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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物”“史”互证的方式，为
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
发展史的独特角度，对树立正确的中
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建设、有效发挥教育引导作用，都具
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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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坚持正

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构

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

重要。当前，立足中华民族

悠久历史，加快形成中国自

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

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

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入选“中国好书”，由中

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

编 的《何 以 中 华 ：一 百 件 文

物 中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历

史 记 忆》，包 括 中 华 民 族 的

孕育与起源、中华民族的自

在发展、中华民族自觉实体

的 形 成 三 个 部 分 。 该 书 用

精美的考古实物，形象地展

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

绵不断、传承赓续的历史基

因，揭示了中华大地上的各

族先民心系“中国”、内聚发

展 的 精 神 密 码 。 该 书 对 文

物 的 选 择 精 当 又 具 有 代 表

性 、典 型 性 ，充 分 说 明 了 中

华民族源自“五方之民共天

下 ”的 共 同 追 求 ，构 筑 起 一

部 实 物 实 证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历史，证明了 56 个民族

是 拥 有 共 同 历 史 文 化 基 因

与 文 化 认 同 的 民 族 实 体 的

历史事实。这部书“让国宝

讲 话 ”“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具

有一定理论深度，又能以通

俗 化 大 众 化 的 表 达 深 入 浅

出 地 对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史

观进行阐释。

编 纂 团 队 在 全 国 近 60
家博物馆珍藏精品中遴选的

100 件 珍 贵 文 物 ，在 考 古 学

意义上具有较强代表性。文

物图片清晰，特征鲜明，文字

解释简洁典雅，可以跨越国

界，更好地发挥国际传播作

用。值得一提的是，文物没

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而 是 根 据 主 题 进 行 适 当 组

合，用文物内容上的逻辑性

代 替 形 式 上 的 一 致 性 。 比

如 ，第 二 章 选 取 了 62 件 文

物，通过“秦铜诏铁权”“西魏

独孤信多面体组印”“辽鎏金双凤纹玛瑙柄刺鹅锥”等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关键节点上的代表性文物，生动讲述中华民族共

同体怎样形成。书中对文物的阐释，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着重探究文物背后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凝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逻

辑，使读者通过文物基本掌握历史脉络，并为灿烂无比的中华

文明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自豪。

通 读 全 书 ，可 以 感 受 到 编 者 的 用 心 ，也 能 够 体 会 到 他

们为本书付出的努力。《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物”为载体，生动阐发“我们从哪里

来 ”“ 我 们 是 谁 ”等 重 要 命 题 。 该 书 以“ 物 ”“ 史 ”互 证 的 方

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角

度 ，对 树 立 正 确 的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观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促 进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理 论 体 系 建 设 、有 效 发 挥 教 育

引导作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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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志》：老藤著；百花文艺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

《田野诗班》：田野诗班著、李柏霖

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乡村儿童诗歌社团“田

野诗班”创作的 83 首诗歌，展现了孩子

们眼中充满童趣的世界。

广袤乡村的火热实践，吸引着作家们的

目光和笔触。作家老藤的长篇小说新作《草

木 志》，瞄 准 的 就 是 东 北 大 地 上 的 山 乡 巨

变。作者生活在东北多年，对东北的历史与

现实非常熟悉，这片土地是他小说取材的富

矿。《草木志》是作者用情用功深挖富矿的又

一个收获。

小说围绕东北边陲一座由古驿站演变

而来的村庄“墟里村”展开，讲述在村两委的

带领下，村民们克服诸多困难，改善生态环

境，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终于让该村发生翻

天覆地变化并走上富裕之路的故事。作者

善于发掘东北特定地理环境里的风土人情、

日常言行、乡间谚语、民间传说等，通过巧妙

连缀加以文学化呈现，从而建构较有特色的

地缘美学。《草木志》以东北地区所特有的植

物来命名章节，进而结构全篇。作品中有名

有姓的人物有二三十个，作者为每个人都找

到了一种与其性格相近或者相对应的植物，

由此组成一部别开生面的草木志。草木承

载 着 丰 富 的 传 统 文 化 、民 间 风 俗 和 处 世 哲

学，可以说，草木是一根根引线，牵出了乡土

中国里的千头万绪；也是一面镜子，映现出

时代更迭中的山乡巨变。

从《战国红》《北地》《铜行里》《北爱》一

直延续到《草木志》，作者小说中的“东北”始

终互相呼应、互为补充。这种互文性，不是

相同的故事、人物、风景、语言、器物在不同

小说中的反复出现，而更多地体现为贯穿在

小说中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作者写乡

土传统，重在写这一传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积淀下来的博大、宽容、智慧、坚韧、勇敢、变

通等精神品质。深蕴在乡村伦理和乡村精

神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其作品的

精神底蕴。

作者既注重写传统，也注重写出传统的

现代性转换。在墟里村的振兴变迁中，一条

断掉近百年的驿路被重新连接起来，古老的

驿路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赓续，也为

村庄擦亮了文旅品牌。正如作者所言，每一

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都渴望留一点乡愁，留

几块能够带自己回家的路标。建设乡村、发

展乡村，不能忽视乡村的传统文脉。只有对

传统文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历史

悠久的古村落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才能保

持乡村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传统根脉才能有

土可培有水可汲，从而根深叶茂。

作者以往的小说中经常会设置一个外

来者形象。这些人物见证了此地与他乡、传

统与现代的转换，也给原本封闭的故事空间

带 来 活 力 因 子 。《草 木 志》的 主 人 公 就 是 如

此。“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墟里村，兼

具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的身份，驿路的

连 接 ，草 木 的 葳 蕤 ，文 化 的 赓 续 ，乡 村 的 振

兴，社会的发展变迁，时代的风云际会，都从

“我”的视角得以立体展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靠内生动力，这是作者基于观察和思考

得出的认识。因此，作品中“我”的作用更多

是挖掘和激活村民身上的潜力，恰恰是墟里

村土生土长的人们，在古村盛衰存亡的关键

时刻，摒弃前嫌，团结协作，让墟里村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现实主义作品，《草木志》的现实关

怀和理想情怀之间形成一种艺术张力。在

《草木志》中，墟里村虽是一个小村落，但生活

场面宏阔，人物形象众多，且都是可爱之人，

这些人物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也有自己的命

运 轨 迹 ，构 成 了 当 地 原 生 态 乡 村 的 独 特 风

景。作家选择温情的剖面来描述和解析，诠

释人性中闪光之处，就是要给人以鼓舞和力

量，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有机交

融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加油鼓劲。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院长）

为山乡巨变加油鼓劲
韩传喜

面包、酸奶、豆腐、泡菜，这些人们经常享

用的食物都与微生物关系密切。顾名思义，

微生物是我们瞪大眼睛也难以发现的微小生

物。常见的微生物杆菌宽 0.5 微米，即使 80
个杆菌“肩并肩”地排列成行，也只有一根头

发丝的宽度。当然，万千微生物中也有特殊

者，并没有那么微小，比如蘑菇、灵芝。这些

或大或小的微生物在食品、农业、医药、环保、

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

小小微生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资

源，也是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科学家在观

察细菌对抗病毒入侵的过程中，发现细菌通

过剪切 DNA，解除了病毒的“武装”。受此启

发，两位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这

一技术像是自带身份识别功能的“小剪刀”，

精准剪裁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体的遗传

基因。两位科学家凭此在 2020 年被授予诺

贝尔化学奖。

微生物很古老，也很前沿；很微小，也很

强大。这个生命的源头，正带给我们越来越

多惊喜。

不显山露水，在食品、
农业、医药领域大展身手

微生物主要包括细菌、真菌、病毒三大

类。细菌是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它像是一间

毛 坯 房 ，没 啥 家 具 ，但 也 能 维 持 正 常 生 活 。

真菌是真核细胞型微生物，好比一座精装修

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而病毒是非细胞型

微生物，和前两种细胞型微生物截然不同，

喜欢利用其他细胞来供养自己。动植物患

上病毒性疾病，就是病毒利用动植物细胞来

快速繁育子子孙孙。不过，我们不必谈“微”

色 变 ，绝 大 多 数 微 生 物 对 人 类 生 存 是 有 益

的，甚至是必要的。人体内微生物数量多达

数百万亿个，总重量可超 1 公斤。

食品加工是人类利用微生物的最早实

践。古人利用微生物创制了营养丰富、风味

独特、种类繁多的发酵食物。这些食物保存

期长，消化吸收率和营养价值高，还包含有益

健康的生理活性物质。今天，食品工业领域

到处都有微生物的身影。以酶制剂为例，它

由传统或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发酵、提取制

得，具有催化功能，能够改善食品的色、形、

味，提升食品的功能和品质，可用于淀粉制

品、乳制品、烘焙食品、酒和饮料等的制造。

食品酶种类丰富，有用于制作奶酪和酸奶的

凝乳酶，有增加肉类鲜嫩程度的木瓜蛋白酶，

还有提升面包口感的木聚糖酶、制备功能多

肽的蛋白酶，等等。有些食品酶作用独特，乳

糖酶分泌少的人可以食用富含乳糖酶的食

物，减轻乳糖不耐受症状；纳豆激酶可以溶解

血栓、降低血黏度。

往食品的上游追溯，就是农业生产，这

也是微生物的用武之地。随着环保和食品

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微生物农药需求

日益增长。微生物农药的最大优势在于，不

会像传统化学农药那样产生污染，还可以提

升农副产品品质，推动绿色农业发展。以典

型的微生物农药赤霉酸为例，它是一种天然

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细胞分裂，增

加细胞数量，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进而增

加产量。当前，大量杂交水稻制种田通过喷

洒赤霉酸来制种，赤霉酸还被广泛应用于棉

花、蔬菜、瓜果等的种植，对保障我国农业丰

产起到重要作用。

微生物还帮助人们保持健康。人体里的

微生物主要寄居在肠道内，它们和免疫系统

不断“对话”，像双歧杆菌等益生菌可以产生

短链脂肪酸等有益物质，不仅降低炎症疾病

发病率，还时刻维持着人体的健康平衡。利

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可以生产具有多种

健康功能的产品。以二十碳五烯酸为例，它

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帮助维持细胞膜的流

动性和稳定性。此外，二十碳五烯酸还在调

节炎症反应、降低血压、延缓血栓形成等方面

起到关键作用。过去，二十碳五烯酸主要来

源于金枪鱼、鲑鱼等深海鱼的鱼油，资源有

限，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借助微生物发酵技

术，人们可以从菌类中提取二十碳五烯酸，缩

短了生产周期，有利于其稳定供应，还改善了

相关产品的口感和品质。

近年来，人工合成微生物作为活菌药物，

为医药领域科技创新打开了一扇窗口。科学

家利用新技术，创制了富含酶的高活性细菌

药物，罕见病患者吃下去后，可以补充自身缺

乏的酶。下一步，若能提高这些酶在体内的

作用时间和效率，将为万千罕见病家庭带来

希望。在癌症治疗中，微生物经过基因改造，

可以成为抗肿瘤药物的“运输车”，携带激活

免疫系统的成分，深入化疗等现有疗法难以

触及的地方，有望成为抗击癌症的利器。

“小身板”有大能量，
助力生态保护和能源开发

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称得上

微小却强大。数十亿年前，微生物就是地球

上最早的生命体。在生物圈中，微生物作为

“分解者”把动植物遗体、粪便等有机物分解

为无机物，回归自然，促进物质循环。没有微

生物，地球的生态系统将不复存在。随着研

究不断取得突破，微生物在生态保护和能源

开发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比如微生物降解塑料。这些微小的生

物，通过其独特的代谢途径和酶系统，能够有

效分解塑料，减少塑料污染。链球菌属、假单

胞菌属、葡萄球菌属、芽孢杆菌属等细菌，以

及曲霉属的一些真菌，都被发现能够降解塑

料。特别是塔宾曲霉，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

观察到其内部的细丝网络像一个高效运转的

工厂，分解着塑料内的聚合物。通常情况下，

塑料污染物需要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被

自然降解，将这些塑料放到塔宾曲霉面前，几

周便被彻底分解。

相比于物理和化学降解，微生物降解塑

料更温和、更环保、更可持续。它不需要高

温、高压或强酸、强碱等极端条件，只需在适

宜的环境下，就能自发降解。微生物降解还

可以将塑料转化为有价值的生物降解产物，

进一步用于农业、化工等领域，实现资源循环

利用。不同种类塑料具有不同的化学结构和

稳定性，微生物降解也是“一物降一物”。找

到针对不同塑料特性的微生物，提高降解效

率，是当前的研究重点。例如通过基因工程

技术改造微生物，使其具备更强的降解能力

和更广泛的适应性；或者利用微生物共培养

技 术 ，构 建 具 有 协 同 降 解 能 力 的 微 生 物 群

落。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反应器等新兴

技术，也在与微生物降解塑料技术结合，有望

提高微生物降解塑料的效果和可操作性。

寻找替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是全

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其中，生物乙醇生产

就要靠微生物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发酵，微

生物可以将纤维素、淀粉等可再生生物资源

转化为糖，进而生产出乙醇。微生物发酵生

产乙醇不仅环保，而且原料来源广泛，生产成

本低。与之相似，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发酵产

出生物柴油和生物甲烷。

能 源 领 域 还 有 一 个 重 点 课 题 ，固 碳 。

固 碳 微 生 物 广 泛 存 在 于 陆 地 土 壤 ，这 些 微

生 物 包 括 自 养 型 土 壤 细 菌 和 光 能 微 生 物

等。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或化学自养固定二

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有机物，从而增加土

壤有机碳含量，提高土壤肥力。未来，科学

家 有 望 开 发 出 新 的 微 生 物 技 术 ，比 如 通 过

优化微藻培养条件和代谢途径进行大规模

固碳，减缓全球变暖。

海 洋 深 处 的 微 生 物 研 究 是 前 沿 课 题 。

对深海微生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开生命

在极端环境中诞生演化的谜团，为我们理解

地球生命本质提供宝贵线索，还为我们探索

宇宙生命提供新的视角。在科技应用方面，

科幻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太空采矿，有可能成

为微生物利用的新场景。在微重力环境下，

微生物能够巧妙地分解岩石，提取出珍贵材

料，为长期太空驻留提供资源保障。这种采

矿方式不仅高效，而且对环境影响极小，几

乎不产生有害物质，是太空资源开发的理想

选择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发挥聪明才智，探寻

微生物的未解之谜。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微

生物种类被发现，微生物的潜在应用也将得

到更加充分的挖掘。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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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特征和重大意义，创新提出了新质生产

力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