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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卓玛是在 2023年 8月，当时我作为
人民政协报融媒体报道组成员，前往西藏参
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藏实践”
主题报道。在西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卓玛
委员的发言一下吸引了我。“这个委员有故
事！”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卓玛委员留下了
联络方式，自此，通过与这位西藏新女性的
频繁接触，也开启了我对这一地区以及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的观察。

提起西藏，多数人的脑海中会率先浮
现出冰川雪山、牧场森林、峡谷草原。然

而，这些却远不足以定义它。真正走入西
藏，你会看到现代化高楼大厦上点缀着藏文
化符号图案，身着传统藏袍的人们泰然自若
地过着充满现代化气息的生活……从卓
玛们的生活中，能真实感知到这片土地
的温度，更能真切共情到这片热土上
的中华儿女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他们和生活在别处的广大中华
儿女一样，同样的热气腾腾、欣欣
向荣，同样的拼搏努力、不懈奋
斗。

通过生活感知温度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京

一顶工地上用的安全帽，出现在们发
延的办公室里，颇有些格格不入。

安全帽是白色的，外表乍一看崭新，
但内里棉布材质的帽衬却已经有些起球，
暴露出它的使用痕迹。们发延说，那是他
在布展时用的。他曾担任过民族文化宫展
览馆馆长，如今作为民族文化宫副主任，
同样分管展览工作，负责或参与筹办的展
览超过300个。

办公桌上，还摆放着需要他签字的展
览图纸——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
子”主题展览。等到布展时，他又要戴上
这顶安全帽，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地工
作。

在们发延身上，总能看到一份对事业
的热忱。30 余年来，他深耕民族文博工
作，曾顶着风雪、踏着泥泞，行走在全国
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将深厚的家国情怀
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躬身实
践写在祖国大地上。

30多年只干了一件事

民族文化宫位于西长安街北侧，从远
处眺望能看到孔雀蓝琉璃瓦的飞檐宝顶。
走进去，则是嵌着“团结”“进步”四个
大字的正门。独特的民族风格，是中华民
族团结、统一、发展、繁荣的象征。

1988 年，大学毕业的们发延被分配
到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工作。他与民族文物
的故事，就从这幢建筑的地下二层开始。

那里是文物保管部的库房，存放着5
万多件馆藏文物。出于防虫、防蛀的需
要，库房用了大量的樟脑丸、消毒剂等，
混合起来的刺鼻味道，让第一次踏进库房
的们发延不禁屏住呼吸，“这些会有毒
吗？”

在整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上楼被
称作“放风”。上午 10点和下午 3点，就
是专属于们发延的“放风”时间，可以到
外面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样
的日子，们发延一干就是7年。

枯燥单一的工作没能磨平们发延年轻
的意气，反而让他开始在有限的条件中尝
试更多可能。他开始从馆藏文物的编目做
起。

在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文物的编目
就是一张卡片，上面写有文物的编号和基
本情况。民族文化宫作为民族类的综合博
物馆，有 56 个民族的文物，之前一直是
按照文物入库顺序排序。“就像到图书馆
借书一样，如果需要组织某个民族的特色
服饰专题展览，就需要工作人员到处翻卡
片，找到合适的文物。”们发延形容道。

在又一次大海捞针般在卡片中翻找的
时候，们发延突然想到，如果将文物按照
民族分类呢？比如说，先把苗族的文物找
出来，然后再按照历史文物古迹、民族文
物的古籍文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
装服饰、工艺美术品等进一步分类。

打破了顺序模式，们发延的工作轻松
了很多。后来，很多民族类博物馆都学习
了们发延创立的这套“民族分类法”。

对们发延来说，这是一段很“静”的
时光。地下二层隔绝了博物馆人来人往的
喧嚣，而与一件件或古朴大方、或庄重神
秘的民族文物为伴，让他一点点地沉下
来，感受内心的宁静。

他想起曾迎着日出、踏着夜色，行走
在山路上的童年。

们发延出生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梁河县下辖的曩宋阿昌族乡。由于
地处偏远，当时村子里的小学只教到三年
级，之后们发延就需要每天背着书包、带着
干粮走3小时的山路到另一个村子上学。

山路蜿蜒曲折，乡村学校条件简陋，教
育水平也有限。但在们发延的心目中，家乡
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小山村，也是一个多民
族聚集地，生活着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
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保留着淳朴的
边地风情和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历史悠久的各民族文物古迹。

如今回想起来，对民族文物的感情那
时已然刻写在们发延的记忆深处。后来，
这个阿昌族少年独自从偏远的边疆山寨跨
越 3000 多公里的距离来到北京，又坚定
不移地踏进民族文博领域，负责过民族文
物的调查征集、保护管理、研究陈列、展
示利用等。

用们发延自己的话说：“我这30多年
唯独干了一件事，就是民族文博。”

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也是民族工作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民族文物保护
的紧迫感，们发延已经记不清楚。

可能是他工作后再回到家乡，发现很多
小时候用过的东西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而
曾经日常穿着的民族服饰，只有逢年过节时
才会翻箱倒柜地找出来。

与历史文物不同，民族文物很多都是生
活中还在使用的物品，比如生产工具、生活
用品、民族服饰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
步，民族地区的变化也一日千里，很多传统
物件也逐渐被淘汰。

“再不留下来，后人就见不着了。”们发
延深有感触。

还有些紧迫感，来自征集途中遇到的同
样在收集民族文物的私人买家。1995 年，
们发延到了文物征集组，任民族文化宫博物
馆文物部主任，开始到全国各地征集文物。
比资金，们发延“抢”不过那些私人买家，
他只能另辟蹊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征集文物是国家的政策。我们会把文
物带到北京的博物馆，让子子孙孙都能看
到，发挥更大的作用，向世界宣传展示我们
民族的文化。”这是“理”。

但是，一上来就讲道理，很多人听不进
去。们发延会先跟人拉拉家常，有时候是提
上酒肉，和主人家一起做饭，有时候是给家
里的孩子买点文具和学习用品，等熟了以后
再提正事，这就是“情”。遇到珍贵的文
物，们发延能与人这样“磨”上七八天，同
吃同住，别人下地干活、放牛也跟着去帮
忙，直到对方松口。

身为少数民族，又同样在偏远山寨里长
大，们发延深知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质朴的内
心，所以他选择以心换心，“这不是用钱买
的事情，不是买卖，要本着一颗诚心去打交
道。”

而这些少数民族同胞也经常让们发延感
动不已，有的说着“你们拿去吧，不用给
钱”，有的帮他们领路、抬东西。

“ （民族） 文物征集工作不仅仅是文物
工作，也是民族工作。”这是们发延常说的
一句话。

交通不便，是最让们发延困扰的。以前
大多数时候，到村子里只能走路，五六个小时
是常事，最长时甚至走过 9 个小时。征集到
文物后，怎么运出来也是个难题。有一次，他
到西藏征集牛皮船，因为体积太大无法托运，
只能雇了一辆大卡车先运到兰州，再发集装
箱回北京。然而，卡车在翻越唐古拉山时水
箱坏了，一行人险些被困在路上，幸而有路过
的军车帮忙更换了水箱，才得以继续前行。
这样的事故还不止一次。在新疆塔城和青海
循化，们发延都遭遇过翻车事故。

从事文物征集工作的十几年，们发延几
乎一直在路上，跑遍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聚
居区，征集文物上万件。但他还是觉得不够。
时至今日，他依然被这种紧迫感推着向前。

2005 年，们发延担任民族文化宫博物
馆馆长。亲眼见证民族类博物馆发展越来越
好，他又开始推动建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
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他联络了十余家民族类
博物馆和民族地区的博物馆，共同发起申
请，并于2006年正式成立。

“圆了我们几代民族文博人的梦！”听到
这样的话，们发延觉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
了。目前，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已有100
多家成员馆，基本涵盖了我国民族与民族地
区各级民族博物馆及相关民族文化单位，对
推动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们发延对推动民

族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多思考。他发现，民
族与民族地区革命文物蕴含了各族儿女为民
族尊严、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共同奋斗的交
往交流交融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需要加大保护力度。为此，去年全国两会
上，他提出推进民族革命文物保护法治化的
提案，为讲好少数民族革命文物故事建言献
策。

这是民族文博人的时代担当

“充分挖掘文物古籍所蕴含的民族团结
思想，通过多样化、时代化的展陈、宣教
等，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认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
在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时，们发延作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
言。短短6分钟的发言，却是他将本职工作
与委员履职相结合的努力。

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交
融汇聚，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民族文物。从事
民族文博工作后，们发延一直在探索，应当
如何用民族文物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在接到举办国家民
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的任务时，他有些忐忑，也有些跃跃欲试。

们发延作为“国家民委文博专班”展览
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带领团队从梳理馆藏
文物古籍开始做起，在 15 万余件文物、51
万余册古籍中选出能够体现“四个共同”的
1500 余件文物古籍。他还参与编撰、修改
展览大纲百余稿120余万字、讲解词60稿百
余万字、展品说明近百万字。而与之相对应
的，是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2023 年 8 月 1 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开幕。截至目前，现场
观展人次已近 14 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
体记忆的文物古籍，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阐释中华民族
共同体理念。

“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
事，是我们民族文博人的时代担当，也是作
为政协委员凝聚共识的责任。”们发延说。

结合自己在筹备“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国家民委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心得，们
发延提出《关于发挥珍贵文物古籍的独特作
用，有形有感有效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提
案》，认为应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
展史的研究阐释，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生动讲述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不断提升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

而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界委员，们发延把
联系界别群众作为履职的重要环节，充分利
用调研、工作的机会，积极听取和反映所联
系群众的意见与心声，为讲好民族团结进步
故事尽心尽力。

“在新的历史时代里，民族文博事业需
要拓展、深化自己的传统职能，实现为民族
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功能。”
们发延将此作为未来履职的方向。

从童年那段静谧的山路，到北京的长安
街，们发延的目光更显坚定。润物无声地讲
好民族文物故事，他将继续不遗余力。

们发延：润物无声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亦凡

们发延
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宫副主任、党委

委员、二级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
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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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的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布达拉宫的金顶，
洒在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位于拉萨城关区恰采岗
路的卓番林手工艺品工坊，是闹市中少有的一隅静
谧。

“卓番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记者问道。这时，
大院里传来缝纫机、纺线架、织布架等与地面摩擦
的低沉声音，六七位藏族女性手工艺人正在制作编
织产品，这些编织产品图案花纹精美多样，染色技
术独特。

“卓番林在藏语中意味着利益众生。”卓玛说。

“逆着洋流向前的一条鱼”

在卓番林，不管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团队合伙人
亚玛，或是藏族女性手工艺人们，不论年龄大小，大
家对卓玛的称呼都是“阿佳”。

阿佳在藏语中意为姐姐，但实际上，卓玛是家里
最小的女儿。

1983 年，卓玛出生在林芝的一个林场，卓玛和
姐姐由母亲巴桑一人抚养长大。13 岁时，卓玛考上
北京西藏中学，和其他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坐上绿
皮火车，来到了当时只在老师口中听说过的北京。

“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2003年，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的卓玛成为亲友眼

中的“天之骄女”。2007 年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按
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接下来，卓玛会成为一名律师
或司法工作者。但毕业后，卓玛选择加入北京奇正
藏药工作。

“目的很单纯，藏族女儿天然对藏药感兴趣，对
藏族文化感兴趣。”卓玛笑着说。

“当时所有人都不理解，会觉得我妈对我太‘放
纵’了。虽然我母亲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是
一位有着朴素大智慧的女性，从来不会阻碍我的选
择。在她看来，她的女儿都上了全国最好的学校，她
的选择也一定差不到哪里，所以不顾亲人的反对支
持了我。”卓玛说着，突然抬起手，眼泪掉了出来。

后顾之忧没有了，落差感却渐渐涌现。“刚开始
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当我第一个月上班发现自己连
打印机都不会用时，会有很大的落差。”

撕掉“北大”标签，一切归零后，卓玛看到了新世
界。“最初几年，作为IPO项目成员，我几乎每天都在
和金融街、社交所、证券机构这些地方打交道，不是
在公司，就是在去往这些地方的路上。”

5 年后，公司成功上市。此时，卓玛却主动要求
调往公司的西藏分部，从核心部门离开，做区域人力
资源工作。再次面对周边亲友的不理解，卓玛形容自
己是“逆着洋流向前的一条鱼”。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回到拉萨”时，卓玛试着
从记忆拼图中抽出一块最合适的碎片来作答。半晌
后，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记者介绍了一位女士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奇正藏药董事长
雷菊芳。

“在奇正，大家都喊她‘雷工’或者‘雷姐’。和‘雷
工’的相识是在一次演唱会上，当时根本看不出她是
一位大企业家。得知我一个人在北京，她不仅给了我
实习的机会，还给我交了学费、生活费，替我母亲治
病。我当时很警惕，我能带给她的价值近乎于零，为
什么她要对我这么好？”

后来卓玛才理解，这是一位女性拥有的更广阔
的爱和力量，这种爱和力量不是一种空洞的宏大叙
事，而是一种相互搀扶、守望相助的引力。“她拉着
我，带我看到人生的‘旷野’，如果母亲给了我生命，
那么她给了我生命更多的意义，让我明白生命需要
有使命，需要有利他的事业和更为深沉的爱来守护
内心。”

“寻找发生改变的方式”

回到拉萨后，卓玛感受最深的是西藏经济不断
发展，但许多小微企业找不到专业的咨询公司，遇到
薪酬体系、组织架构等专业问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企业管理咨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
不着，在拉萨，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我觉得西
藏的商业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应该焕发它的生命
力。”

用创业做支点，卓玛在寻找发生改变的方式。
2017 年，34 岁的卓玛开始创业，拉着一帮刚毕业的
大学生，成立了服务于西藏当地企业的咨询公司

——他喜（藏语方法
的音译）。

如同初生幼童，
他喜摇摇摆摆地走出
了第一步，也碰到了
第一个难题：在西藏，
帮助本土企业提供管
理咨询的同时，还要
挖掘更多案例，对接
新概念、新资源，做出
改良和寻找发展的路
径，怎么做？

“要做，就不能当
写字楼里端着咖啡、
踩 着 高 跟 鞋 的‘ 白
领’，在一线城市的咨
询业界，调研和咨询
由两群人完成。但是
在西藏，专业的调研
公司比较难找，所以也要由咨询公司亲力亲为。”

俯下身子调查、走访是卓玛工作的常态。“我们时
常与农村的大爷大妈打交道，问的都是‘你们平时洗手
用不用香皂’这种问题。”卓玛眼中的调研交流是一种

“双向奔赴”。她不但帮前来咨询服务的企业反映诉求
和意见，还积极向他们解释政策。

作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卓玛长期关注着藏族
女性的创业诉求，倾听她们的声音与关切。“如今，在西
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创业。她们在补足自身
短板的同时，更能做到与时俱进，传统女性身上的韧劲
与坚忍同样值得我们珍惜。”

从农牧区离开又归来，卓玛最能够体察农牧区女
性的苦楚，也清楚她们的需要。“我记得有一次逛八廓
街，发现一位开小店的阿佳一边卖小吃，一边手里编织
着小玩意。她的心态就是‘挣一点是一点’。当时我就
想，一定要帮助这些阿佳，不仅是挣到钱，更重要的是
体现价值感。”

2019年，卓玛接手了卓番林。在此之前，卓番林已
经和西藏的许多手工艺人开展合作。2020年，卓番林在
拉萨挂牌成立了首家“阿佳学堂+社区工厂+乡村工
坊”。最开始，是在卓番林的二楼展开社区培训，让来自
不同社区的阿佳们一边聊天，一边接受编织培训。让社
区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她们的就业率和收入。

今天，从最低海拔 900 米的林芝市墨脱村到最高
海拔 8848 米的珠峰脚下的定日县珠峰工坊以及在异
地搬迁点等，已共计开展了 100 多场社区及农牧民女
性的手工技能培训，培养覆盖人群达 2000 多人，其中
500多位农牧民女性进入了卓番林的手艺人库。

风吹过草原，雪覆盖山川。“离开家乡似乎变成很
多年轻人的出路。而我的留下，则是把我学习到的一切
都留了下来，把‘我’变成了‘我们’。”卓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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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玛
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 （兼），西

藏妇女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三
八”红旗手，西藏他喜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西藏卓番
林文化有限公司主理人。

卓玛卓玛 （（左左）） 和团队在卓番林讨论和团队在卓番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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