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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关键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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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关键符号能够强化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关

键符号中的节庆符号，广西南宁市以三月三民歌节为重要“推手”，从交流互动、文化自信、民族认同、道德素质、
日常生活等领域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实现了民歌节多维度的空间拓展、多元化的面向展示、多层次

的有机结合，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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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全国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明确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民族

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指导方针。合理开发利用民族

关键符 号 能 够 强 化 民 族 认 同，从 民 族 文 化 中 的

“内生”与 “表征”中提取智慧，致力于民族交

往更加和睦，民族交流更加畅通，民族交融更加

和谐，以更稳定的秩序与高效的联动机制，实现

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民族关键符号类型多样，可以是多种形式和内

容。“民族文化的关键符号包括民族服饰符号、饮

食符号、器物符号、仪式符号、神话符号、歌舞符

号、节庆符号和人物符号等。”①民族关键符号是民

族文化符号中的核心元素，承载着民族的运行结

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与文化网络图式。
“民族关键符号是从个体的民族符号抽离出来的最

具民族文化代表性的一些符号。”②广西三月三民歌

节是广西壮、汉、瑶、侗、苗等民族的共亨文化符

号，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属于民

族文化关键符号中的节庆符号。三月三民歌节既是

民族歌舞盛会，民族文化盛会，也是民族交流的盛

会。民歌节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歌相通，心相

印，梦相连，对民族团结、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稳定

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首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具有代表性，在

以三月三民歌节作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较

为突出，对其做深入研究探讨可为现今政府各部门

的民族工作提供策略参考，为当前的民族关系、民

族团结发展提供些许经验和智慧，更有利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共有精神家园。

一、南宁市概况与三月三民歌节

南宁古属百越之地，是壮族先民鸥越、骆越族

群的聚居地。经历历史变迁，各民族在这里交汇，

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长期以来，南宁是广西

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新中国成立后

确定为广西省会 ( 1958 年 3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

立，南宁市为首府) 。南宁市现辖兴宁、江南、青

秀、西乡塘、邕宁、良庆、武鸣 7 个城区和横县、
宾阳、上林、马山、隆安 5 个县及南宁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广西—东盟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 3 家国家级开发区。据最新数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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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南宁市现有 391 万少数民族群众，是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最多的首府城市。南宁市是一个以壮族为

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市内生活了 48 个民族，

其中人口总数超过 1000 人以上的依次为壮族、汉

族、瑶族、苗族、仫佬族、侗族、回族、满族、毛

南族、土家族等 10 个民族。①

岭南一带的各族先民自古以来就盛行歌唱之

风，称为歌圩等，② 是壮族及其它各族先民在一定

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环境中普遍遵循的一种生存方式

和习俗。总体来看，广西各地歌圩的活动内容大致

相同，主要分为节日性歌圩、临时性歌圩和竞赛性

歌圩三种类型。“据不完全统计，南宁六县六城区

( 七城区五县，2015 年改武鸣县为武鸣区) 历史上

曾存在 100 多个歌圩点，其中武鸣县 ( 武鸣区) 、
横县歌圩点数量较多。”③ 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是

在传统 “三月三”歌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80
年，“三月三”由官方定为歌节; 1985 年，广西首

届“三月三”音乐舞蹈节在南宁举行，1993 年又

扩大举办“广西国际民歌节”，可谓南宁市三月三

民歌节的正式形成标志。1999 年又成功举办 “南

宁国 际 民 歌 艺 术 节”，进 行 民 族 符 号 的 再 阐 释。
2013 年，改三月三民歌节为壮族三月三民歌节。
2014 年“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入选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每

年农历三月三定为全区的法定节日，自治区全区放

假两天，举办相应活动，使民众享受节庆欢乐。随

着政府的推动宣传与政策引导，三月三民歌节成为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商贸、旅游

等各个领域的全自治区各民族的综合性节日文化

活动。④

二、民歌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表现

“壮族三月三”民歌节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关

键符号，凝聚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弘扬了民族

文化、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民族自信，促进了

民族团结，是联结民族群体及与各民族交流的精神

纽带。具体说来，民族团结进步其实是两方面，团

结反映的是良好的民族关系; 进步是指整个社会发

展水平的提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

域。但两者又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广西是一

个多民族的省份 ( 自治区) ，南宁更是全国少数民

族人口最多的首府城市，民族团结更显得至关重

要。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当地各民族和睦相

处，是南宁市必须着重思考的日常课题。最终，南

宁市选择了三月三这一重要的民族元素，将其打造

成规模盛大、各族联欢的民歌节，作为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的新引擎。当然，三月三民歌节并不是

广西和南宁的凭空发明创造，它是对传统歌圩的继

承和发扬。但从活动的开展和南宁市民族团结现状

来看，南宁市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扮演了一个优异的

组织者、引导者和推动者。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当地的民族团结事业的进

步与发展。
第一，扩大了各民族的交流互动。民族关键符

号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状态。2018 年三月三

民歌节主题是“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分为

民族文化汇演和文化体验活动两大类。仅 4 月 18
日民歌湖现场就共有五万多名汇集各民族的机关干

部、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而整个三月三民歌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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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来自: 南宁市人民政府网，有删改。网址: http: / /www． nanning． gov． cn．
壮族歌圩习俗与古代汉族先民“溱洧之风”颇有渊源，并与中原汉族的上巳节有密切联系。《岭外代答》有载: “交趾

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男女日成，则女受驰而男婚已定。” ( ( 宋)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 《岭外代答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422 页) ，说明早期歌圩活动与婚俗紧密

相联。称谓上，《赤雅》中记曰: “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 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 ( ( 明) 邝露: 《赤

雅: 卷上·浪花歌》，王云武: 《丛书集成初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 7 页) 。不仅是“浪花歌”，历代

文人笔记或方志记载中还有“跳月圩”“赶季”“放浪”“唱欢”“墟会”“风流墟”“歌坡”等称谓。而在民间，壮族

人们对其称谓也不尽统一，如广西靖西、德保一带有“窝端” ( “航端”“吟诗”) 之说，大新县称之为“龙洞”，来

宾、横县一带则讲“圩蓬”，邕宁一带还叫“还球”。
梁肇佐: 《壮族歌圩调查研究》，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2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某机关工作人员指出: “三月三本来是民间的，政府部门只是提供平台，组织活动，以前不是都

参加，我们将这个活动提高到一个高度，去宣传，整合，做成一个品牌，壮族每年都过，从 14 年才开始成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各个少数民族的节日。开展三月三，广西各民族更团结，彼此相互了解，相互认识，对提高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也很好，增进各民族的感情，各民族更加和谐，交往、交流，认识加深，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访谈时间: 2018
年 5 月 8 日 ( 周二) ，10: 40———11: 17。



间，南宁市共接待游客 228. 54 万人次，外地游客

比例进一步增大，实现旅游总消费 19. 32 亿元。南

宁地铁线网客运量达 345. 5 万人次; 铁路部门运送

旅客再创新高，达 283. 3 万人次; 南宁机场运送旅

客 21. 4 万人次，① 参与程度相当高。如果把其它场

地、其它区县以及网络、电视等间接参与的民众数

量算进来，参与程度则基本全覆盖。除了民歌湖的

民族文化汇演，民歌湖 A8 广场还集中展示了游彩

架、花婆送福、彩风、壮族骆垌舞等传统民俗项目

和打陀螺、抛绣球、板鞋竞技、跳们竿等传统体育

项目，以及毽球、滑轮、魔术、跳绳等活动。活动

举办方还利用快闪的形式承载三月三民俗的内容。
身穿蓝靛壮服的男女歌手分成若干小组，以流动快

闪的方式，表现壮族在生活中相亲、交际、问候、
赠礼等对歌时的场景，随时即兴地给市民制造惊喜

的快乐节日气氛，为古老的节庆穿上时尚的外衣，

让游客感受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焕发的青春气息。活

动期间的“百名山歌手唱山歌” “百人相亲会”
“百名绣娘献技” “百人抛绣球” “百傩闹春”等

活动，既有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也有台上与台

下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增进了民族友谊。而“千人竹竿舞”“千人武

术”“千人壮歌舞”等“三千”项目中的参与者则

需要各民族相互协作交流才能完好地演绎。可以看

出，民歌节活动无论是活动内容、活动形式，还是

活动结果，都呈现出了一幅幅民族和谐的动人画

卷。南宁市各部门还围绕民歌节相继开展了丰富的

交流活动。如南宁市职业技术学院在 “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月”期间即开展了民族村寨劳动、桂港

两地学生体验农家生活、三语演讲比赛、桂港两地

青少年联谊晚会、民族传统技艺体验、桂台青年共

育友谊林、桂台民族文化交流联谊晚会以及参加壮

族“三月三”活动文艺演出等 8 项跨族际、跨地

域、跨语言的民族交流活动，促进各族人民更广泛

的交流。
第二，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文化汇

演第二场演出是立足于壮乡特色文化的非遗专场汇

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

化的基因，代代相传至今，已融入民族血液。此次

非遗专场汇集了壮族骆垌舞、壮族打扁担、壮族三

声部民歌、广西八音等最具壮乡风情的歌舞，为市

民游客献上浓郁壮乡风情的视听盛宴，让壮族人民

感受壮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了民族自信和文化

自信。舞蹈《壮族大歌》激昂婉转的歌声流淌出

壮族人不断进取，勇于攀登高峰的拼搏精神，展现

壮族人不屈不挠的民族魂。百名美丽的壮族女子及

参与展示展演的几千名演职人员展示了兼具壮民族

特色与时尚元素的传统服饰文化。汉族传统上巳节

的服饰更是包含各个朝代的代表性服饰，放眼望

去，处处婀娜，处处美景。来自壮乡各地的壮族、
苗族、汉族等民族的百名绣娘现场展示刺绣技艺，

近距离与游客讲解交流刺绣的绣法、纹案、意蕴

等，指导游客现场体验刺绣，形成民族刺绣交流、
传承、学习的展示点，共同展示不同民族指尖上的

美和女性的聪慧。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民族文化

中的“瑰宝”，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

文化魅力，在游客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当地人更

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游客则更惊叹其所带来

的视觉感观与艺术价值，这一过程中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
第三，促进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

本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认

同，是维系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三月三民歌

节活动既促进了壮族、汉族、瑶族等各族人民的民

族认同，同时也促进了多个民族之间的认同，即中

华民族认同。三月三也是壮族的 “清明节”，他们

祭祀扫墓，怀念祖先，祖先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交

织。“风味”三月三、 “风物”三月三、 “风情”
通过美食、美物和民俗风情，激发了壮族民众参与

文化传承的积极性，通过历史溯源、传统重温、现

代融入，唤起他们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认知与认

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汇演囊括了多个民族的文

化精华，又加入日常的大众元素，贴近百姓生活，

营造了团结一心的生活图景。活动还邀请了南宁老

友粉、壮族五色糯米饭、横县大粽等约 50 种各地

非遗传统美食及北海贝雕、南宁点米成画、钦州坭

兴陶、靖西绣球等各地非遗传统手工技艺进行展示

和展销，宣扬了各地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加深了

各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内在情感。
习近平同志指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眭之魂。只有文化认

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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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月三民歌节活动本身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

的，活动的主题即是民族团结，是以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自信为根本。“民

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

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

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

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① 一方面，

三月三民歌节期间，各民族更大范围的交流与认

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多个民族参与，他们或结

成友谊，或恋爱婚姻，或进行文化交流， “三月

三”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成为各民族共

享的文化符号，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三月三民歌节的商业化动作，使得各民

族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各

民族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某种

程度上也促进了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

认同，体现了三月三民歌节从民族性到公共性的

转换。
第四，提高了各民族的道德素质。中国传统节

日大多具有道德教化意义和社会关系整合作用，能

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维系人伦社会礼仪、安

顿身心构筑意义”②。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优秀传统

文化，三月三民歌节具有积极的教育引导作用，主

要表现在通过“歌化”“活动化”“故事化”等形

式展开，将教育内容生活化、通俗化，以歌育人。③

三月三是一个盛大的活动，一个活动，多重效益，

惠及全广西，是南宁更是广西展现给外界的一张名

片，如何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前来参与观看和

旅游度假，这就要求南宁市必须以更健全的法治、
更整洁的市容、更纯朴的风气、市民以更良好的素

养、更礼貌的言行、更文明的举止来迎接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可以认为，每一次的三月三民歌节开

展过程，都是南宁市更大范围更多群体思想道德素

质的提升过程。个体的道德素质提高最终会带动整

个民族团结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即是广西围绕三月三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
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的主题是“和谐壮乡·团结进步”，活动时间为 4
月 12 日至 5 月 12 日，活动涉及民族政策、法律法

规宣传，旨在全区社会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华发展的浓厚氛围。④ 南宁市政府作为自治

区首府，国家民委确定的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 ( 地、市、盟) 13 个试点之一，积极开展了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与节

庆活动结合起来。
第五，丰富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三月三民歌

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民族节日。“歌圩与各个节日

往往构成一个整体，围绕着劳动生产的节奏和精神

生活的需求，成为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和进行

审美活动的重要集会方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民族文

化形态。”⑤ 三月三民歌节期间盛大的民族文化汇

演给民众带视听上的享受，承载的活动涉及戏曲、
歌舞、宗教、祭祀、体育、工艺、竞技、娱乐、游

戏、饮食等各个方面，相关的种民俗活动有抢花

炮、打铜鼓、舞龙舞狮、演壮戏、唱师公戏、斗

牛、斗彩蛋、抛绣球、板鞋竞速、赶猪接力赛、打

扁担等，点燃了节日气氛，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日常

生活。而且，为传扬民歌文化，以品牌化打造形成

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南宁市从 2017 年 1 月开始，

以民歌节为基础，以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丰富南

宁民歌湖“周周演”的内容，增设大型民歌专场

演出活动，打造立足广西、面向世界的天下民歌舞

台，实现“最大的影响、最热情的观众、最佳的

传导”，民众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三月三民歌节

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2018
年三月三民歌节期间南宁市旅游总消费达 19． 32
亿元，南宁市与市民从这一活动中受益，这是一个

双方互惠的过程。客观地讲，三月三民歌节吸引了

众多外地人士来到南宁，当地从事旅游、商贸、服

务等行业的人收入增加，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一定程度上使各民族的经济差距缩小，能够减少因

经济因素导致的潜在社会矛盾;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

利用三月三民歌节这一契机，加强经贸合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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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从而有了更多的

资金和力量去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当然，三月三民歌节不仅仅只是在交流互动、

文化自信、民族认同、道德素质、日常生活等方面

推动当地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它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这里所探讨的只是一些粗略浅见。作为一项由

政府积极推动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举措之一———
三月三民歌节被赋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喻义。
应该看到: 在南宁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精心领导

组织下，三月三民歌节成为各民族的沟通交流的重

要桥梁，各形各色的活动和节日氛围使各民族相互

沟通、彼此尊重、共同团结，民族隔阂和民族偏见

逐渐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共同体意

识、民族文化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增

强，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民歌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过程中的经验与策略

民族符号实际上就是民族所体现出的文化符

号，它既可以是个体性的，也可以是整体性的。南

宁市积极推动打造三月三民歌节，原因即是在于其

体现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共性，能够起到凝聚各民族

的作用。当前，在国际国内民族分裂、民族独立势

力甚嚣尘上，民族团结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背景

下，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思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

史形成? 如何论述和阐释中华各民族共同创建了共

有精神家园? 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南宁

市积极利用民族关键符号三月三民歌节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与事

实经验，他们的思路和方法值得我们吸收借鉴。
( 一) 多维度的空间拓展

俄罗斯学者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创建

了以“符号域”为核心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符号

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多个符号产生、活动、发展的

空间……它作为综合性符号系统，是民族文化的载

体，不仅反映出该民族的整体经验，而且从中可以

透视出民族的社会价值模式”① 南宁市并没有将三

月三民歌节打造成纯粹的单一呈现的歌舞盛会，而

是尽力从传承民族文化的立场去宣传发扬，营造全

民参与的文化盛宴，从多个空间领域拓展，而不是

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将民歌节的文化内涵带入到

市区的每一个角落。从街头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网络电视媒体的互动直播推送，到民歌湖畔的大型

演出，以及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不同群体不同境

域有不同的表达空间。一个三月三民歌节仿佛将整

个南宁市汇集起来，涉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

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政府与民间，干部

与群众，台上与台下，网络与现实，不同空间相互

交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符号域”，将各族人民

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共同的群体。
在活动宣传方面，2018 南宁市 “壮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华”文化活动除加强传统的纸媒宣传

力度之外，还充分发挥南宁电台、南宁电视台的优

势资源，采用多媒体矩阵传播方式，通过广播电视

媒体传播与新媒体语汇相结合，调集高清 “动中

通”转播车、航拍、4G 信号直传等，通过演播室

和民歌湖双演播室 + 现场主持及嘉宾解说 + 外场直

播及连线方式，实现直播效果最大化，立体、全景

地展示了民歌湖活动盛况。同时，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文化报、中国旅

游报及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香港商报、香港文

汇报等均进行了相关报道，社会反响显著。
除了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的民歌节和民歌湖的

“周周演”活动、各区县的 “绿城歌台”，南宁市

还举办了众多体育赛事、节庆及会议活动，这些活

动往往都会嵌入三月三民歌节的文化元素，某种程

度上是民歌节效应和模式的推广，进一步拓展了其

时间、空间的外延。如 1999 年至今，南宁市举办

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 2018 年将是第 19 届，

每年年尾举行，与年初的三月三民歌节相呼应) ;

2004 年至今，举办 “中国—东盟”博览会 ( 2018
年将是第 15 届) 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 ( 2018 年将是第 15 届) 。2014 年第 45 届世界体

操锦标赛、2017 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
2018 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2018 年第 12 届中

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等在南宁市举行。这些活动

使南宁各民族日益团结在一起，拉近了各民族和国

家之间的距离，更让南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南宁。
( 二) 多元化的面向展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致力于将三月三民歌节打造成

集民族文化、群众体育、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

体，全区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对国内外游客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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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的民族文化嘉年华。2018 年，自治区文化

厅、体育局、旅游发展委、商务厅、民宗委等部门

分别牵头负责“壮族三月三·桂风壮韵浓”“壮族

三月三·民族体育炫” “壮族三月三·相约游广

西”“壮族三月三·e 网喜乐购” “壮族三月三·
和谐在八桂”五大活动。这些活动在南宁及其它

市州相应开展。南宁市 “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

华”文化活动更是类型多样，既有原生态的壮族

山歌，也有传统美食 ( 南宁老友粉、化皮猪脚、
五色糯米饭、横县大粽、宾阳酸粉等) 、手工艺品

( 点米成画、绣球、壮锦、宾阳竹编、宾阳油纸伞

等) 的展销，还有贴近百姓生活层面的 “大众嗨

场” ( “百人服饰秀”、功夫秀、绝活秀、魔术、滑

轮秀、花样跳绳、踢毽子) ，更有 “百名绣娘献

技” “百人相亲会”“百人抛绣球” “百傩闹春”、
蛋俗文化、快闪歌圩、簪花及斗竹马、跳竹竿等民

俗活动，让民众看得见、听得清、闻得到、摸得

着，展示了南宁市多民族首府 ( 省会) 的歌舞文

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节庆文化。
南宁所属的七城区五县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

展活同样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事实上，三月三

民歌节活动在民间一直是多元化的，有的地方强调

聚会对歌的习俗，有的地方则比较重视祭扫祖墓、
聚亲会友，还有的强调旅游消费。2018 年，青秀

区有民俗狂欢、非遗展示、民俗服饰风情展、万人

赶歌圩等活动; 兴宁区有旅游文化消费品牌活动文

艺演出、群众文艺演出和乡村大世界等活动; 江南

区有文艺展、山歌会和民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 西

乡塘区有音乐会、对山歌、公益电影免费播放和休

闲旅游文化活动; 邕宁区有传统民俗文化和美食

节、蒲庙花婆节、八尺江米食节和抢花炮活动; 武

鸣区举办中国壮乡·武鸣 “壮族三月三”歌圩暨

骆越文化旅游节，分为文化活动、体育活动、旅游

活动、经贸活动，期间还举办骆越始祖王祭祀大

典。隆安县有 “壮族三月三·韵 ‘那’乡风采”
活动和“印象更望湖·魅丽三月三”系列群众文

化活动; 横县有 “天然氧吧———享在九龙瀑布群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基本覆盖了

南宁市的不同群体。

( 三) 多层次的有机结合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在民族团

结所起的作用中，汉文化的影响不能忽视。南宁市

“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把“壮族三月三”置

于大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中，展示中华传统三月三

( 上巳节) 文化从古到今，从中原到壮乡的传播脉

络，为市民展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璀璨多姿的民

俗风情，让大众在感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恢宏壮

阔的 同 时， 也 感 知 到 壮 族 的 独 特 风 情 与 文 化

特点。①

二是传承民族文化与发展经济相结合。南宁市

大力推动三月三民歌节，除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发展外，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决策。“节日是通过节庆活动形式呈现，节庆必须

吻合节日性质及其文化内涵”② 发展经济的同时，

如何保持文化本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但

南宁市并没有走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

子。南宁市将三月三民歌节做成一个文化品牌，引

发当地广泛共鸣，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也提高了

三月三民歌节的知名度，使其成为民众内心和一个

文化标识，铸造一个大的 IP。除了消费、旅游、
商贸，南宁市还将三月三民歌节打入科技、农业、
传媒等领域，进行产业化和网络化，从中挖掘更多

的优质资源。南宁市与腾讯公司合作，设有三月三

民歌节互联网平台，开辟专区，以增加文化内涵，

让品牌更牢固，让文化外延。他们还不时请民俗专

家、文创公司为其咨政建言、策划。以文化 + 品

牌，实现民歌节与地方社会各个领域的互联、互

通。思维多元，方法多元，从而将传承民族文化与

经济发展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是旅游娱乐与宣传教育相结合。三月三民歌

节是由南宁政府打造和推动的一项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以推动不同民族的交往，增进各民族交流，提

供一个更多民族交流的平台，使各民族相互了解，

促进文化、经济发展。正因于此，传承文化、发展

经济的同时，宣传民族团结的法治法规、开展有利

于民族团结的系列活动也是三月三民歌节期间的一

项重要内容。这一过程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政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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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群: 《“壮族三月三”歌节传统及其节庆文化品牌构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3
期。



员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① 三月三民歌节期

间，全市处在旅游娱乐的高潮状态，社会宽松度更

高，民众内心更为轻松开放，适时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更易让人接受，渠道更多，流通更快。如南宁市

教育局在三月三民歌节期间在南宁市第八中学、南

宁市第三十六中学组织开展了 “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进课堂”活动，让民族政策、民族知识走进课

堂，让学生在充溢着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气氛中，

潜移默化地受到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和

滋润。
取得今天的成绩，背后是南宁市二十余年的努

力和坚持。虽然存在商业化操作、文化本真性保

持、政府与民间资源争夺等问题，② 但仍不失为推

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 “南宁模式”。综合来看，

南宁市的经验在于充分利用民间智慧和民间经验，

以多维的视角，创新的思路，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

下地实现心物沟通的民族团结，使经济和政治的

“投入产出”更为有效和实用。政府在这一过程中

并不是一个刚性的规则制定者，而是一个倾听者，

引导者和推动者。同时，南宁市能够取得较大的成

功，也与其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上的较大包容

心态有关。“不能指望不同心理共同体之间的同化，

因为差异是常态，同化是非常态。”③ 推动民族团

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不是将各民族同质同化，而是一定程度差

异的和谐共处。可以认为，三月三民歌节作为推动

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成功典范，是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所致。

On key ethnic symbols and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arch 3rd Folk Song Festival in Nanning City
TIAN Min ＆ CHEN Wen － yuan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 －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Ｒeasonable exploitation of our key ethnic symbols will help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ity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rch 3rd Folk Song Festival as a key ethnic symbol of China in Nanning City of Guangxi
Autonomous Ｒegion is a great promoter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good interac-
tion，and efficient enhancement of our cultural confidence，national identity and moral quality embodied in its multidimensional devel-
opment and diversified presentation in a multi － level organ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key ethnic symbols; strengthe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rch 3rd folk so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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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芳，黎橙橙: 《公共文化空间下民族文化传承场域功能变迁的思考———以广西武鸣壮族歌圩为例》，《贵州民族研

究》2017 年第 2 期。
对此，南宁市某机关领导认为: “作为我们推行这一项工作的人来说，感受不一样。不同群体的文化体验不一样，某一

群体的反映不代表事物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实际的文化发展状态。我们推选这一活动，游客有大量增加，经济有明显提

升，民众自身感受强烈，活动欢快感增强，这一大的趋势是多年来的影响，是我们多年来努力的结果，不是脱离实际

的。活动的推广是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整个活动有一个很高的参与度，有一个好的群众基础。
个体与整体的不协调有时候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设计者的活动设置，当地经济的增长，大家的需求感受都不一样，

我们对经济的追求也是不同的。作为新时代，我们要有新作为，开启新篇章，改正一些不足，有问题认真解决。”访谈

时间: 2018 年 5 月 11 日 ( 周五) ，9: 28———10: 03。
纳日碧力戈: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3 年第 1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