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4年7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梁丽姣 美术编辑 / 张锦萍 校对 / 李丽 贠秀军（见习）专题

2023年9月22日，作者在阿里地区档案局查阅档案期间，到狮泉河烈士陵园祭奠
孔繁森同志

本报记者 张颖 张英东

《雪域之上—孔繁森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纪事》一书，由聊城市孔繁森
精神教学基地教授朱茂明撰写，近日由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为根本遵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依据千万字计的新闻报道、
专辑、日记、档案、口述访谈等资料，梳理
并全新解读孔繁森进藏十年，促进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
事迹，以文献对比分析和访问当事人等
方式，丰富、补充、考辨了部分史实，力求
事迹准确、细节翔实，尽力塑造孔繁森作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卓越践行者
的真实生动形象。

7月19日，记者有幸采访到朱茂明教
授，听他讲述自己和孔繁森“结缘”的故事。

在茫茫人海中，有时不经意间的一
瞥，或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就让我们
与某个特定的灵魂产生了交会。“我和孔
繁森就有过这么一次幸运的相遇。”朱茂
明告诉记者，在接到研究发掘孔繁森精神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价值内
涵的“三个一”任务后，他就时常想起自己
年轻时的一次“擦肩而过”——那是一个
夏天，在山东省人大机关门口，他与一个
身材魁梧、面容方正的中年人擦肩而过，
后来得知那是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
森。“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阿里这个遥远而
陌生的地方，当时印象就比较深。”

“距离孔繁森因公殉职30年了。30年
来，孔繁森的故事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精神
不断被提起，每一次提起总能带来新的启
示。”朱茂明表示，孔繁森精神就是形成于齐
鲁大地、绽放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认同的
中华文化符号，孔繁森就是体现中华民族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的形象代表。

一

孔繁森是从聊城大地上成长起来、
走出来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
结进步的典范。在聊城，孔繁森的事迹
感染了几代人，并一直被传颂。

“在聊城，研究孔繁森有先天优势，
这里很多人都和孔繁森有过交集。”朱茂
明告诉记者，为获取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他尽最大可能走访了孔繁森生前部分亲他尽最大可能走访了孔繁森生前部分亲
友和当事人友和当事人，，从中挖掘到了很多细节从中挖掘到了很多细节。。
有一次有一次，，他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偶遇了他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偶遇了
一位农村老人。老人告诉他，孔繁森在
茌平包队时曾借住在他家，此后多年间
一直保持联系。有一次他来聊城办事，
偶然遇到了孔繁森，孔繁森十分关切地
问他“吃饭了没有”，并塞给他两元钱，
让他好好吃饭。

“不仅在聊城，在拉萨、阿里查阅档
案资料的过程中，也时常有人主动和我
谈起孔繁森。”让朱茂明印象深刻的是，
在西藏，特别是在阿里，查阅孔繁森档案
都是“一路绿灯”。在拉萨市档案馆，藏
族工作人员尼玛（尼玛在藏语里译为光
明的、神圣的，同时也有太阳的意思）告
诉朱茂明，他是陕西西安华清中学西藏
班第一批学生，刚到西安时，很多同学因
为水土不服生了病，时任拉萨市副市长
的孔繁森到学校调研时，了解到这一情
况，第二天就找学校方面协调解决相关
问题，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学习条件，为西
藏班学子撑起了一片蓝天。尼玛深情地
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记着他，我会
永远记着他。”

““我去过两次阿里我去过两次阿里，，9090 年代的阿里年代的阿里
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在西藏自治区
档案馆，副馆长仁青丹增告诉朱茂明，
研究孔繁森，很多问题要回到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去看。因为在当时，阿里地区
交通、通信、电力保障都跟不上，很多时
候与自治区党委政府“失联”，正是在以
孔繁森为代表的一代代地方党政领导、
援藏干部的接续努力下，才有了今天的
发展局面。

二

“非虚构写作一定要占有大量材料，
真实才有力量。”朱茂明表示，长篇作品
的写作是艰辛而又乐在其中的“攀爬”，
每天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爬梳、寻觅，对
着电脑苦思冥想，工作过程是枯燥的。
但随着新材料的挖掘，发现孔繁森事迹
中那些温暖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细节
时，往往让他兴奋不已。

“孔繁森因公殉职后，全国范围内掀
起了大规模的宣传报道高潮，但限于当
时的采访条件，加上大部分资料当时还

没有公开披露公开披露，，在一些事件的细节上存在一些事件的细节上存
在一些出入在一些出入，，需要认真梳理需要认真梳理，，一一比对一一比对，，
细心细心考证。”为确保作品中所涉事迹准
确、细节翔实，朱茂明从文献资料入手，
搜集查阅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孔繁森
的报道、日记、专辑、传记、口述访谈及
档案资料等，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辨、比
对、分析和求证，“因为资料的丰富和来
源的多样性，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

占有材料是写作的前提。为了尽可
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朱茂明查看了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录制的360余个口述
访谈视频，走访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拉
萨市档案馆以及孔繁森工作过的地方，
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和新闻报道，从中真
切地还原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孔繁森形象，也对孔繁森越过千山万水、
走遍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攻克千难
万险，带领各族群众谋划现代化发展蓝
图，推进开发性扶贫、推动共同富裕的经
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

一部优秀的纪实类作品，其影响力
和感染力来自哪里？

是细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快节奏世界里，

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生活的细节，然而这

些细节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意义，
触动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的思考。

“事隔 30 年，我们重述孔繁森的故
事，感人的细节就是核心要素，是打开
孔繁森绚丽丰富精神世界的一把钥
匙。”朱茂明认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在
挖掘孔繁森事迹的过程中，在对数以千
万字计的孔繁森的日记、口述、档案、报
道、专辑等资料的梳理中，他发现了很
多这样的细节，也常常被这些细节感
动。“随着研读资料的深入和对孔繁森
细致入微的了解，孔繁森的形象在我的
心目中越来越光彩照人，我一遍又一遍
地修改，就是因为总感觉自己的笔力描
摹不好心中的孔繁森，表达不尽他那种
信仰的坚定、人格的完美、人性的崇高、
为人处世的温润。”

采访最后，朱茂明表示，孔繁森是我
们党在不同时期涌现出的英雄群体中的
突出代表，孔繁森的故事就是聊城乃至
山东最有影响力、最震撼心灵的中华民
族故事之一。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
系，孔繁森精神就是一个内涵丰富、取之
不竭的思想宝库。“这本书的写作与出
版版，，只是在这方面做的一个粗浅的尝试只是在这方面做的一个粗浅的尝试，，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讲好新时代孔繁森故事
——访《雪域之上—孔繁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纪事》作者朱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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