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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委员声音

Z 民族风采

▶▶▶一则缘于“道听途说”的消息

高佩璇祖籍潮汕地区，是乘着祖国内

地改革开放的春风最早北上创业成功的港

商。她的生意先是从汕头地区至珠三角起

步，逐渐发展到东北地区。在与东北结缘

的过程中，高佩璇越来越热爱这片土地。

2010 年，作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在一

次参加省政协的考察活动中，一句“道听

途说”引起了她的关注。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正在牡丹

江考察。路上，省政协和牡丹江的领导提

到一件事儿。他们讲，清朝初年沿着边关

建起了 13 个将军府，都毁于战火或历史

变迁，唯有一个将军府留下了大量的满语

史料，而且是从国外流转回来的，总共有

60 吨之多。但遗憾的是，现在满语濒临

失传，会讲满语的人极少，更别说有能力

承接如此浩大翻译工程的人了。这些重要

的 史 料 就 堆 积 在 档 案 馆 中 ， 成 为 ‘ 废

品’。”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高佩璇依

然唏嘘不已。有幸和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

交往，并深受其影响的高佩璇意识到，如

果这是真的，那“绝对应该做点什么”。

“虽然我不懂满族文化，但我知道，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满语列为‘极度濒临灭

绝’的语言，这些史料不仅是重要的文化

遗产，更可能包含当时的边境划分、中央

政权管辖、土地分配、农业经济、人口资

源等重要历史信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难忘饶公的一只手、两个字

为了验证这个“道听途说”来的信

息，高佩璇回到香港后着手上网查阅信

息，也多方向黑龙江省相关部门核实。确

认了信息的真实性后，高佩璇无法平静

了。她向饶宗颐先生报告了此事，并表达

自己希望“做点什么”的想法。时年九旬

的饶公说出两个字——抢救！

“饶公举起一只手掌，弯曲了食指，

伸直了另外四个指头。他说，汉满蒙回

藏，缺一不可，满族文化断层，就不全

了 。” 饶 公 形 象 的 比 喻 更 让 高 佩 璇 意 识

到，抢救研发这批史料的特殊意义。但她

却也有些“心虚”：“我不懂满族文化，我

也不认识专家，我该怎么办？也是饶公给

我指路，让我先找研究专家，并亲自介绍

了专门研究金史的美国华裔学者等担任

顾 问，又推荐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

长李焯芬教授和郑炜明博士作为合作伙伴。”

有了专家的学术支持，高佩璇有了底

气，她希望能在当地找到合适的研究机构具

体承接此事。于是，她再次回到黑龙江，找

到了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孙尧，表达了自己

希望赞助资金，并联络香港大学专家与国际

上其他权威学者，启动这项抢救工作的想

法。“他认真地听我说完后，说了一句话，

‘你确定要做这件事？这可是没有回报的。’

我说我对文化的付出，从来不讲回报。他

说，好，我们就一起来想办法！”在孙尧的

直接推动下，确定了由黑龙江大学承接这一

工作。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政协领导同志和相关

部门也积极伸出援手，大力支持、多方发力。

很快，黑龙江大学和香港大学签订了合作协

议，确立该校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与香港大

学饶宗颐学术馆共同承担“满族文化抢救开发

研究项目”，课题经费由高佩璇旗下香港意得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赞助。第一期经费总额为

273 万元，设 12个子项目，其中文献类 1个，

语言类3个，文化类 （包括旅游） 7个，人才培

养1个。“预计将做5期，甚至更多期数。只要

需要，我们就一直做下去。”高佩璇说。

“当时我问时任学术牵头人，大约需要

多少钱，他犹豫了一下说，几万元吧。我说

这么多的史料，光整理得多长时间，几万元

怎么够？让他们再大胆算算。感觉他咬紧牙

关 了 ， 做 出 了 一 个 50 万 元 的 （预 算） 给

我。我知道他们是不好意思，可是 60 吨的

史料，钱少了怎么支撑得起来？我告诉他们

先 按 500 万 来 做 启 动 资 金 ！” 讲 起 这 段 插

曲，高佩璇深深为黑龙江大学学者的淳朴、

务实所感动。

▶▶▶一切都超过了预期

“迄今为止，您为这个学术项目共捐出

多少资金？”

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高佩璇干脆地回

复：“钱不值得一提，为满族文化的抢救工

作作出实质性成果，花多少钱都值！”

“这是您今年第几次来黑龙江大学？您

还记得这 14 年总共来了多少次吗？”

“今年是第三次来。总共来了多少次实

在数不清了！”

……

听到这段对话，坐在一旁的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蔡黄玲玲忍不住向记者“吐槽”：和

高佩璇交往的近十年中，听她说得最多的就

是“黑大 （黑龙江大学）、黑大”。“她要不

是实在忙不过来，估计每一个月都要从香港

跑到黑大一趟。作为商人，我们都知道，这

项工作是一个只有投入没有任何回报的事

儿。但为了这件事儿，她是呕心沥血在所不

惜。”

面对“闺蜜”的夸赞，高佩璇却笑着

说：“是饶公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我。回

过头再看，作为文化大家，他的站位之高、

目光之远，是我们不能企及的！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领导支持，孙尧副省长的亲力亲

为，黑龙江省政协上上下下推动，又起到了

多么重要的作用！还有黑龙江大学历任领导

以及始终坚持苦心研究的老师们，14 年如

一日辛勤付出！我每次来黑大座谈时，都会

向他们鞠躬致谢。现在全中国都在谈文化自

信，我们 14 年前启动的研究，成果已经能

够服务于今天的工作，这是多么有意义、有

前瞻性！”

如今，该项研究已经进入第三期项目阶

段，抢救 了 大 批 濒 危 满 族 语 言 文 化 资 料 、

整 理 了 大 批 满 文 档 案 。 项 目 推 进 的 同 时 ，

满语人才培养、满学研究、满族语言文化

数据库建设都取得令人可喜的进展。每一

次黑龙江大学拿出研究成果，经香港大学

合作机构以及专家团队的验收后，高佩璇

都无比开心，“因为专家都说，一切都超过

了预期！”

“一个月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

谈会，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协商议政。在会

议上王沪宁主席指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在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上

着力，助推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我也听

到与会领导同志与委员们纷纷表示，要从

文明、文化、文字入手，持之以恒，绵绵

用力，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 家 园 。 你 知 道 吗 ， 我 真 的 很 自 豪 。 14

年，我这件事儿做得正确！特别是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并参与进来，这是

最关键的！”离开黑龙江大学返回酒店的路

上，高佩璇与同行的港区委员们一起哼唱

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

““抢救抢救””二字始终激励我前行二字始终激励我前行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参与抢救满族文化遗产小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喀什古

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大规模的生土建

筑群。作为新疆旅游的一张亮眼名片，这里

自 2015 年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以来，城里的

各族群众就切实享受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红

利，在家门口走上了致富路。

从喀什古城东门进来，沿着宽敞的巷道

走几百米，就能看到一扇亮丽的蓝色木门。

走近门边，里面传来的极具新疆风情的音乐

和鼓点让人忍不住向里张望——院子里，手

持新疆特色乐器的老人动情演奏；身着传统

服饰的姑娘、小伙翩翩起舞；一株 60 岁的

无花果树也夺人目光……于是，游客们便欣

然接受房屋主人的邀请，坐在摆满干果的桌

旁，喝茶聊天、观看歌舞。

这里就是喀什古城阿热亚路上最受欢迎

的景点之一——“古丽的家”旅游家访点。

作为喀什古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民宿，店主

沙拉麦提古丽·卡日说，没有党和政府的支

持，没有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她就不会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

多年前，还没有成为旅游景区的喀什古

城被称为“老城区”，只开辟了很小的一部分

作为景区供游客参观。毕业于旅游专业的沙

拉麦提古丽·卡日的工作，就是给游客介绍老

城的历史、民居和风俗。“那时候老城没有对

外开放的民居，我们就在外面给客人介绍维

吾尔族建筑特点，让他们欣赏古城民居的砖

雕、木雕等建筑艺术。有游客经常会问我，这

里都是老百姓的家吗？能不能到他们家里看

一下，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茶，看他们的歌

舞表演？”面对游客的好奇和提问，那时的沙

拉麦提古丽·卡日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民

居不对外开放，不能带你们进去看。”但也正

是这一次次的提问，让沙拉麦提古丽·卡日萌

生了开民俗体验点的想法。

2015 年 7 月，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 5A

级景区。2016 年，沙拉麦提古丽·卡日辞

掉了工作，花钱把家打造成接待户。

“好好的家，让外人进来参观行吗？能

赚钱吗？”对于邻居这样的疑问，沙拉麦提

古丽·卡日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是按照自己

的想法，请来歌舞演员，在经过改造的小院

里，让游客边喝茶边欣赏歌舞，甚至亲自参

与加入舞蹈队伍。很快，这种体验式的经营

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并带动亲戚、朋友、

邻居就业，“古丽的家”的固定工作人员从

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 30 多人。

2019 年，看着生意越来越好，在家人

的支持下，沙拉麦提古丽·卡日决定走出

去，到丽江古城“取经”。学习归来，她计

划将自己家改造成民宿，同时通过在抖音、

快手等视频平台介绍新疆歌舞，吸引客流。

“我们在这些平台上主要发的是歌舞表演，

都是我自己编创的。维吾尔族是一个热情好客

的民族，虽然我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我

希望我们的歌舞可以给游客带来一种回家的亲

切感。”沙拉麦提古丽·卡日说，这些年，是

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帮助自己圆了开办民宿的

梦想；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业之路和一家人

的生活也日新月异。而最让她开心的是，自己

还见证了古城这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仅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居民还通过

开店做生意，大大改善了生活。”

作为古城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沙拉

麦提古丽·卡日说，自己之所以能创业、敢创

业，还要得益于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如

果我不会说普通话，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店。”

“虽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古城讲解员，但

那时候我的普通话并不好。”说起当年的故事，

沙拉麦提古丽·卡日很感谢那时自己公司的汉

族经理。“经理和我们说，你们是讲解员，普通

话 水 平 再 不 提 高 就 没 办 法 上 班 了 。你 们 好 好

学，将来会是很好的‘苗子’。也就是从那时起，

经理每天在办公室给我们上两节课，教我们说

普通话。我自己也努力学，找一切机会跟汉族

朋友、汉族游客聊天，请他们帮我纠正发音。我

的普通话终于越说越好了，到其他地方和人交

流也顺畅了，眼界也开阔了。”

如今，已经成为“老板”的沙拉麦提古

丽·卡日也经常会和自己的员工说，要学好国

家通用语言，这样才能打开通往外界的门，走

向越来越广阔的天地。“现在我们这里的孩子

都在学校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以后他们的发展

也会越来越好。”说起未来，沙拉麦提古丽·

卡日信心满满，她计划在旅游业发达的省份开

连锁民宿，让游客在其他城市也能体验新疆美

食和文化。“希望这个愿望可以早日实现。”

在“古丽的家”感受变化：

喀什古城的新生
本报记者 奚冬琪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

创性论断，并将其确定为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

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

不偏离这条主线。这为做好

新时代民族工作乃至各项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在当前国内外“两个

大局”的时代背景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贯彻

与实现，离不开坚实的法治

保障。

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

理民族事务

坚 持 依 法 治 理 民 族 事

务，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之一。党的十九大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

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根本遵循，开启了新时代

我国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新实

践 。 2018 年 ，“ 中 华 民 族 ”

首次被写入宪法，这是全面

依法治国方略在民族领域的

重大实践，从根本大法的高

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法 治 化 提 供 了 基 础 和 依

据。2023 年 3 月修正的立法

法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此

所有立法修法工作都应当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23

年 10 月通过的爱国主义教

育法更是专条规定了铸牢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有 关 内

容，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化保

障愈发坚实。

二、国家层面坚持依法

治理民族事务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

法律规范的建立是实现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良法

善治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

化 的 基 础 和 标 准 。 我 国 民

族 工 作 法 律 法 规 体 系 经 历

了 从 无 到 有 、 从 逐 步 探 索

到基本完备的发展过程。党的二十大以来，各级党

委、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健全民族政

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一些地方相继制定出台了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修订相关法规规

定、调整相关政策，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

入相关法规规定之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予

了法律强制力。为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夯实了法治基础。通过这些法治实施

与运行，确保各项工作都紧扣主线，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从理念到规范、再到实践”的具体

落实，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建议国家层面出台一部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专门法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了变化，民族工作的形势任务也发生了重大转

变，当前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要求存在一些

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特别是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存在短板弱项。

这需要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一部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专门法律，以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

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衡量标准，及时调整过

时的民族政策。通过将各地方、各领域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加快补齐立法短板，为推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建议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梳理评估，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准，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

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

域支持政策，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面临的民生问题，

同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社区干部进行民族工

作法律法规培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切实防范和纠

正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歧视现象，依法保障各族

群众合法权益，通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

民族差距，更好地实现民族平等和公平正义。

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

高，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关于民族事务治理的工作方式

和管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特别是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如何更好地服

务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如何依法治理民

族事务，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相关问题，亟待研

究解决。

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牢

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切实提升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各地区各

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将民族事务纳入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涉民族因素的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宫党委委员、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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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最 近 有 什 么 困 难

吗？”

“咱们的成果一定好好总

结、展示，呼吁更多人关注！”

……

近日，在黑龙江大学校园

里，两位挽手并肩的女士边走

路，边亲切地交谈着。这两位亲

密无间如老同事、又像小姐妹

的，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意得

集团董事局主席高佩璇与黑龙

江大学校长王敬波。她们正在

谈论的，是一项让高佩璇远隔

万水千山牵挂了 14 年、倾注心

血 14年的文化遗产抢救工作。
近日近日，，高佩璇高佩璇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邀请数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一行参访黑龙江大学邀请数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一行参访黑龙江大学，，与与

该校学者围绕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开展交流该校学者围绕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开展交流。。

2010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项目启动仪

式时，高佩璇与出席活动的饶宗颐教授

合影留念。

““古丽的家古丽的家””成了喀什古城中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成了喀什古城中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Z 同心共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