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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焕新，助力民族文化——以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覃家祝 肖亭 李钊 苏盛滢 梁芝1

（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

摘要：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调查法，在探讨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就如何
打造布洛陀文化旅游体系，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地区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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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洛陀文化的概述与现状
（一）布洛陀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形成

布洛陀文化发源于右江河谷地区，是壮族的古老信仰和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随着壮族社会的
发展，无论是在神话传说或宗教信仰中，布洛陀作为一位创世神与始祖神，其史诗与经文都是布洛陀文化
起源的重要依据。如：《布洛陀经诗》是壮族先民记载布洛陀开天地，创万物、取火等功绩。

布洛陀文化的形成背景包括壮族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因素。壮族人民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对布洛陀的崇拜和信仰，并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和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布洛陀文化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崇拜期、形成与发展期、文化整合与创新期、当代复
兴期。

原始崇拜期主要指壮族形成初期，对于布洛陀神像的原始崇拜，该时期的部落文化主要依靠口头传唱
的活态形式进行流传。而到了第二阶段，大约是指宋代以后，布洛陀的故事被整理成文本，壮民在每年的
农历五月十三日开展祭祀活动。在第三阶段，是指进入近现代时期，政府与相关学者开始重视保护布洛陀
文化，一系列研究作品与文艺作品开始相继问世。进入 21世纪，布洛陀文化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举办布洛陀文化节，还被引入影视、音乐、艺术等多个领域，呈现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二）布洛陀文化的内涵
1.创世与始祖崇拜

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该创世神话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于世界起源的思考与探索，
也体现了先民对于布洛陀的崇敬。他的形象代表着壮族的根源，是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2. 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布洛陀在创建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制定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相处，这些
道德规范在壮族社会中起到了规范作用，传承至今，依旧影响着壮民的价值观。同时，布洛陀也关注尊重
与理解人的需求及人类在社会中的作用。带领壮民驱逐野兽、射落太阳、带领壮民从蒙昧时代走向农耕时
代，认识到农业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人的实践与力量的肯定，也是以人为
本的唯物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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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教信仰与祭祀传统
壮族先民通过祭祀布洛陀，表达对于祖先的敬仰与感恩，祈求神灵的庇护与赐福，常常通过唱诗、跳

舞、献祭品等方式进行祭祀活动，而这些祭祀传统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壮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路径。
4. 农耕文化

布洛陀教会壮族人民农耕技术，姆六甲带回山上的种子，人类社会的农耕得以发展，这就是布洛陀文
化中农耕文化的的起源，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于土地的热爱与依赖，体现了先民对于农业的重视与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5. 精神传承

通过《布洛陀经诗》与《麽经》可以发现，壮语作为壮族文化的载体，其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反映
了壮语与壮族族文化之间同源共生的关系。其中记录着布洛陀的形象与事迹，也蕴含着丰富的壮族民间文
化。这两部作品丰富壮族民族文化的内涵，也传承着布洛陀的精神，它们体现着壮族人民的艺术创造与审
美情趣。

（三）保护与传承现状
1.当前布洛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情况

目前，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田阳区文化馆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洛陀”项目保护单位资格。第二，政府积极吸引社会

资金参与，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共同修建敢壮山、田州古城、布洛陀文化展示馆等。同时鼓
励非遗传承人培养新的传承者，同时确立敢壮山等非遗传承基地。第三，专门设立布洛陀文化研究会学术
机构。同时通过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宣传推广，例如推出《话说田阳》、《布洛陀艺苑》等栏目。第四，定
时举办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布洛陀文化研讨会、展览等。助力学术交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

二、布洛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一）当前面临的问题

首先，在社会层面，布洛陀文化的识别度不高，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且传播范围受限。许多人对
布洛陀文化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其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其知名度与影响力有待提升。同时，布
洛陀文化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聚居的部分地方，地域范围分布较小。相关布洛陀文化作品与传承人大多都
使用壮语，对于想要理解布洛陀文化的其他地区壮语人群与非壮语人群带来一定难度与挑战。

其次，在政府方面，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时至 2024年，在对田阳区布洛陀文化的
调研中，新增的也仅有供壮民朝拜的敢壮山以及商业化严重的田州古城。而在敢壮山中的布洛陀文化展示
馆，也是层层积灰。而布洛陀文学研究会也没有注入新生力量，仍是一些退休职工担任主要研究会成员。
虽然每年定期举办布洛陀祭拜文化旅游节，但过了该时间点后，相关研究逐渐归于平寂；

再者，在非遗传承，布洛陀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度不高，缺乏创新的保护方式。布洛陀文化的传承
方式较为传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支持力度仍存在不足。

最后，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群众对布洛陀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有待提高。许多人对布洛陀文化的了解
有限，缺乏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在其发展路径中，忽视现代营销手段的应用，缺乏利用新媒体等方式进
行广泛传播，导致其难以在众多文化中脱颖而出。同时，缺乏创新转化，主要体现为文化表现形式的局限
与相关产品开发的不足。布洛陀文化表型形式较为传统，如祭祀活动，山歌传唱等。对于年轻一代与非壮
族人群的吸引力受限。也没有进行相关产品开发，未与生活需求、现代时尚相结合，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
的文化产品。

此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布洛陀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进行保护和传承。现代化的冲击与社会变迁，使布洛陀文化丧失了原有的生存土壤与存在空间，面临边缘
化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碰撞交流，大量的外来文化与流行文化占据大众视野，从而导
致布洛陀文化渐渐被大众所遗忘。
（二）解决问题路径

第一，加强对布洛陀文化的研究和挖掘，提升其识别度和文化内涵。通过深入研究布洛陀文化的历史
渊源和核心价值，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增强布洛陀文化的区域独特性。同时，将转化学术成果，纳
入科普教育，推出地方特色课程，让布洛陀文化更为群众接受与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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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制定和实施更加
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持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针对于布洛陀文化的保护现状，提出以下立法保
护的建议：

1.明确保护主体与职责。在立法中，应明确田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布洛陀文化保护中的具体职责。
2.规范开发利用行为，对于涉及布洛陀文化的商业活动、旅游开发等活动，严格实施许可制度。同时明

确开发利用布洛陀文化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提高各方参与保护与开发的积极性，也能保障布洛
陀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3.加强监督与执法。建立健全的布洛陀文化保护监督机制，加强保护工作的日常监督与定期检查。
第三，创新布洛陀文化的保护方式和手段，促进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例如，通过 AIGC技术拓宽传

播途径，制作布洛陀文化的数字化展厅，将布洛陀文化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提升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亦
或是基于百色市红色文化特点，结合到布洛陀文化，设计出一条红色为主、非遗为辅的旅游路线，让游客
在感受红色精神的同时，也能体验到八桂大地所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

第四，加强宣传推广工作，提升群众对布洛陀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
布洛陀文化，增强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例如，制作相关纪录片和动画进行布洛陀文化讲解，以更通俗易懂
的方式进行传播，亦或与博物馆进行合作推广，推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创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产，而以上对策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拥有着丰富的红色
文化与地方文化，同时依据于现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大众群体的特色、需求，进行设计、探讨。该对策
强调的是增强布洛陀文化与大众群体的亲和度，是强调相关政府在进行申报保护单位后，除发挥主体作用
外，更应重视客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坚持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政策，丰富非遗保护手段，促进创
新发展。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布洛陀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三、非遗焕新发展预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在当今时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然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
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足，使得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精神方面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开始呈现出多
元化的蓬勃发展趋势：

1.政策支持与市场关注显著增强。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政策，从
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到宣传推广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市场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越来越高
的关注度，众多企业和投资者看到了非遗产业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纷纷投身其中。

2.消费者群体不断增多，市场得以进一步拓宽。从传统的手工艺品到非遗主题的旅游体验，消费者的需
求日益多样化，这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社区参与度与民众意识大幅提高。社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阵地，居民们积极参与
非遗活动，传承非遗技艺。

4.非遗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媒体渠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
更加便捷、高效的途径。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非遗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发展趋势，可以做出以下预测：
1.非遗教育普及化
随着国民素质提升和民族文化自信增强，非遗被逐步引入教育体系，特别是地方特色文化课程。这一

趋势预示着未来非遗教育将更加广泛地覆盖各类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是终身学习平台，非遗将成为
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创新能力以及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而地方特色非遗课程有望成为学校教育的亮点，
通过故事讲述、手工制作、音乐舞蹈等形式，让学生亲身体验非遗的魅力，加深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情感
联系。

2.红色旅游与非遗融合，打造文化旅游新热点
红色旅游资源与非遗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这些线路通常以革命

历史遗址为核心，沿途穿插展示当地的非遗项目，如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地方戏曲等。这种方式不仅
能增加游客对红色文化的兴趣，还能促进当地非遗的活化与传播，实现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非遗与现代时尚产业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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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行业之间的合作正在加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高端奢侈品牌、包装
设计等领域开始频繁引用非遗灵感，将其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的产品，如使用传统图案的服装、结合古老
技法的手工艺品、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商品包装等。这种跨界合作不仅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还拓宽了
其市场空间，使其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影响力。

4.数字技术融合非遗保护与传播
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被用来记录、保存和展示非遗，使得远程学习、在线体验成为

可能。数字博物馆、线上非遗节、直播教学等活动层出不穷，极大地扩展了非遗的受众范围，降低了体验
门槛。此外，区块链技术也被探索用于非遗作品的版权保护和追溯，确保创作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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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ianyang Buluotuo culture while proposing novel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ng a Buluotuo cultural tourism system to boost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regional socio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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