

天下的道理。 在京都和祖国内地创建了佛寺佛
塔，促进了藏汉蒙满文化的交流，丰富美化了中
华文化宝库， 有些佛寺佛塔成为京城历史文化
记忆标志名片。 在京都和往返沿途向汉蒙满等
民族传播宗教文化， 教育他们拥护中央王朝的
领属，尊重皇权威望、提倡和平安定、禁止战争
暴乱，搞好民族团结,捍卫边疆安宁。

各教派之间，同一个教派母寺与属寺、主道
场与支道场之间、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可
以自由进出往来交流，可以去深造提高，可以自
由流动出入,具有千年的历史传统。 而这一切没
有给藏族社会的发展稳定带来危害或造成负面
影响，相反，藏传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充满慈悲、
利他、向善的内容，就是在宽松自由、相互包容、
自主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形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
调，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 去年
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任务，各
级党委要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促进各民族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宗教工作本质
上是群众工作，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
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必须坚持中
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
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必须重视发挥宗教
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
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服务。

正确认识藏文化共建各民族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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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文化专家阿期的确。

国家一级藏族作家益希单增。

著名藏学家得荣·泽仁顿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