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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

——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

方素梅

【摘 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通过广西壮族自

治区有关部门的合力打造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壮族三月三”经历了从民族传统节庆到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广西公共节日的转型，成为独具特色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形象。“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广西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促进了民族

团结进步活动的深入开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一个生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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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共创的中华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

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全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也是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不断推动各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各民族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

入，各民族人民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党和国家始终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为民族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不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创新和发展，就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一个生动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2DA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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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农历三月初三就是中华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广西的壮、汉、瑶、苗、侗、仫佬、毛

南等世居民族，至今仍然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壮族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由歌圩文化①发
展而来，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有关部门的合力打造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壮族三月三”经历了从民族传统节庆到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广西公共节日的转型，成为独具特色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

象。“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广西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

进步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壮族三月三”具有密

切关系的历史人物刘三姐，早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侨华人喜爱的歌仙。正如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发布的宣传文章所说：“经过各民族文化世代交流浸润，刘三姐早已不仅仅是壮族的刘三姐，

而是成为广西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刘三姐，成为中华各民族团结友爱、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构建的一个象征。”［2］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研究，是近年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讨论的主题主要包括：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和意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途径和方式，中华文化认同及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等。关于壮族

歌圩文化和三月三歌节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容涉及刘三姐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意义，壮

族歌圩的称谓、起源、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歌圩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变迁，壮族三月三的源

流、性质及特征，等等。2014年广西“壮族三月三”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确定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定假日，“壮族三月三”及其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迅速成为热点。有学者通过

分析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来源，指出 2014年以后“壮族三月三”的研究成果数量大大高于之

前的 30年，1983年至 2019年初共累计发文 101篇，其中 2014～2018年共计发文 73篇。学者们关注

的主题包括壮族三月三、歌圩、嘉年华、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刘三姐、歌圩文

化、旅游开发、节庆活动等，壮族三月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壮族三月三文化品牌打造

与节庆文化创新发展是该领域研究的前沿趋势。［3］笔者据中国知网检索的不完全统计，2019～2021
年与广西三月三有关的学术论文约为五六十篇，继续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在先行研究中，一些学者关注到壮族“三月三”的变迁过程及其功能转化，初步探讨了“壮族

三月三”在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这些成果对本文深有启发。②本
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为例，着重分析“壮族三月三”从民族传

统节日逐步发展成为广西各民族人民共有共享共创精神文化的内在机制和现实意义，以揭示各民族

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贡献和作用。

二、“壮族三月三”的传统形式及当代变迁

农历三月三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古时称为上巳节。聚会对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

许多地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歌节或歌会，例如广西壮族歌圩、侗族月也、苗族坡会、仫佬族走坡、

京族唱哈等。其中，“壮族三月三”以其鲜明特色和丰富传说著称于世。这一特色节庆的形成与壮

族尚歌习俗和歌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唱歌是壮族及其先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形式，千百年来久盛不衰。汉代刘向《说苑》

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即与壮族先民有密切的关系。［4］23～46南朝以降，历代都有壮族及其先民善

① 歌圩（或称歌墟）是对壮族民间聚会对歌活动的汉语表述，这种活动往往在特定的时节和特定的地点举办，也有临时性举办

的歌圩，规模大小不一，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壮族的聚会对歌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歌圩文化，其中农历三月三举办的歌节

规模最为盛大，故此又称三月三歌圩节或三月三歌节。

② 参见许晓明《从族群标识到文化共享——20世纪 80年代以来壮族三月三的变迁》，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第 6
期；王玥、龚丽娟《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当代实践及交融范式发展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 2021年第 5期；廖丙光《大

传统与小传统：城市节庆活动对在地性文化的重构——以“三月三”歌节为例》，载《文化创意》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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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记载。如明代邝露描述，春秋时节峒女三三五五“在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子亦三五成群

“歌而赴之”。［5］25清代李调元收录了用方块壮字写成的歌曲 30多首。［6］183～201因尚歌而喜聚会对歌，

在壮族聚居地区形成了歌圩这一独具特色的节日活动。明代邝露说：“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

秋歌中秋节。”［7］25壮族尚歌的典故当数刘三姐的传说，该传说自清初以来即有文人采写，至近代壮

族民间仍将刘三姐视为歌仙而加以崇奉。［8］143～169

歌圩的功能不仅仅是社交娱乐，也是壮族民间传统的择偶场域。旧时，壮族地区青少年参加社

交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歌圩、赶集等节日或集会活动，因此形成了依歌择配的习俗。明代邝露说峒人

男女春秋时节聚会对歌时，“相得则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9］25。依歌择配的习俗与壮族喜

歌有直接的关系，民国刘锡蕃认为：“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切要问题。人而

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号为通古博今，而为一蠢然如

豕之顽民。”［10］178清及民国时期，官府文人视聚会对歌为奇风异俗屡加禁止。然而，壮族尚歌习俗

并没有消失，歌圩文化在广大乡村仍然存在。

传统歌圩以唱歌社交为主，同时具有祭祀、贸易、教育等功能。对于很多民族来说，山歌或民

歌都是广大民众进行思想交流和文化创造的语言形式之一。古代壮族创造了方块壮字，但没有得到

普及，民族文化多靠口耳相传，山歌正是广大民众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广大

民众进行文化创作、表达感情的一个途径。正如学者所言：“壮族先民尽管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

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一个民族，壮民族在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幸福的还是苦难的、欢乐的还

是悲伤的，他们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唱了几千年，每一首都是原创，每一首都是创

新。”［11］11这些正是壮族歌圩能够延续千年且生机勃勃的原因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指引下，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其中，“壮族

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段和关键节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对每一个重要时段和关

键节点进行了准确把握，成功将“壮族三月三”打造为广西各民族共有共享共创的民族节庆品牌，

使之成为享誉全国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范。

其一，刘三姐人物形象的成功创作，开创了广西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历

程。“刘三姐”代表着广西各民族的共同文化，承载着广西各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初步实践。

刘三姐信仰在广西许多地方以及广东、云南、湖南部分地区流行，当地各族群众将之奉为“歌

仙”。对“刘三姐（妹）”进行艺术创造至迟清代即开始了。据学者研究，乾隆年间蒋士铨（1725～
1784）在其昆曲剧本《雪中人》第13出中，即有刘三妹与白鹤秀才临场观赏曲江瑶女唱歌择配的片

断。［12］98这个剧本是对刘三姐传说进行的初步艺术加工，影响十分有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时代背景影响下，刘三姐人物形象的重

新挖掘和创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刘三姐人物形象再创作经历了彩调剧、歌舞剧和电影三种艺术形

式的发展过程。1953～1956年，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先后出现了彩调剧《刘三姐》、民间故事

《刘三姐》、长篇叙事诗《“歌仙”刘三姐》、山歌剧《刘三姐》、“搭桥戏”（指无剧本，演员依据故

事情节在舞台上临时发挥的表演）《刘三姐》等剧本和剧目，影响逐渐扩大。1959年，柳州市彩调

剧团在宜山县彩调剧《刘三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和再创作，形成了更臻完善的方案。“刘三

姐”热潮在广西蔓延，全区掀起了不同剧种大演大唱《刘三姐》的高潮。据统计，1960年全区演出

《刘三姐》的单位有 1209个，参加的演员 58000余人。这种自觉的、大规模的、战役性的和群众性

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在全广西乃至在全国也是没有先例的。［11］1～3同年 7～10月，歌舞剧《刘三

姐》进京演出 76场，观众达 11万余人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观

看了演出。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根据文化部的安排，剧组相继到全国20多个城市巡回公演，演出

数百场，使《刘三姐》的魅力和影响遍及全国许多地方。［13］92~94长春电影制片厂及时将《刘三姐》

改编拍摄成电影，并于 1961年正式上映。因其独特的民族风情、美丽的山水风光、优美的歌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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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巧妙的故事情节以及演员对影片所表达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演绎，使得该片的创作大获成功，

刘三姐形象风靡全国乃至东南亚。［11］4迄今，电影《刘三姐》中的一些精彩唱段如“山歌好比春江

水”“多谢了”等，依然广为传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刘三姐人物形象的成功创作，

是时代背景之下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内在价值的有效结合，也从一个方面宣传、保护和传承了广西

少数民族的民歌艺术和歌圩文化。如今，“刘三姐文化”独立发展成为广西著名的民族文化产业品

牌，刘三姐作为广西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承载着广西各民族的集体记忆。［14］1

其二，“三月三”歌节的复兴和广西国际民歌艺术节品牌的形成，推动这一壮族传统节日逐步

发展为广西各民族共有共享共创的民族文化节庆活动，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广西区内外各民族的交

往交流交融。

“十年动乱”期间，刘三姐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壮族歌圩被禁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工

作和民族政策的逐步恢复，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再次受到极大重视。1980年 3月 26～29日，中共

广西区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民委、文化局、文联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决定恢复壮族歌圩。［15］533同年 10
月 1日，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政府举行“国庆山歌会”，参加对歌的民间歌手有 100多人，听

众 6万多人。［16］425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定为壮族的歌节，

并于 4月 16日在南宁举办“三月三”歌节，自治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了活动，来自区内的各

民族歌手 3000多人参加了歌节。南宁市万人空巷，在街道两旁观看；10万人到人民公园观看对歌，

盛况空前。［15］539～540由此，“三月三”歌节正式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并主办的民族传统

节庆，同时，也拉开了广西人民共庆三月三、共享各民族优秀文化活动的序幕。

为了扩大“三月三”歌节的影响，打造广西民族文化节庆品牌，广西有关部门决定抓住歌节的

特点，进一步突出各民族歌手在节庆中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三月三来临之际，自治区民委、文化

厅在南宁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少数民族歌手班，84名学员来自全区 11个世居少数民族。4月 3日，

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在南宁人民公园举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壮族领导干部上台唱开台歌，

全区700多名少数民族歌手登台表演对歌等节目。93家我国港澳地区和外国旅行社嘉宾受邀参加歌节，［15］543

其影响开始向全国乃至国外扩散。

1984年末，自治区文化厅、区民委、广西音协、广西舞协联合提出举办“三月三”音乐舞蹈节

的报告，获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17］2 1985年 4月 21～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届“三月三”音

乐舞蹈节在南宁举行。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指挥家陈良、舞剧编导舒巧等人赴南宁参加了音乐舞蹈

节。参加首届音乐舞蹈节的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共 16队约700人，进行了10台演出，包括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 106个音乐节目、44个舞蹈节目。［18］33广西“三月三”音乐舞蹈节与南宁市

“三月三”歌节同期举行，交相辉映。音乐舞蹈节上演新创作的歌舞节目，而歌节则以壮族传统的

对歌和其他民族艺术活动为主。［19］据报道，南宁市 5万多人参加了“三月三”歌节活动，全国 23个
省市区来宾和港澳同胞代表及外国朋友与各族歌手共度了歌节。［20］

首届“三月三”音乐舞蹈节与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有机结合，大大提升了这一民族艺术与民

族节庆活动的影响力。1988年 4月 17～27日，广西第二届“三月三”音乐舞蹈节在柳州举行，作为

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活动之一。全区各地、市及相关机构共 16个代表队 800多人，献演了 10
台晚会，共 27场，包括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京等民族的节目 214个，观众达 3.5万
多人次。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等10余个省市的专家、来

宾和美籍华人艺术家共 110余人观看了演出。［21］250～252

由壮族“三月三”歌节发展而来的广西“三月三”音乐舞蹈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广西

各民族艺术精英汇聚在一起，献艺竞技，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专业队伍的艺术活动同群众性的对

歌活动相结合，给传统的歌节增添了新的内容、旋律和色彩。［22］275～276第二，举办“三月三”歌节

和音乐舞蹈节，既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良好形式，又是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和世界艺术精

华，扩大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第三，通过举办“三月三”歌节和音乐舞蹈节，使文艺体育活

动同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促进。第四，培养和壮大了民族文艺队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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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新秀脱颖而出。第五，将专业性的音乐舞蹈节与“三月三”歌节结合起来，丰富了节日的内容，

也给广西各民族文化展演和交流提供了优良的舞台和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共享和

共创。

1991年起，广西“三月三”音乐舞蹈节更名为广西国际民歌节，并于 1993年 3月 15～17日在

南宁举行了第一届广西国际民歌节。此后至1998年，每年春季都举办广西国际民歌节，日期多与壮

族三月三结合。1998年的广西国际民歌节恰逢大雨，又因广西国际民歌节多由南宁市承办，从1999
年起，广西国际民歌节正式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主办单位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南宁市人民

政府，举办时间由每年春季改为每年 11月。①至此，民歌节与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正式脱钩。

如今，“南宁民歌节、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音乐节一起并列成为我国三个著名的国际性音乐

节”［23］1，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人类世界文明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其三，“壮族三月三”被确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定公共假日及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其形式和内涵进一步提升，“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成为享誉全国及东南亚的民族文化产

业品牌，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三月三”歌节复兴以后，广西各地文化部门每年都在这一传统节庆

来临之际，举办山歌比赛和其他民俗活动，同时开展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 6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正式实施。2011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发

布，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广西“壮族三月三”迎

来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又一转机。

2006年，国务院批准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宁市申报的壮族歌圩成功入选。作

为广西最早恢复和组织“三月三”歌节的武鸣县，2003年就正式打出了“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

歌圩”的品牌。2007年和 2008年，武鸣县申报的“三月三”歌圩先后入选南宁市和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三月三”歌圩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录。2011年，为顺

应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武鸣县又将三月三活动改为“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

旅游节”。2013年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32位人大代表和 32位
政协委员分别提交了将“壮族三月三”定为广西传统节日的提案和建议；10月，经自治区政府同

意，将武鸣县原申报的“三月三”歌圩改为“壮族三月三”。［24］62 2014年初，“壮族三月三”成为广

西地方性法定节假日，同年12月，“壮族三月三”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三月三”歌圩更名为“壮族三月三”并确定为广西地方性法定节假日可以看出，这一民族

传统节日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它突破了对歌这一传统的娱乐形式，包含了更

加丰富多样的内容，为传统民族节庆的创新发展赋予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第二，它由壮族传统节日

逐步向广西各民族共享节假日转化，并由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2014年是“壮族三月三”大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节点。这一年的“三月三”，广西区内组织了非常盛大的节庆活动，英国广西总商会、英国华

夏文化协会也主办了“三月三”英国国际壮乡旅游文化节，英国王室成员出席开幕式活动。随后几

年该活动都持续进行，成为“三月三”由“区域共享走向国际共享”的典型个案。［25］

为了进一步扩大“壮族三月三”的影响，打造广西最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品牌，2016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打造“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

华”旅游文化消费品牌的工作方案》，以“政府主导、社会主办、群众主体、文化主流”为活动原

则，“把‘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集民族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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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的民族文化嘉年华”［26］。“壮族三月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广西国际民歌节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有关问

题的通知 .桂办发〔1999〕 7号，199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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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桂嘉年华”的提出，赓续和弘扬了全区各民族共享共创“三月三”的传统，丰富和扩展了

“壮族三月三”的内涵，使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壮族三月

三·八桂嘉年华”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成功打造，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壮族三月三”的影响。

其四，习近平同志视察广西并高度评价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广西作出“巩固深化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是范围区建设、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决定，“壮族三月三”

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场域，进一步发挥出巨大

的功能和作用。

2021年 4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到广西视察，4月 27日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壮族三月

三”民族文化活动展示，称赞把民族风俗像“三月三”这样弘扬起来是一件好事。习近平同志进

一步强调，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26］6月初，习近平同志

在给电影《刘三姐》主演黄婉秋的回信中说，“你主演的电影《刘三姐》家喻户晓，让无数观众

领略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电影《刘三姐》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根植于广西的

山山水水，契合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27］。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讲话指示，肯定了“壮族

三月三”和“刘三姐文化”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给广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和激励。

在党中央精神指引下，广西民族工作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牢牢把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于

2021年 6月召开的第十一届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建设，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决策部署。广西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率先提

出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体现了极高的政治站位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

意义的深刻领会。随后，全区围绕“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2022年的“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活动主题确定为“喜迎党的二十大 中华民族一家亲”，

具体活动安排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展开。集中活动时间为 4月 2日至 5月 2日，持续一个月，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28］特别提出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宗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

战部、共青团广西区委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暨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三项计划”①宣传月活动，主题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9］与此同时，通过首次举办“壮族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广西与港澳的联系与互动，扩大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 25周年的首场活动，既传达了广西人民对香港抗疫的大力援助，又“可以将独特的广

西文化带到香港，让全港市民认识“壮族三月三”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不一样

的风土人情并加深香港市民对中华民族多姿多彩文化的认识”，并进一步深化桂港澳三地的交流

与合作。［30］

总体而言，2022年“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保持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特色的同时，进

一步强化了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要求和

特色，是对习近平同志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理解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三、“壮族三月三”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壮族三月三”创新与发展的历程进行考察和梳理可以看到，

① 即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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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民族节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由一个民族

内部的传统节日转化为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文化产

业品牌，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

思想、广西民族文化工作的实践经验、民族节庆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凝聚功能，等等，这些因素有

效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推动“壮族三月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原则和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

践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首先，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据相关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

关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 109部，其中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有关的共计

66部。［31］这些不同层级的法律规定的出台，逐步构建起保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体系。其

次，在政策实践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与时俱进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党中央对此进

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

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32］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广西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一是制定相关法律规定

和政策文件，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持。2006年以来，广西出台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遗保护工作的

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非遗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推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保护和发展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显著成就。二是大力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使一些濒危的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截止到 2021年 7月，广西拥有 1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70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14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06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052项县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9名、自治区级传承人 743名、市级传承人

1559名、县级传承人 2491名，建立起非遗四级名录体系。此外还有各级各类文化生态保护区和 386
个非遗保护工作平台。①三是创建民族节庆文化品牌，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全区成立有基层演出队、山歌队、舞狮队等各类业余文艺队数万个，民族民间文化生活极

其丰富。除了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还有中国

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柳州三江侗族多耶节、贺州瑶族盘王节、河池铜鼓

山歌文化艺术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防城港市京族哈节、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广

西环江·毛南族分龙节暨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节、融水苗族斗马节、罗城仫佬族依饭节、隆林苗

族跳坡节和彝族火把节、田林北路壮剧艺术节等民族节庆文化品牌。在节庆活动中，通过组织开展

山歌比赛、“非遗”展示等民族文化活动，成功打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经贸、体育、旅游

产业，为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喜闻乐见和广泛参与的平台，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极大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壮族三月三”能够成为广西各民族共享共创的民族文化节庆品牌，也与民族节庆本身所承载

的文化符号和凝聚功能密切关联，更是广西党政部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引导的结果。

节庆浓缩了民俗传统文化所有层面的内容，是承载着族群历史与传统的重要文化符号，［33］同时，节

庆也是建构和强化公共记忆的一个有效渠道。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参与节庆活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感受和分享蕴含在节庆活动中的优秀文化因子，建构起一种互相吸引互相融合互相认同的民族情感

和公共记忆。广西在打造“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民族节庆文化品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广西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以壮族文化、瑶

① 数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政府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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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苗族文化、侗族文化、毛南族文化等民族文化为核心层，以演艺、文化体验、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销售为中间层，以文化旅游及旅游相关产业为外层的产业化运作体系，［34］2～3极大地推

动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壮族三月三”民族节庆文化品牌的成功打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得壮族优秀传统

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也使得广西其他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和光大。更为重要的是，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增强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可以说，“壮族三月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

一个符号和形象，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积极的

作用。

四、讨论和结语

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魅

力，反映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特征。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

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壮族三月三”从民族传统节日发展为广西各

民族共享共创的节庆文化品牌，大大增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提供了生动范例和实践经验。

其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实现“五个

认同”的前提条件。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共享的价值观、精神力量的认同。［35］从“壮族三月三”

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通过对中华文化共享价值观的不断强调，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

融。有学者指出，历史人物刘三姐搬上荧幕后，通过与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向人们呈现出了

既代表少数民族价值追求，又符合大众文化审美和精神诉求的艺术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

物形象的推广在文化融合中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共性，即崇尚勤劳勇敢，强调独立意识，歌颂美好爱

情，追求自由理想。［36］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引导各民族在继承

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需要，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证。

其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合作开放和共创共建必不可

少。从“刘三姐”到“壮族三月三”民族节庆文化品牌的创建与发展，始终坚持广西各民族共享共

创的原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三姐”文化的兴起，就是广西各民族群众和文化工作者共同推

动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三月三”歌节的复兴，也是广西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无论是“三

月三”歌节还是音乐舞蹈节（民歌节），都是广西乃至区外各民族文艺文化展演的盛宴。2014年
“壮族三月三”成为广西法定节假日，标志着该民族传统节日正式确立为广西各民族的公众节日，

同时也加速了“壮族三月三”转化为广西各民族共享共创的节庆文化品牌的进程。正如学者指出，

“三月三”作为广西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和名片，是区内 12个世居民族的共同文化节日，受到区

内各民族的一致认同和推崇。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地区和谐的典范，以“三月三”为核心的文化认同

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月三”这个广西人独有的法定节日，正在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包容开放的民族姿态维系着广西的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推动着广西的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37］

其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根

据地方实际情况，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广西能够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全区干部群众

60多年来团结奋斗的结果。“壮族三月三”能够成为广西各族人民共享共创的民族节庆品牌和中华

文化的符号与象征，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创新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壮族三月三”无论从

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提升，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成为跨区域、跨

民族、跨语言、跨时空的文化、旅游、经济相融合的民族节庆文化类型。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的做

··8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法，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总之，通过对“壮族三月三”创新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

键在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集各族文化之大成，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要推动各

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各民族共享共创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成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我们认为，相对以往比较多地强调共有和共享，共有、共享、

共创、共建将是未来的趋势和方向。

（本研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21年委托项目“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

设经验研究”课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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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VI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HINESE NATION CO-
POSSESSION SPIRIT HOMELAND：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March Third Festival of Zhuang People in Guangxi
Fang Sumei

Abstract：To build a Chinese Nation co-possession spirit homelan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
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created together by
all ethnic groups i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possession spirit homeland.Since
the 1950s, throug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ogether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he Zhuang People's the March the Third Festival
from nation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to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uangxi public festival, become a unique all ethnic groups to create the Chinese culture symbol
and imag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Zhuang People's the March the Third Festival
has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in Guangxi, pro-
mote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activitie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ecome a vivid example of building
a Chinese Nation co-possession spirit homeland.

Keywords：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Chinese Nation co-possession spirit home-
land; Zhuang People's the March the Third Festival;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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