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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么民族？在有关我的所有证件、
表格中的“族籍”一栏中，全都填成“纳西
族”，与徐霞客称当时的纳西族前身“么些”
人“官姓为木，民姓为和，别无他姓”的情
况不符。我称自己为纳西族的根据是：我出
生在纳西族村落，说纳西语，穿纳西族服
装，拥有与其他纳西族成员基本一致的文化
及其心理。然而，在我的家谱上，却白纸黑
字书写着白氏始祖清末才迁自昭通府。无论
从姓氏还是从始祖迁居地观之，我的始祖原
为汉族，成为纳西族是近 100多年来的缓慢
同化结果。据族中一位长老的叙述，始祖是
一位军医，因驻防丽江期间立有军功而被上
司赏地落户于我的出生地通东。更远的寻根
让我得知，白姓起源于楚地白公国，最早的
祖先叫白公胜，后代子孙因政治、军事等原
因鸟兽四散，其中一支流落到了西南地区，
我们就是他的后裔。

而那时，通东仅是一片三面环山的荒
野。与我的祖先共同开发这个村落的，还
有一户和姓纳西族，一户李姓白族。三族
三 户 为 一 村 后 ， 他 们 互 相 通 婚 ， 手 足 相
望，并因四周皆是纳西族村落而以纳西语
为共同语言，以纳西族服装为通用服装，
并用超民族的“通东人”称呼自己，渐渐
淡化了民族的分野。只是这三姓人家一直
留 下 “ 三 元 一 体 ” 的 种 种 痕 迹 ： 和 家 忠

厚、尚武、信东巴、节日以祭天祭祖为最
隆重、擅长牧猎；白姓温和、好学、尊儒
释道，长于匠艺、喜欢交际交往、节日皆
汉传；李氏机敏、灵活、工于商贸、信佛
与本主，节日重“二月八”、擅长治水与农
耕。只是这一切都求同存异、相安无事，
且互相沟通、有起有承、有转有合，形成
了独特的“通东文化景观”。

据我考察的结果，这种“三元一体”
的“通东文化景观”的形成大约有这样几
个原因：其一是政治基础，即没有“改土
归流”这一政治背景，白、李二姓是断然
不能进入纳西族腹心地带并与纳西族土著
聚居于一村的。因为在木天王时代，除了
土司府需要的医士、术士、学士、工匠，
外人，尤其是外族是不得进入丽江的。政
体、政权的完全统一，才造成了丽江与全
国、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的一体化，并不断
深化。其二是文化条件。汉、白、纳西三
个民族都有灿烂的文化，纳西文化作为本
土文化，早已形成其受容性；汉文化源远
流长、兼收并蓄；白族文化多元开放，不
同文化彼此交融、共同繁荣。其三是经济
生 活 背 景 。 丽 江 是 滇 西 北 地 区 的 经 济 中
心，并拥有一座象征性的古城。这座古城
依托茶马古道、滇川藏贸易集散地，700
多年来一直在促成各民族共同市场、共同

经济生活体，以及命运共同体。而在这里，
商人以纳西族为主，商品以纳西族物产居
多，商道大多分布在纳西族山乡，商贸语言
主要使用纳西语，商贸行为主要依赖纳西族
经济生活，商贸观念大都出自纳西族文化传
统，因而任何进入这一经济体系的人能够被
它所同化。

前几年，在久别多年之后偕满汉合璧的
妻子与纳汉合一的女儿回到故乡的土地上，
见到相违几十年的堂兄中，有一位娶了独龙
族夫人，另外两位各与一位傈僳族女子相结
合，而两个堂妹则嫁给了两个白族人家。而
这都是通过我们走出山门，或从政、或从
学、或打工、或参军才实现的，关键还在于
这些家庭都美满而又和睦，毫无芥蒂、隔
阂。我们那一大群生龙活虎的子女的存在，
很难让我再用传统的民族观念区别谁才是纯
正的什么民族。今天的民族现实及其亲属关
系和感情，比我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知识远
远丰富得多、精彩得多。

的确如此，古往今来民族隔阂造成了许
许多多的人间悲剧，阻碍了人类的进化、社
会的认同、民族的进步、国家的统一。而破
除隔阂，追求人类种群间、民族间平等自由
交往，实现自我认同与更高层级的民族共同
体的梦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开用象形文
字写成的纳西族神话 《崇般图》，就将整个宇

宙起源统一于一个神奇的白蛋，把藏族、纳
西族、白族视为一母所生。《龙鹏争斗》 也把
人 （社会） 与署 （大自然） 的关系确定为同
父异母的兄弟关系。在民间传说中，纳西族
的保护神还拥有纳西族、藏族、白族出身的
三位夫人，所表明的都是寻求建筑在血缘基
础上的地缘政治乃至民族联盟政治、国家政
治最大公约数。

面对如此族源流变过程，我常常拷问自
己：我所属的民族对我所具有什么样的意
义。事实上，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基于
生物性的种族而演变出的文化概念及其实
体。一个人依附于什么的文化实体便属于什
么样的民族，它给你一种基因，一种定力，
一种责任。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平等的、
开放的、流动的、加速度运转的社会，更要
保护、继承好优秀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让我深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我们才能既“各美
其美”，又“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
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生
机勃勃、生生不息地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
道上。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教授）

美美与共
白庚胜

让蓝天告诉你我来自中国

让大海告诉你我是友谊使者

千年丝绸之路连着你连着我

连着美好的向往幸福的生活

手牵铁龙走天下巨轮出大港

千城万户到处都是情深意长

我的故乡用乳汁把我哺养

你的故土用汗水浇灌家乡

喜闻非洲稻花香麦田翻金浪

一起播种到处都是绿色春光

我的妈妈用祝福把我牵挂

你的妈妈用祈祷祝你健康

共同创业奔梦想前方有希望

探索未来心中升起蓬勃朝阳

我的孩子像花朵幸福开放

你的宝贝像鸟儿自由飞翔

我们携手
走在丝路上

李国瑞

远山近水稻香湖，
芦苇轻摇小舟出。
悠然老翁垂竿起，
钓得鱼儿入画幅。

提起稻香湖，今天的北京人大概无人
不知，海淀区的百姓也许还会说一句：那
是咱西山脚下的一颗明珠啊！前些日应邀
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地点是北京稻香湖景
酒店。我忽然意识到，稻香湖，我怎么竟
30 多年没有再去过啊？身为一个“老北
京”，尤其是曾与它结下颇深渊源的京城

“老记”，实在是太不该了。赶紧上网输入
“稻香湖”搜一搜，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则介
绍：稻香湖天然公园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家
坨乡境内。它是北京第一座由京郊农民集
资，以农村自然景色为主的田野公园，距北
京城区 30 余公里。稻香湖景区 1984 年辟为
公园，主要由一个 600 多亩水面的天然湖泊
和岸边宽阔的稻田组成。公园三面环山，景
色优美。在水域辽阔的湖中，生长着种类繁
多的淡水鱼，是人们最喜欢的垂钓佳地。游
客可乘船在稻香湖中环游，也是一种难得的
享受。两旁的芦苇翠绿茂密，白鹭、黄鹂、
斑鸠争相发出悦耳的叫声，其景色之雅，可
与白洋淀媲美。拨开水面的浮萍，还可以捞
到比核桃大的螺蛳。稻香湖天然公园增设了
不少服务、娱乐设施。在湖畔建有跑马场、
射击场、草原度假村、电子游艺厅、声控灯
光舞场等，使游客在观赏自然景色的同时得

到更多的乐趣。
这段文字让我有点惊喜又吃惊：这不

是我和王玉芳老师一起写的吗 （除个别字
句有改动）？它是 1984 年 6 月，即 37 年前
刊登在 《北京日报》 上的一条新闻报道。
那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记
者刚刚一年多，正赶上报社提倡记者走到
一线“抓活鱼”，即捕捉鲜活新闻的热潮。
一天，分工负责海淀等近郊区县新闻报道
的资深记者王玉芳对我说：“小李，你跟我
去趟海淀吧，保准有你感兴趣的‘活鱼’
可写。”我理解玉芳老师是要带带我，便兴
冲冲地跳上她已要好了的报社的一辆 212
吉普车。

我 们 直 奔 稻 香 湖 。 今 天 需 要 说 明 一
下，1984 年的北京地图上根本没有“稻香
湖”这三个字，玉芳老师跟司机师傅说，
去 苏 家 坨 乡 西 小 营 ， 就 是 上 庄 水 库 那 边
儿。那天，我们的收获很大，抓住的“活
鱼”新闻就是“京郊第一座由农民集资建
设的稻香湖天然公园落成”。记得当时年轻
的 苏 家 坨 乡 党 委 书 记 郑 京 生 陪 了 我 们 一
天，他的那种干劲、豪情真是让人感动。
谈到“稻香湖”的名字，他说，我们新给
起 的 ， 出 自 辛 弃 疾 词 句 “ 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小郑书记还
给我们展示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为北京
第一座农民自建公园亲笔题写的匾额：“稻
香湖天然公园”。

我和玉芳老师赶回报社后立即写稿，
决定抢发一条“当日新闻”。日报农村部的
李守仲主任一直等着我们，他在签发这篇
新闻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这是
京郊第一家农民建的公园，应该多支持；
而且“稻香湖”的名字一见报，肯定会有
读者打电话来问稻香湖在哪儿，咱们把去
稻香湖的行车路线附在稿子里吧。那段时
光真是改革开放的黄金阶段啊！第二天的
《北京日报》 在一版刊登了“稻香湖”的新
闻 ， 消 息 结 尾 处 “ 破 例 ” 带 出 了 这 样 一
句：“去稻香湖可从颐和园乘 330 路公共汽
车至西小营终点站下，向北走两三里路即
可进入佳境。”

37 年前的一篇新闻，说“轰动”了京
城有点夸大，但有力促进了稻香湖进一步
的发展建设是有目共睹的。

采访成功，见报顺利，按说一个记者
的工作就“翻篇儿”了。然而，我与稻香
湖的缘分还要延续下去：不久后的一天，
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李志坚同志找到我，
他说：“培禹，稻香湖的新闻不错，你能
不能再写篇长点的通讯，交给总编室，我

和他们打招呼，让夜班安排发。”于是，我
又一次游览稻香湖，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
务。在这篇 《天然野趣稻香湖》 的通讯里，
我把即兴写的一首小诗也放进去了，现在看
真是“不揣浅陋”！但志坚副总编审阅稿子
时，还是保留了这首小诗——

远山近水稻香湖，
芦苇轻摇小舟出。
悠然老翁垂竿起，
钓得鱼儿入画幅。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我偶然看到这首写
于稻香湖公园初步建成时的小诗，曾与侯宝
林大师题写的“稻香湖天然公园”的墨宝，
一起刊于稻香湖的宣传彩页上。后来我还曾
见有文章引用了这首拙作，那位记者老兄却
信口写道“一位古代诗人有诗云”，这不是害
我作古吗？一笑。

真正的古人云是：“仁者乐山，智者乐
水。”上风上水，青山碧水，远山近水的稻香
湖，位于海淀区的北部，苏家坨乡早已改为
苏家坨镇，原来的上庄、西小营、南沙河等
道路名称也被好听的稻香湖路、翠湖湿地环
路、温泉路等取代了。今天，一湖碧水的
南、西、北三面，有西山山脉的城子山、阳
台山、凤凰岭、驻跸山群峰屏障环列，南沙
河、上庄水库、京密引水渠在苏家坨境内玉
带般蜿蜒流淌，尤其是近年修复的千亩翠湖
天然湿地公园映衬其侧，生态大观更加自然
野趣，宛若天成。来到这里，可远眺西山群
峰，感受阳刚之气；近抚稻香湖水，体味阴
柔之美。随着时代的脚步，周边的人文、旅
游资源得到很好的开发：这里的厚土之下，
沉埋着战国、汉代人类聚落；连绵的西山山
脉，散落着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遗迹；一代
文豪曹雪芹、纳兰性德的居住地，已建起相
当规模的故居纪念馆，成为人们说的“网红
打卡地”。

时间节点来到了 2004 年，海淀区政府投
资的一座大型生态酒店在湖区原有的培训中
心基础上扩建而成，酒店的取名很有意思：

“稻香·湖景”。这中间的圆点，标示着“稻
香依旧，湖景一新”的寓意。实际上，稻香
湖经过几代人的建设，今天的规划、管理、
运营，已落到了全新一代现代化管理集团的
肩上。那天我重游稻香湖，酒店的小文经理
和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过来陪，我说，咱们边
散步边聊吧。小文说：“电瓶车都准备好了，
您还是上车吧。否则，两三个小时您不一定
能看完呢。”

初秋的稻香湖是最美的季节，我们乘电
瓶游览车环湖而行，好不惬意！我聊起 30 多
年前与稻香湖的结缘，小文不好意思地说：

“李老师，那时还没我呢。”谈到第一代创业
者，她感叹：“真了不起！当年的郑京生书
记、王玉芳老师现在在哪里啊？真希望他们
回来看看今天的稻香湖啊。”

今天的稻香湖最难得的是变中有不变，
即我那首小诗描绘的“远山近水”“芦苇轻
摇”，还有垂钓的“悠然老翁”，都在，天然
而成的美丽画幅依然迷人。现在的主要景点
有云山、得月廊、水阁荷香、明漪舫、静香
亭、晚霞逸秀亭、流水照壁、览翠轩、仿真
海滨乐园等。湖面上的“环波”“接秀”“引
胜”三座小桥造型各异，给人一种江南水乡
的印象，令人陶醉。小文经理还高兴地告诉
我，北控水务近日中标稻香湖再生水厂二期
工程 PPP 项目，计划年内开工，建成后将使稻
香湖再生水厂处理能力提升一倍，进一步提
高海淀北部地区污水处理能力。稻香湖的水
美，一切就会更美！

说这话时，小文微笑的样子好漂亮。
我们行至湖区东北角时，一座神秘的小

岛隔水相望。小文介绍说，这个玛雅岛您还
没住过吧？面积为 4698.53 平方米，客人登岛
要通过一段铁索浮桥，有点刺激新鲜感啊。
小岛四面环水，静谧雅致。岛上建筑分为 A
座、B 座和 C 座，设计风格均以石刻、丛林等
古老而神秘的玛雅文化符号为主，玛雅岛由
此得名。

那天游湖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还有一
座葡萄酒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完全参照第
25 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主赛
场场地的样子仿造而成，占地面积达 6000 平
方米。整个博物馆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追
溯葡萄酒的起源和历史，特别是比利时布鲁
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的发展历程。葡萄酒
博物馆设有葡萄酒文化展示区、葡萄酒品鉴
区、葡萄酒及文化衍生品售卖区、餐饮区、
客房区、会议区、比赛区及酒吧休闲区等，
可谓葡萄酒文化体验综合体。小文说，让来
到稻香湖的客人，体味一把遇上美酒、遇见
美好的那种幸福感。

不 知 不 觉 中 ， 绚 丽 的 晚 霞 笼 罩 在 湖 边
了。我和小文他们告别，开车回城。路上忽
然想起，怎么忘了去看看稻香湖的水稻田
啊？然而，这遗憾稍纵即逝，因为车窗旁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片即将丰收的稻田，玉泉山
涵养的清泉水至今还润泽着北坞、六郎庄、
上庄一带的农田。这里的“京西稻”古称

“贡米”，如今已不在乎它的产量多少，年年
种植这一片片稻田，就是为了让它与连片的
荷塘相映成趣，供人们观赏吧。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
文学会秘书长）

诗 念 稻 香 湖
李培禹

说什么手捧琼浆玉液，浅吟低唱

说什么沉醉亮马河风情水岸，呼朋引伴

说什么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天高云淡

在朝阳，寻找一杯咖啡

我注定是悲秋的骚客，饮不尽一杯惆怅

我注定是眷家的游子，不时回望故国的方向

也注定以莲的姿态恬淡，不愿掩藏任何忧伤

在朝阳，寻找一杯咖啡

于是我在通惠河的柔波里找你

在平津闸的船桨声里找你

在潘家园古纸堆、瓦罐里找你

在三里屯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找你

在新秀水街老字号的摊位边找你

在中国尊的伟岸神韵中找你

在奥森公园的绿荫下找你

在第四使馆区建设塔吊丛林中找你

在北京朝阳站的轰隆声找你

这一杯，温暖着我的心窝

这一杯，丈量着指尖到唇边的距离

这一杯，熨帖我过往风花雪月

滋润着恋人们低眉间的羞涩

呵，这可只是一杯咖啡啊！

这就是，一杯朝阳咖啡的魅力

这何止是口腹饮品的感官享受

何止是绿原酸对味蕾的刺激

它是酸甜苦咸的平衡哲学

它更是直戳灵魂的文化之旅。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

在朝阳

喝过一杯咖啡

那么，此后一生，无论在哪里

都会时常想起这杯咖啡的味道……

在朝阳，
寻找一杯咖啡

张兵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作者系第十四届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主任记者）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我们才能既
“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生机勃勃、生生不息地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