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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
信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要求，也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有了诚
信，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方能成立。
在大量搜集和收藏民族文物与文
献时，我们阜新地域的少数民族契
约精神在众多文书档案中有着生
动展现。”海春生说。

地处辽西走廊咽喉之地的阜
新，自古以来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舞台，这里的历史文献和档
案丰富多彩。今年5月上旬，蒙古
贞文化博物馆为庆祝国际博物馆
日，同时迎接国际档案日，特别开
展了以“从阜新地区少数民族契约
文书档案谈中华民族契约精神”为
主题的少数民族契约文书档案专
题展。活动共展出汉文契约、蒙古
文契约、蒙汉双语契约文书三类；
年代包括清代、民国和新中国成立
初期，含倒契、兑契、退契、当契、顺
契、当租契、卖契、抵押等契约和遗
嘱、借据、公证书、账簿、承诺书、延
滞金领收证、执照、领收证书、局照
等多种类型。展览中的700多件
清代康熙年间以来的契约文书，真
实反映了1662年至1955年阜新
及周边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录
了时代的变迁。它们既是历史的
见证者，又是中华民族契约精神的
生动诠释。

据了解，该展览是蒙古贞文化
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教育研究基地系列工作的重
要内容，旨在通过进一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

据海春生介绍，阜新地区保
存的契约文书，包括蒙古文、满
文、汉文及双语合璧等多种形
式。在所有展品中，最具代表性
的蒙古文契约文书50件，汉文契
约 23件，汉、蒙双语契约 55件，
汉、满双语契约2件。这些契约
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十分具体，涉
及民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
分展现了阜新地区多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的历史画面，是“厚道
阜新”这一城市形象所形成的主
要因素之一。例如，土地买卖的
交易方式包括租佃、抵押、典、活
卖、绝卖等，而且时间上存在连续
性，为研究经济发展史、名人史、
法制史、风俗文化史、城市发展史
等，提供了典型个案，为多角度、
多层次地认识阜新地区历史样貌
提供了生动素材。还有一部分古
籍遗存中的多民族文字记载，也

展现出清代阜新地区的多民族交
往盛况。这些文献和档案不仅反
映出当时阜新地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也生动反映
出阜新地区较早形成了以诚信、
协作为基本特征的契约精神。

二

多民族的共同参与是阜新地
区契约文化的一个特点。当时文
书的签订一般需要多人在场见
证，包括买卖双方、中间人、见证
人、说妥人等。阜新地区契约文
书中，除了买卖双方外，中间人和
说妥人的角色往往由汉族人和蒙
古族人承担。

海春生举例说，比如清道光
年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乃立
卜与张希珠签订的房屋和院落倒
租契约》主要记载了当地一位叫
乃立卜的蒙古族人与汉族人张希
珠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立
据租文契人乃立ト因为无钱使
用，今将自己房身一处场园一处
房北地，南至买住，北至大道，东
至买住，西至买住，四至分明……
今凭仲人说妥，两家情愿据于张
希珠名下永远为业定，价格叁拾
叁千文……欠恐后无立文约存
照，说妥人敖来吉，仲见人毕文
召，土立土，道光拾肆年五月初六
日立合同，式拾伍年，秋后交租，
代字人张希全。”

历史上，阜新地区属于游牧和
农耕的交错地带。到了清末，随着
外来人口的增多，为了生计，越来
越多的汉族农民向本地的蒙古族
人租赁土地，两个民族间的经济往
来也随之增多。本着平等、公平和
友好的原则，土地立契约时，往往
由汉语较好的蒙古族人和识文断
字的汉族人在场，多人协商、起草
契约。大家在共商共议中减少了
经济上的纠纷和矛盾，也促进了民
族间的交流与互动。

民间一些重要的契约文书往
往都会有蒙汉两个民族人士参
与。一般契约文书上的人名都多
于5个。在展览中，海春生指着一
件《把都来与是都签订的卖粮契
约》说，这是两个蒙古族人之间签
订的卖粮契约，也是蒙古文和汉文
的合璧文书，中间人为“田麻子”和

“薛三明”还有“卢文礼”，其中“薛三
明”为代字人，即起草文书的人。
从姓名上看，上述三人应为汉族，
尽管买卖双方都是蒙古族人，但中
间人却是汉族，说明当时两个民族
的人们相互信任以及互相帮助的
和谐关系。

三

契约精神作为一种自由、平
等、守信的精神，是商品经济社会
中产生的契约关系和内在原则的
重要体现。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契约精神在中国传统社
会具有深厚的根基。海春生认为，
阜新地区的契约文书不仅是经济
活动的凭证，更是各民族相互信任
与合作的象征，体现了中华民族对
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推崇。这种
精神促进了民族团结，为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清末时期，阜新地区的蒙、满、
汉、锡伯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但在
生活习俗上保留了一定游牧民族的
风格。清代，砖茶在阜新地区的热
销，证明这个地方具有深厚的游牧
文化、农耕文化和商贸文化历史。
曾有大玉川记、三晋川记、阜元生记
的一些茶商在阜新地区从事茶叶贸
易。《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大玉
川”为清乾隆年间由大盛魁在山西
祁县城内独资开办的茶庄。川字牌
砖茶的具体生产时间已不可考，其
来源说法有两种，都与晋商有关。
大玉川记、三晋川记、阜元生记的砖
茶外包装上都写有满汉两种文字，
介绍了茶叶的特性，像早期的广告，
如大玉川记的外包装右侧写有：“谷
雨春风时候毛尖嫩蕊兰芽清芳美异
实堪誇鲜嫩馨香无压松萝北园味更
佳不在龙团之下”，左侧为满文的译
文。说明当地汉、满、蒙等民族都是
茶叶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阜新地区的契约文书与档案
充分证明了蒙、汉、满等民族正是
在长期的区域开发、物质交流、文
化传承中，凝汇成民族融合的雄浑
交响曲，最终把阜新这片塞北热土
建成了彼此共荣的家园。

多年来，海春生一直致力于民
族文献和档案的整理与研究。
2023年2月，他负责的2022年度
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阜新地
区契约文书档案中的各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研究”结项。今年年初，
这项研究获得“辽宁省档案优秀科
技成果一等奖”。他表示，通过对
这些契约文书的深入研究，可以深
入了解中华民族契约精神的形成
与发展过程。这种共同的价值追
求，使契约成为连接多民族、多地
域、多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
发展，融合汇聚而成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同时从中汲取历史文
化养分，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陈力华）

阜新民族契约档案 彰显中华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这个词，缘于西方。而中国有句名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安。自古传承下来的孝悌忠信中的“信”，说穿了就是契约精神。“做人诚信为

本”一直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最低要求；做生意讲“买卖不成仁义在”，是对契约精神更具有人性的实践；“一诺千金”更是充分说明了诚信有多重要和宝

贵。这些关于诚信的人生戒条，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言，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精神象征。

辽西这片土地上，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其中大量承载着时代印记的契约文书，见证了岁月的更替，也成为中华民族契约精神的生动诠释。

在今年的国际档案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民族文物、文献收藏家海春生，他通过少数民族契约文书档案专题展上的一件件珍贵展品，向记者讲解了

这些历史档案的深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