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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宁

我和郑志鹏是老朋友。30多年前我在中
央统战部工作时，郑志鹏是我们经常联系的科
技界、教育界杰出少数民族代表之一。那时就
得知他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领军人
物，他在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后，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当时我就对郑志
鹏怀有一种仰慕和敬佩之情。前几天，广西出
版传媒集团、广西科技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传
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图书
分享会，我有幸代表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
在会上发言。我想，南疆国门郑建宣、郑志鹏
父子物理学家的传承接力，是家风的传承、科
学家精神的鼓舞，也是为国效力的理想。

首先，对这本传记的出版表示祝贺。《传
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的书
名很有特色，很有创意，这是郑建宣、郑志鹏
父子之间的传承，更是两代物理学家的传承，
凸显了传记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读者特别是青
年学生，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深入了解两位
著名物理学家勇攀科学高峰、胸怀国家人民的
精神品格。这是一本对青年学生进行励志教
育、追求科学进步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其次，向两位著名物理学家表示由衷的

敬意。我从有关资料了解到，郑建宣是广西
宁明人，著名教育家、金属物理学家，我国
合金相图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广西
大学副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
参加东北人民大学 （今吉林大学） 物理系创
建和 1958 年广西大学复建，培养出多位院
士。郑志鹏是郑建宣之子，现任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顾问，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
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曾参与我国首
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
设，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曾任广
西大学副校长和校长，带领学校迈入“211
工程”。这对壮族父子物理学家，在他们效力
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高校创建、学科创
建、人才培养、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上为国家
教育、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父子
双雄，声名远播！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父子俩
曾先后担任过广西大学的主要领导，为广西
大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
献，是当代广西教育界、科技界深具影响力

的标杆式的代表人物，不愧为八桂翘楚！我
们为广西拥有这样的杰出高端人才感到骄傲
和自豪。

其三，这本传记的出版，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有积极的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增强文化自信，并赋予了广西“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的崇高荣誉。这本传记的出版发
行，正逢其时。应当看到，长期以来，由于多
方面原因，在一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足够自信，对改变本地区
本民族的落后面貌信心不足、缺少精神动力的
问题，这是不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和进步的。两位物理学家传记的出版，为我们
提供了在少数民族中是可以培养出科学家高端
人才的成功范例，这有力地印证了周恩来同志
所提出的“所有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
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
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
会”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鲜活的范例对
于激励各民族学子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使之转化为促进民族发
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而增强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凝心聚力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积极的启示作用。

（作者系国家民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顾问）

父子双雄 八桂翘楚
——写在《传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出版之际

网络图片网络图片

张泽忠，笔名卜蓬，1949年 10
月出生于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牙
寨村盘贵屯。1982 年开始文学创
作，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
版小说集《山乡笔记》《蜂巢界》等
著作22部（独著4部、合著9部、合
作编著 9部），发表学术论文 42篇、
文学作品 41 篇 （首），小说集入选

“ 当 代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著 名 作 家 经
典”。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的第二届、第六届文艺创作铜
鼓奖（集体奖）等。

张泽忠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
他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侗乡，展示侗族
文化之美。这“美”不仅仅是自然之
美，更有生活之美、人情之美和民族
文化之美。他不追求故事的曲折动
人，作品一般没有波澜起伏、引人入
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
突，而是以散文化笔法描绘侗乡传统
生活，展示侗乡人文风情，表现侗族
人民善良、和谐、宽容、谦让的民族
性格，充满诗意之美和浓郁的侗族文
化生活气息，为侗乡传统生活留下珍
贵的记录。

短篇小说 《我们寨的小木桥》
是张泽忠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其代
表作，洋溢着侗乡的欢声笑语。小
说开头写道：“夏天来了，夜幕一拉
开，乡亲们便坐在桥上乘凉；冬天
来了，特别是农闲日子，一出太
阳，乡亲们便都聚拢到桥上，坐
的、站的、蹲的，一同分享太阳的
温 暖 ， 小 桥 像 一 只 载 满 了 人 的
船……只要桥上坐有人，近处看，
远处听，整座桥就像一座小剧院或
聚众场所，教歌的、学歌的、弹琵
琶、吹侗笛的，逗趣笑闹的，聊家
常农事和谈山外见闻的，应有尽
有。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
热爱我们寨的这座小木桥，也喜欢
到桥上去坐一坐。” 小木桥是一个具
象的现实中的木桥，是侗乡的一道
风景，也是侗族文化的象征。

小木桥的修建体现侗族百姓集
体劳动的成果。三毛公说：“乡亲
们，今天开始动工建新桥了，有钱
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三毛公说完
话，乡亲们就忙开了。捶稻草织绳
索的、打草鞋的、舂米、做饭、缝

补垫肩的，没有一个人闲着。作者
生动描绘乡亲们修建木桥的热闹场
景，特别是三毛公的喊号歌赋予三
毛公神奇的力量，令人陶醉。“只要
三毛公的号歌一喊，好像一座座山
都帮着出力，木头也就像一头被牵
着鼻子的牛牯乖乖地跟着走。”木桥
修好后，桥头立有一块“乐善好
施”的石碑，乡亲们的名字都刻在
石碑上，还刻上谁捐了多少钱、多
少物和出了多少工分。三毛公是个
孤老汉，他捐不出多少钱，但他的
名字却刻在捐钱最多的“寨首”，这
是因为三毛公德高望重。作者以第
一人称叙述视角深情讲述小木桥上
发生的故事，展现侗寨其乐融融、
生机盎然的生活，塑造三毛公可敬
可爱、勤劳善良、宽厚仁慈的动人
形象。虽是小说，但更像一篇抒情
散文，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

《山崖上，树蒙蒙》与《我们寨
的小木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篇
小说描绘的是侗寨另一番如诗如画的
田园生活，展现侗族小朋友甜蜜的童
年时光。金秋时节，山寨的碎石滩上
晒满了金灿灿的糯禾把，就像绽开笑
脸的火红的太阳花，忙碌的阿耋阿萨
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说话，他们说的
侗话如天籁之音：“阿耋、阿萨们说
话嗓音不高，但汇集在一起，伴着溪
流的汩汩响声，漫出山寨，飘到不远
处，碰着一堵木板墙似的山崖石壁，
复又荡回来，把山寨搅得嗡嗡响。”
孩子们在阿萨的纺车声中玩家家，在
花街上吃酸宴，听老人讲故事、学唱
侗歌，充满诗情画意的侗乡生活跃然
纸上。

《“扑哧”一声山水绿》 讲述
为了重建风雨桥和鼓楼，刚从学校
毕业的年轻书郎“我”跟着拉山队
青年男女进山拉木头的故事。婄也
家里没有男孩，所以她就报名加入
了拉山队。婄也开始在工棚当伙夫
烧饭做菜。“我”因较为稚嫩，寨子
的后生头郎腊哥安排“我”做婄也
的助手。婄也热情、善良而又刚
强，她到树林里看男人砍树，跟着
抬木方，抬条木，钉牛钉，起牛
钉，紧绳松绳，干起男人的活路毫
不逊色。婄也温柔、多情、含羞，

她对郎腊哥的爱没有直白的语言，
而是通过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帕、垫
肩和布鞋来传递她内心的爱慕之
情。小说通过书郎的所见所为展示
侗族青年一起劳动的艰辛和欢乐，
表现侗族青年的团结互助精神，刻
画了郎腊哥的大气、担当意识和婄
也姑娘的勤劳、美丽、善良，充溢
着浓郁的人情美与人性美。

张泽忠对女性多有偏爱，关注女
性命运，对侗族女性形象进行细致而
生动的描绘。如《美娘》描写侗寨美
丽的姑娘婄丫在清晨沐浴云霞去浇晾
布匹的所见所思，运用诗意的语言把
女主人公绵密的心绪、多愁善感的情
思、性灵之美和侗寨如诗如画的自然
之美融为一体。作者细腻描绘婄丫眼
中的水田晨雾和可爱的露珠：“飘飘
拂拂，轻纱般的雾岚，从远处山脚、
近处枫树林间索索而来，像侗家姑娘
洁白的头帕在浮动，又像雪白的羊群
在浪山吃草。倏忽间，一点、两点什
么滴进水中，水底天晃荡起来，乱
了，模糊了。婄丫姐这才发觉，茶树
坡顶的云霞融进了天色，天幕像一匹
刚出染的黛绿、青黑的布，由远而
近，由浓而淡，遮住头顶上的那面
天；薄雾中，田里浮动着像是从小花
鱼嘴里吐出来的颗颗气泡，挣出水
面，拔身沿着禾苗蔸慢慢往上爬，汇
集到禾叶片上。一粒、两粒……禾叶
片累了悠悠地躬下身，有几颗站不稳
脚，滚嘟噜往水中滴去。”婄丫姐的
布匹经过浇晾拢得叶有叶姿，瓣有瓣
样，像绽开的野百合花。

《我们家的妈妈》里刻画了既传
统又好强的侗族妈妈形象。“面子问
题”在妈妈看来就是尊严。在“放
卫星”的年代，她宁愿饿着肚子也
不愿在为食堂舂米时贪图便宜，被
污蔑贪污后，她宁可两个孩子遭毒
打也不低头“认罪”。父亲空着肚皮
早早离世，妈妈背负着生活沉重的
负 担 把 “ 我 们 ” 姐 弟 养 育 成 人 。

“我”搂着媳妇跳洋舞，被人捉弄，
妈妈不高兴。妈妈的问题也是传统
观念和现代思想的矛盾冲突。善解
人意的媳妇是一个优秀的画家，她
把母亲劳动的场面画在画上，栩栩
如生的图画引起轰动。妈妈原谅了

媳妇，说她办了一件人面上的大
事。侗族妈妈的艰辛和荣耀、她的
自尊、自爱、自强，在作者深情的
叙述中生动展现出来。

除了对侗族田园牧歌生活的描
绘，张泽忠的小说对生活的沉重与
复杂作了真实客观的记录。如 《望
融州》 中孤独的老阿公思念融州，
渴望回到融州，最后却抱憾离去。
融州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对于侗族
来说，更是一个文化的故乡。《杉姑
娘》 中的表弟因长相憨没人喜欢，
队长无奈地安排表弟去看守山林。
傻人有傻福，表弟娶到了善良的姑
娘，却也遭受风言风语。《小山精》
中漂亮、善良、向往山外的姑娘被
村人污蔑为会放蛊的小山精，她放
走到山寨挖宝的外乡人而被驱逐，
最后客死他乡。《曾波老师》以感恩
之心回顾 “我”刚刚工作时曾波老
师的真诚、认真。他就像一盏灯，
照亮着学生和刚刚工作的“我”前
行之路，是“我”的精神支柱，工
作的榜样。多年后，“我”去拜访退
休的曾波老师，却在一个杂货店里
意外见到苍老的曾波老师，他已经
认不出“我”了。“我”怕老师尴尬
窘迫而没有跟老师相认，默默地走
出了店门。作者以冷静客观的语气
讲述曾波老师的故事，隐含着生活
的无奈和沧桑。

张泽忠谙熟侗族文化，他后期
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将侗族厚重的
历史文化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中
篇小说 《蜂巢界》 堪称其呕心沥血
创作出来的充满侗族文化特色的魔
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蜂巢界”是
充满象征意味的标题，意味着侗寨
人家像蜜蜂筑巢一样团结互助、相
亲相爱，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和谐
家园。

小说叙述的是都柳江流域的侗
家古榕寨的传奇故事。作者并没有
说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而是着
重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讲述古
榕寨的命运。都柳江侗乡团寨结款
自治，联款自卫。每逢山寨做大款
或者议大事，款脚就拿牛角传寨去
报信，去喊人。《蜂巢界》主人公勒
汉 （侗族对年轻小伙子的称呼） 岛

是古榕寨的款脚。款脚负责吹牛角
号召集人。故事讲述的是官家兵

“嘎勇”十多万大兵大马将往都柳江
开过来，九百古榕寨即将受到侵扰
糟蹋。远在古州务工的包岛着急把
钉有鸡毛、火炭传发紧急信号的

“款碑”送回古榕寨。情况紧急，走
山路回古榕寨得翻几座大山，需要
几天时间，于是包岛走水路，他冒
着大雨撑着木排顶着滔天的洪水赶
回古榕寨。包岛回到古榕寨，又受
命去联合其他侗寨共同抵抗“嘎
勇”。小说重点描述包岛在洪水激流
中飘摇，在生与死之间搏击。整部
小说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作者
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侗族歌
谣、传说、故事、神话的穿插植入
将侗族的现在和过去，人物的前世
与现世融为一体，从而使得小说充
满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蕴涵深厚
的历史文化内涵。

小说通过人物讲款、唱民歌、
讲故事等方式回望侗族族源、民族
历史，阐释民族文化精神。最为独
特的是作者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表现人文始祖萨神娘娘在侗族文化
中的特殊意义。如九百古榕寨也曾
被“嘎勇”洗劫一空，古榕寨的款
首巴隆格老决心带着乡亲们重建家
园，然而困难重重。乡亲们天天烧
香敬神，白天黑夜不停地唱 萨神娘
娘歌，祈求神灵保护山寨安宁。虔
诚的歌声终于感动了神灵，感动了
上苍，夜里萨神娘娘来到了人间。
一贫如洗的古榕寨乡亲用来自大自
然的花草树木装扮成原始穿着模
样，跳起了踩堂舞，唱起迎萨进堂
歌，古榕寨雨过天晴，人们振奋精
神，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总之，张泽忠在 《蜂巢界》 这
部中篇小说中以一个侗族作家的文
化自觉，有意识地将侗族独特的民
族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其中，展示侗
族文化的神秘和传奇，表现侗族人
民的和谐善良、宽厚包容和勇敢顽
强。这是张泽忠倾注全力用心用情
书写的一部展示侗族文化之根的小
说，在侗族文学史中独具一格，也
是作者的文学绝唱。

（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

张泽忠：展示侗乡之美与民族文化魅力
□杨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