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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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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是一项具有全球视野、蕴藏华夏智慧、基于长远考量的创新性发展倡议。文化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灵魂，广西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其价值理念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鉴于历史和区

位之原因，广西与东盟诸国有着若干相同的文化因子，在目前大力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

广西要主动践行其开放性、多元性以及融合性的精神特质，发挥文化在思想融通、情感维系、信用培植、

共识滋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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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地

位， “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２０１３年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时提出的加强双方政
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

通的伟大创想和宏伟倡议，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所勾画和提出的重大构想。

广西是 “一带一路”沿线的前沿门户和重要

枢纽，也是以独特区位优势和多元魅力文化而著称

的特殊区域，既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拥有

开放开明的海洋文化；既拥有旖旎风光的山水文

化，又拥有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既拥有旋律激昂



的红色文化，又拥有和谐融洽的生态文化。从文化

视角和层面，用文化的方式和方法来丰富 “一带

一路”内涵，扩大 “一带一路”影响，共建亚非

欧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同体”乃至共同发展繁荣

的 “命运共同体”，是广西文化在新的全球交往时

代的重要使命和历史担当。

一、文化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与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道路的 “大手笔”

表现，又是中国文化自觉的深刻体现。历史上的丝

绸之路，不仅仅是规模宏大的世界贸易大道，更是

世界文明由独立走向融合、由局部走向整体的历史

动力和精神宝库。［１］最早提出 “海上丝绸之路”说

的陈炎教授曾说：“‘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贸易

的代名词，而且是历史上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文化

交流的 ‘符号’”。［２］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主席以深
厚的文化情怀和宽阔的历史胸襟，首次在国际舞台

上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激活与传承。

首先，从国家软实力彰显视角看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文化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与当

时的海外各国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展开贸易往

来和文化交流。可以说，这既是一条通商互惠之

路，又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

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及茶叶、瓷器和丝绸等许

多物质文化均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对促进西方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西汉

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

河；东汉时期的甘英出使大秦，大秦王安敦派使者

出使后汉，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唐朝的玄奘

至天竺取经，促进了中印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明初

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传统物质输往沿途各

国，带去了文明，赢得了赞誉。同样，近代西方的

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的。由此可见，文化在几千年中西方交流

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文化又是一个国家软实力

的核心与表现，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提

升中国软实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和改革攻坚的非常时期和特殊阶段，如何深耕

中国历史与传统之土壤，如何彰显中华文化的软实

力，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传播于世

界，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正是我们学术界和知识

界面临的一大课题，而习近平主席适时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我们传播中华文化，进一

步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新的桥梁和平台。目

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在

２０２５年左右成为高收入国家，［３］国家的 “硬实力”

强大了，显然需要厚重的文化 “软实力”来支撑，

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在世界各

地建立的 “孔子学院”正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

文化软实力的 “窗口”工程。文化是 “一带一路”

国际化倡议实施的灵魂，坚持 “政府引导、企业

主导、文化先导”的路径，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

化交流，并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

根，应该是正确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解

读之所在。

其次，从促进民心相通视角看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文化作用。“一带一路”是中国所倡导的

辐射欧洲、亚洲、非洲乃至大洋洲等几大洲、联结

６０多个国家、４０多亿人口的重大倡议、宏伟蓝图
和重要设想，对建立和打造相关区域国家的 “利

益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但同时

也面临一些挑战。当然， “一带一路”所经之地，

地域环境、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对 “一

带一路”倡议并非全然支持。因此，我们要把蓝

图变为现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其关键在于

“通”，在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互联互

通的根本在于民心相通，而文化是最贴近民心的，

“民相亲有助于国之交，”对于民心互通的作用不

言而喻，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够促进经贸主体

之间的相互沟通，为经贸和外交活动做民心铺垫。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优先发展互联互通，因为

互联互通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互信。［４］

二、广西文化的特色表现以及与东盟共有的文化因子

所谓广西特色文化主要是指在广西地域文化发

展的过程中，鉴于自然人文环境、历史传统积淀、

民族文化基因等因素而形成的区域性文化整体赋

存。从外向比较视角来看，广西特色文化主要突显

岭南文化、“那”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相互交融的

特色；从内向比较视角来看，主要体现为地方特

色、历史特色和民族特色等多样性。广西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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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诸多文化类型组成，主要包括灿烂厚重的历史

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秀丽旖旎的山水文

化、开明开放的海洋文化、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以

及人地和谐的生态文化等，这些皆是广西各族人民

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

展、推动民族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意义重大。

第一，广西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包

括辉煌的史前文化、神秘的句町文化以及厚重的土

司文化等。其中，辉煌的史前文化主要表现为以

“百色手斧”为代表的距今８０万年前的百色旧石
器遗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动摇了

统治学术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莫氏线”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提出的一种理论），

填补了广西、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考古史上的一项空

白，在人类起源和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意

义，被赞誉为 “改写了人类进化史”。［５］此外，宁

明的花山岩画是我国岭南地区最大的史前文化遗

存，堪称壮族的艺术瑰宝，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广西的史前文化还表现为柳州的白莲洞、桂林

的宝积岩、庙岩和甑皮岩等旧石器遗址以及邕宁的

顶狮山、钦州的灵山等新石器遗址。神秘的句町文

化主要表现为以句町青铜文化为标志的西汉早期文

化。句町曾是繁盛一时的毗邻夜郎古国和古滇国的

一个历史古国，因遗传文献不多，以至于给后人留

下若干谜团和疑惑。直至目前，该古国的地望、城

池乃至文明程度皆有待探究。厚重的土司文化主要

表现为广西来宾的忻城土司、南丹土司、田东步兵

土司、德保羁縻土司、靖西旧州土司、凌云泗城土

司以及西林岑氏土司等。其中，忻城土司的 “莫

土司衙署”堪称 “壮乡故宫”，是广西乃至全国现

存古建筑保存最完整、历史最长的土司衙署。土司

制度是我国最早推行 “一国两制”的雏形，这些

土司遗址对研究土司制度在中国南方民族地区的兴

衰以及流官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广西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以壮族为主体的

１２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田阳
敢壮山的布罗陀信仰文化、“那”文化、骆越文化

等是最富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广西田阳敢壮山

布罗陀信仰文化堪称壮族价值观的摇篮，其信仰具

有多维性。从历史人类学视角来看，它是中国古代

百越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

看，它是稻作文化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记

忆。［６］所谓壮族的 “那”文化就是指壮族的稻作文

化、土地文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７］在稻作

民族的心目中，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土地是壮族

的命根子，“那”文化比较鲜明地凝固着壮族的土

地情节。云南壮学学者龙符先生在经过较长时期

“那”文化研究后也得出，所谓的 “那”文化就是

指以壮族稻作文化为主的文化圈，包括东南亚壮傣

语支诸族，形成以 “田”（水田、稻田）为中心的

东南亚民族文化体系，并最终形成 “据 ‘那’而

作”“依 ‘那’而居”“以 ‘那’为本”的 “那”

文化。［８］２０１５年，作为壮族稻作文化标志的广西隆
安 “那”文化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而以 “那”文化为符号的稻作文明也经考古专家

长期研究最终得出 “稻作文明从广西传向世界”［９］

的科学结论，进一步丰富了 “那”文化的内涵。

广西的骆越文化是包括稻作文化、古医药文化、干

栏文化、铜鼓文化、龙母文化等在内的地域文化，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１０］其中，骆越文字

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古老的成型文字，骆越人也是最

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古老民族。［１１］

第三，广西的山水文化主要是指千百年来八桂

大地独特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喀斯特

山水地貌，主要包括桂林漓江山水、北部湾滨海风

光以及中越边关风情。此外，还包括乐业的天坑以

及崇左的德天跨国大瀑布等，其中，秀美的漓江山

水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第四，广西海洋文化主要是指广西沿海人民在

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

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物质和精

神成果的总和。［１２］广西海洋文化以其南珠文化的发

祥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等展示了广西有

容乃大的开放文化品格，北海、防城、钦州成为西

南海上通道的三大支撑点。

第五，广西的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以河池巴马长

寿乡为标志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生态

文化。可以说，广西特色文化资源丰富，积淀较

深，骆越文化是其代表性文化，也是中国的文化源

头之一，蕴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理念，是广西宝

贵的精神财富，对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广西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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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和多元，内涵

丰富，契合时代的要求。古丝绸之路留给世界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精神遗产，新丝绸之路则要我们在新时期、新阶段

和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和理

念，积极倡导建设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同体”以

及共同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诸国山水相连、血缘相亲、文化相

通，自古以来双方就保持着长期往来的友好关系。

从历史的视角看，东盟诸国均属于宏观层面上的

“东亚文化圈”，而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则

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内涵，被广泛渗透到东盟诸国

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教育科技和社

会生活等各层面，特别是对越南、老挝、柬埔寨以

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影响。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中国、越南、泰国、老

挝、缅甸等国家的壮、傣、岱、泰、侬、佬、普、

掸等２４个民族皆为古江南越人的后裔，可以说是
同宗同族同文化，早期共同的母语和文化把这些地

区孕育为人类最早的水稻种植区之一，这些国家的

民族又把稻田称为 “那”，所以这些地区的文化又

被称为 “那文化”。［１３］再者，广西又是全国第三大

侨乡，在海外的华侨就有２００多万人，其中１５０多
万就居住在东盟国家的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

这些文化亲缘关系决定广西天然地在推进中国—东

盟文化认同过程中应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鉴于广西特色文化与这些精神理念的契合，所

以新时期的广西既要积极践行广西特色文化中所表

现出的开放包容、改革创新的价值观念，将广西特

色文化进一步传承、发扬和光大，争做 “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和建设中的领头羊、带头雁和排头

兵；又要乘国家倡议大力推行之东风，通过各种媒

介和渠道切实推广自己，展示自己，尽力向 “一

带一路”输入这些精神文化；同时，还要大力发

展以壮文化为龙头、以骆越文化为内涵的广西地域

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把广西

地域文化传播到 “一带一路”，以阐释中国 “一带

一路”倡议的初衷与愿望，以文化认同弥合价值

观差异，消除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沟通沿线国

家之间的愿望与民心，共建２１世纪 “一带一路”

国际文化带。同时，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能为

广西特色文化注入新内涵，特别是广西特色文化所

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会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多的互动、互学和互鉴，

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广西特色文化的内涵。

三、积极履行广西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担当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是一个地区健康祥和

的守护神，也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广

西的特色文化版图实际上是由桂北山水文化、桂南

北部湾海洋文化以及红水河、左右江流域少数民族

文化三大版图构成，三大文化板块形态各异，可塑

性极强，共同塑造了一个兼具开放性、多元性、融

合性以及特殊性的兼容并包、通达进取的文化胸

怀。［１４］桂北的山水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山水文化的有

机融合，充分显示了广西的这片喀斯特地貌对中国

古代几千年先进文化的健康吸纳；桂南北部湾海洋

文化以其南珠文化发祥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以及西风东渐桥头堡等内涵显示了广西开放开明

的文化品格；广西壮族、瑶族、苗族等１３个少数
民族文化的和谐相生、和谐相处乃至和谐发展的历

史与现实，同样显示了广西文化的兼容并蓄、多元

共存与多元共荣的文化魅力与思想品格，充分显示

了广西文化的胸襟开阔与海纳百川的特质。积极践

行和大力弘扬广西特色文化，并把其先进的价值理

念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一）准确探寻广西特色文化的民族血脉

广西特色文化的民族血脉主要表现为灿烂的骆

越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厉

声在对广西的百越文化考察后曾指出，百越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历史悠久，而骆越文化

又是百越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鉴于骆越民族所

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因而创造了独

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例

如，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符号之一的广西宁明花山岩

画，涵盖了骆越先民的宗教文化、稻作文化和渔猎

文化，属于骆越文化的代表与核心，在中华文明乃

至世界文明中地位突显，２０１６年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这是国际上对该文化历史地位和文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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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充分肯定。此外，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同样是

骆越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英

勇的骆越先民生活在这广袤贫瘠的西南边疆，在极

其困苦的环境中艰难搏击，砥砺前行，不断壮大。

那么，是什么因素能够支撑这个古老的民族无怨无

悔，持续发展？笔者认为，他们靠的就是一种民族

精神。因为民族精神是维系、协调、指导和推动民

族健康发展的原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

力以及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

存、共同支撑、持续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特别是近

代以来，偏踞西南一隅的骆越子民经历了无数次战

争的洗礼，在反抗侵略、保卫边疆、捍卫安全、维

护统一、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一次次展现出了骆越

后裔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顾全大

局、甘于奉献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代

代传承，广西才会荣获抗战时期 “模范省”和新

时期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称号。

（二）积极树立广西特色文化的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以及

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一个区域要发展，不能没有

文化自信，而缺乏文化自信就会在文化改革面前畏

葸不前，就会在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中一败涂地。

但一个区域的文化自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来自

于人们对文化的自觉，也就是指 “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不

带任何 ‘文化复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 ‘全

盘西化’或 ‘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

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

选择的自主地位。”［１６］当前，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大

发展的关键节点上，需要我们以更强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更加客观地认识文化的内涵及其规律。

广西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既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资源，又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既拥有鲜明的

红色文化资源，又拥有开放的海洋文化资源。可以

说，广西文化形态多姿多彩，具有历史性、民族性

和多元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

部分。

（三）大力打造广西特色文化品牌与产业

文化所产生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

久的竞争优势，文化本身不能实施思想和价值的传

播，必须借助品牌和产业这些载体才能发挥其相应

作用。品牌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品

质优异的核心体现，文化品牌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

的影响力和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实施和积

极打造品牌策略，有利于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

带动广西民族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目前，

广西的民族文化品牌主要有突显广西文化特色

“民歌” “山水” “边疆”等内容的品牌。例如，

“壮族三月三”“民歌刘三姐”、北海银滩、龙脊梯

田、黄姚古镇、花山岩画、红色旅游、东兰铜鼓以

及壮瑶医药等。可以说，广西的文化品牌是多种多

样的，但鉴于主客观原因，使得这些品牌的价值远

远未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广西应立足自身，

积极推进和大力实施民族文化品牌的打造，充分利

用 “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实施之契机，在巩固原

有品牌资产的同时，加大对民族文化品牌培育和创

新的力度，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地参与竞争，

从而塑造更多、更强的民族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

业态支撑点在于文化品牌，未来广西文化产业乃至

产业群的打造要契合本区域文化资源的特质，在借

鉴国内外成功文化产业打造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整

合全区文化资源，以国家大力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积极推行 “政府促动、项目牵动、

品牌带动、会展驱动以及人才推动”计划，［１７］努力

筹措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金、资源和人才等因素，

积极发展类似互 “联网 ＋”等相关文化创意产业，
最大限度地推出经济效益较好、在国内外产生较大

影响的品牌项目，并在广西未来文化产业发展中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充分利用文化交流平台实施 “走出去”

构想

文化交流平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交流学习

和推动自身发展的媒介和桥梁，在国家大力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西要充分利用国内外

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培育发展外向型文化企业，实

施 “走出去”构想，把自己最具民族特色和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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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艺术和文化产品推向世界。首

先，要充分利用和广泛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的区内外文化交流平台。比如广东的

“广交会”和 “深交会”、云南的 “昆交会”、四

川的 “西交会”以及陕西的 “西旅会”等区域性

国内外交流活动，推介广西，宣传广西，尽力把广

西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产品推向全国与海外；同时，

广西还要充分利用 “南博会”所孕育的 “中国—

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

坛”“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文化交流

平台，积极推进广西民族文化与东盟国家和世界各

国的对接与交流，实施 “走出去”构想，发挥文

化认同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广

西最具价值和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推向全球，从而

加快广西特色文化产业的标准化和国际化建设。当

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西特色文化产业在实

施 “走出去”构想的同时，还要适当采取 “引进

来”举措，因为 “引进来”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把

握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最前沿，适时汲取国外

产业的文化精髓和先进经验，更好地促进广西文化

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内容创新。

总之，文化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在

促进民心相通、展现大国担当以及扩大文化交流等

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互利互信、合作共赢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带

动与推进下，广西特色文化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期，但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

因此，广西要乘国家构想实施之东风，深入挖掘，

苦练内功，大胆创新，审时度势，及时对接，积极

打造广西知名文化品牌与产业，但在发展与创新广

西特色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大传承与保护的力度，

力争在创新与保护之间找寻出一个黄金分割点。然

后，借助广西的区位优势与文化特色，大力推进和

实施广西文化产业的 “走出去”构想；同时，在

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做好 “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以实现广西特色文化产业在新时期、新

阶段以及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行与实施

背景下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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