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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国家级非遗“壮族三月三”为对象，解析其文化内涵与传承路径。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三月三融

合祖先崇拜、自然信仰、婚恋社交及艺术审美等文化，承载民族精神与记忆。当前在政策支持下，其通

过节庆活动焕发活力，但仍面临现代化冲击、传承断层及内涵误读等挑战。研究提出完善法规保障、深

化文化挖掘与创新、强化人才培养及拓展传播渠道等策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助力民族文化凝聚与多

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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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uang People’s San Yue San Festival” as 
its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ze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inheritance paths. Through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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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rch Third Festival integrates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ancestor wor-
ship, nature beliefs, marri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carry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memories. Currently, with policy support, it has regained vitality through festival activi-
ties, bu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inheritance gaps, and misinter-
pretations of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improving legal 
safeguards, deepening cultur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o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he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luralistic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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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壮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族三月三更是凝

结了丰富的文化精髓，是壮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壮族民族文化传承、培育民族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

有效途径。它起源于先秦时期人们祭日祛秽的神性节日——上巳节，千百年来祭歌载舞，祭祖交往，内

容丰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受到现代化、外国化的冲击，“壮族三月三”传承濒危、断代、绝

技，幸好国家重视，2014 年“壮族三月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广西成为法定假期，迎

来新的发展[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基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理论视角，系统解构“壮族三月三”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构建具有

学理支撑的理论框架，是深化该研究的重要路径。对“壮族三月三”文化内涵与新时代传承路径的探究，

不仅能为壮族文化传承提供理论参照，更可通过多维度剖析，揭示其承载的深层民族精神、文化传统，

明晰其在强化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深入探究“壮族三月三”传承进程中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有助于洞悉壮族群体的精神世界，彰显壮族文化特色，推动中国

文化多样性保护[2]。而对“壮族三月三”传承机制的研究，能够助力破解文化传承困境、实现守正创新。

作为广西各族民众共享的文化节日，对其深入研究更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且依托其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塑造特色品牌，进而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2. 探壮族三月三节庆习俗之渊源  

2.1. 历史探源 

2.1.1. 先秦上巳节探源 
壮族三月三与先秦上巳节有着亲密的联系，先秦时期的上巳节以三月上旬第一个巳日为节日，主要

以祭祀、祓禊为内容。《韩诗外传》：“郑人于溱、洧之水，持兰草以祓不祥。”就是原始上巳节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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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上巳、三月三日同时固定在时间点上，增加了“曲水流觞”之类的文人文学活动，文风更浓

[3]。唐代上巳节受到官民重视，节日娱乐色彩增加。宋元以后，受到理学束缚和民族迁徙影响，中原上

巳节渐趋淡化消亡，而在南方壮族地区传承、保留着上巳节这一文化因子。它们在时间节点上同在三月

初三日；在习俗上三月三的祭祀、祈求风调雨顺等、祭祀祖先与上巳节祛鬼等祛邪的祈禳习俗一脉相承；

在禳灾娱乐方面也是相同传承之习俗，是传承的佐证。 

2.1.2. 壮族神话传说与节日起源 
壮族的民间神话传说，赋予三月三特定的含义。布洛陀诞生传说布洛陀，人文始祖，在民族繁衍发

展中，做出贡献，壮族崇拜布洛陀，三月三日，是壮族祭祖的日子，人们穿着盛大的民族服饰到布洛陀

庙里用三牲五色糯米饭祭拜，祈祷风调雨顺，感谢先祖恩赐。刘三姐传说，亦如此，刘三姐，是壮族歌

仙，载歌载舞，歌颂美好生活的壮族歌仙，传说刘三姐逝于三月三，为缅怀，举行刘三姐三月三歌圩，三

朝三夜，歌圩对歌，至今以刘三姐为精神图腾，传讯传意，传情传智。口耳相传的传说，解释了时间来

历，构建壮族的价值观世界。 

2.2. 三月三节庆的发展 

2.2.1. 古代时期的发展和变迁 
先秦时期，壮族先民上巳节祭神祓禊，禊恶祓除，禊求禳灾，到汉代，上巳节正日，三月三日壮族祭

神，出现娱乐游戏活动。受文人雅士的影响，魏晋时期壮族歌圩出现男女以歌求爱，抛绣球等游戏，使

节庆热闹起来。由于得到了重视，唐三月三壮族歌圩进一步扩大，增加了生产、历史等内容，歌圩有娱

乐、商贸、文化交流等。宋元，中原上巳节衰落，壮族三月三由于新而生，歌圩增加了文化教育内涵，老

者教育小辈唱歌，增加了舞蹈、戏曲，文化上增加了活力。 

2.2.2. 近现代的传承与革新 
近现代社会是壮族三月三的危机和转机时期。从农耕文明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社会后，一些习俗被

摧毁了，但祭祖、歌圩等仪式没有被摧毁。祭祖没有衰落，祭祖；歌圩没有衰落，有的地方歌圩还扩大，

歌圩的人多了，游客增多了。节日内容上有民族风情，体育竞赛等；途径有电视、网络上传播。政府支持

力度大：2014 年壮族三月三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广西法定节假日，举办大型活动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民族服装、民族美食等产业，在文化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4]。 

3. 壮族三月三节庆俗文化内涵 

3.1. 信仰与祭祀文化内涵 

3.1.1. 崇拜祖先 
祭祀祖先是壮族三月三重要的信仰内容，其中，祭祖公、重视族系是三月三的核心。在三月三祭祖

公时，人们会用五色糯米饭、三牲等祭品，体现了壮族原初的崇拜观念与注重伦理意识的祭祀传统。五

色糯米饭是用红兰草、枫叶等植物染色制成，寓意五谷丰登，也表达了壮族人对开天辟地、创造人类的

祖先的感恩之情[5]。例如在广西天等县，三月三祭祖时，家人会清扫坟墓、摆放祭品，家中老人还会讲

述本族故事，让年轻人认知并认同自己的宗祖。祭祖是一种“身体记忆活动”，通过“慎终追远”的伦理

意识，维系着壮族人的族系关系，稳定壮民族的社会秩序。 

3.1.2. 自然崇拜 
在三月三，壮族有着祈祷大自然的习俗，人们敬山神、水神、风神等自然神灵，举行祭山神、树神、

风神等祭祀活动。比如，在村头的大树下敬树神，用五色糯米饭祈愿树木多结籽、多结果实；在江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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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纸船”，向水神祈求保护、赐水。这种敬畏自然的习俗蕴含着“自然”智慧，壮族将自然神化，构建

起“人、神、自然”互依互进的关系，既让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又通过信俗形式约束人类对

自然的过度索取。在现代社会，这种敬畏自然的习俗为自然保护提供了一种范本。 

3.2. 婚恋与社交文化 

3.2.1. 传统情歌对唱 
爱情歌圩是壮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之地，对歌作为典型“语言经济”其“对歌”的程式，是在试探

“游歌”“见面歌”之后，以“询问歌”“爱慕歌”方式，以绣球定情，以绣龙凤、鸳鸯等纹样绣球为符

号，以绣龙凤鸳鸯等纹样绣球作符号的定情的绣球，是审美艺术又具有族群意义的定情[6]。如，武鸣歌

圩，青年男女通过歌来表现自身素质的优劣，以歌声的高低快慢来展现自身才能、教养，以歌传情，通

过“对歌”将“个体性”的情感置于族群群体的文化空间之中，将“个体性”的爱情同族群性认同结合在

一起，三月三打破姻缘障碍，成为社会各阶层交流的平台[7]。 

3.2.2. 歌圩中的社交文化 
老人在歌圩以古歌训俗，孩童在游戏中学习古歌中的文化符号，各群体在相互交流之中完成文化传

承；再者，群体活动如丢球、打扁担等的互动，强化族群群体性联络，丢球等竞技活动，是培养族群内部

合作团结精神的集体活动，打扁担则是通过身体活动强化群体内部认同。柳州某村三月三召集平日生产

劳作的村民进行吃擂米饭比赛，形成“熟人社会”，形成“文化粘合剂”，使壮族人能够在漂泊中保持共

有的群体意识，保持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3.3. 艺术与审美文化 

3.3.1. 音乐舞蹈的艺术韵味 
壮族的音乐舞蹈最直接地体现了族群的音乐审美意识。山歌唱调押韵方言，或唱生活、或唱爱恋、

或唱时政。也有区域差异，红水流域“高腔山歌”调值高亢，是山地农耕的豪放；柳州“平腔山歌”调值

舒缓，是稻作农耕的精微；扁担舞以农具为载体的舞动，插秧、舂磨、收割，皆美化为表演艺术；铜鼓舞

在祭祀的场域，以击鼓的鼓点子，配合模仿鸟兽的动作，是人神互动的空间。它们都是文化的遗痕，如

古歌中的创世神话传说，以音调传唱下来的则是族群的历史记忆[8]。 

3.3.2. 手工艺品的美感 
绣球与壮锦同是壮民族的工艺审美意象。绣球由绣片和编条组合，八片为“八方来财”，绣片上所

绣的花、蝴蝶、花鸟等图像，既符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诉求，也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9]。
壮族锦以棉麻为“通经纬断纬断织的几何图、动植物图”，色彩对比鲜明，红底黄金回纹图案富有视觉

美，有“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越自身的实用性，是一种财富符号，当今我

们游山玩水，拿出钱买壮族旅游商品，就是在消费壮族符号。 

3.4. 饮食与养生文化 

3.4.1. 特色美食的文化寓意 
五色糯米饭是一种饮食符号文化，五色，即“五方”“五行”色，黑色(北方/水)，生命之始也；

红(南方/火)，生命之火也；黄(中央/土)，生命之粮也；紫(东方/木)，生命之树也，白(西方/金)，生命

之金也；五色，是宇宙秩序之色，五色糯米饭是祭祀的标识，五色糯米饭是饮食的神性，人以食物传

信。在歌圩中“碰蛋”。“碰蛋”就是鸡蛋相互碰撞，意为有缘有份。小孩给长辈碰蛋一个，意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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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年益寿。 

3.4.2. 传统饮食与保健 
壮族的饮食文化中也存在“药食同源”的饮食观，五色糯米饭中植物颜色的提取都是药食同源的，

枫叶是黄酮类，具有祛风祛湿等作用；黄饭花(密蒙花)清肝明目，现代研究黄色饭花提取物还具有抗氧化

作用，等等。糯米入脾肺，液汁为美食，药效，是节庆饮食。彩蛋是高蛋白食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是营

养美食，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分析，其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是符合营养标准的。现代也有使用五色糯

米饭做成低糖低脂饭，传统记忆，现代所需，精炼的现代食品，是现代食品中的精髓。 

4. 壮族三月三节庆习俗当代传承现状 

4.1. 传承的正成果 

4.1.1. 政府扶持与政策推动 
近些年，政府从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都对壮族三月三传承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壮族三

月三”申遗、广西立法节庆日。丰富“壮族三月三”节庆活动，让更多的人在固定的时间参与活动。政府

出资举办大型歌圩节、民族文化艺术节，扶持、鼓励专家进行民俗文化研究，扶持、帮助传承人和基地；

宣传方面，政府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将壮族三月三节庆活动延长，广西电视台每年对三月三活动

进行直播、新媒体平台也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关注，将壮族三月三活动走出南疆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4.1.2. 文化活动形式多样 
各地借助壮族三月三的载体，开展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活动，弘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南宁武鸣

歌圩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在山歌演唱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请一些名角演唱壮族山歌，开设传统

文化展示区，展示壮服、手工艺品等。柳州的鱼峰山歌节将山歌、山水作为背景，将参加山歌节的活动

形式、即兴山歌对唱、山歌擂台作为载体，让游客以参与的方式了解壮族山歌。桂林的民俗巡游、百色

的红土地等从当地角度出发让壮族文化流传下来，获得生命力。 

4.1.3. 民众参与度提高 
由于宣传到位，壮族三月三的社会参与度极高，2024 年广西三月三参与人数 1000 多万，其中仅南宁

市武鸣歌圩、柳州鱼峰山歌节参与人数达几万人，年轻人学唱山歌、学舞步，高校社团，人山人海、热闹

非凡。全民参与不仅传承了祭拜、赶歌圩等习俗，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播，更结合时代要求推陈出新，

为壮族文化的发展增添动力[10]。 

4.2. 面临的挑战 

4.2.1. 现代生活方式冲击 
现代化对壮族三月三传统民俗冲击较大。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没时间、没精力去参加传统民俗三月

三节庆活动，节庆的举办更加简单化。一些青年人被电视、网络等活动所吸引，淡化了对歌圩传统节庆

的休闲娱乐活动。壮族人因为城市的建设而外出，城市生活、文明的文化生活不能承载传统的习俗，受

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本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低，传统的继承更加薄弱。 

4.2.2. 文化传承后继乏力 
青年人外出务工让在壮族聚居地传承主体缺乏，一些偏远村屯多是老人与小孩。受到经济的限制，

山歌的演唱、民族技艺的传承等等，因为收入的不确定性、职业的不稳定性无法吸引青年人的目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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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到 20% [11]。因人才的缺乏，让一些传承的技术消失了，五色糯米饭、壮锦编织，三月三传承人的

后继无人，让三月创新活动缺乏后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4.2.3. 文化内涵解读偏差 
在传承中对壮族三月三文化内涵的解读存在片面化和过度商业化思想倾向，如过分追求热闹，忽视

文化传承；过度包装，过于去特色化，缺乏宣传教育、青少年缺乏对三月三文化的认识不足等，都容易

造成节日的文化内涵缺失，解读好、引导好文化内涵、打好群众基础。 

5. 壮族三月三节庆习俗传承的对策和建议 

5.1. 加强文化保护和传承政策支持 

5.1.1. 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政府应系统梳理并完善文化传承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壮族三月三文化传承中各主体的权利与义

务。针对破坏文化建筑、损毁文物古迹等行为，制定严格且细化的处罚条例，并组建文化、公安、市场监

管等多部门联动执法队伍，确保执法的权威性与高效性。同时，通过立法形式，设立企业、个人参与三

月三文化传承的激励机制，如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个人颁发荣誉证书、设立专项奖励基金等，构

建“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同保护机制[12]。 

5.1.2. 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 
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启动壮民族三月三文化活动传承系列项目。在活动开展方面，重点扶持歌圩赛

事、民俗展演等品牌活动，通过邀请知名艺人参演、引入专业策划团队等方式，提升活动的影响力与感

召力；人才培育方面，设立专项奖学金，用于资助学习壮族山歌、传统手工技艺的学生，定期举办技艺

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建设标准化歌圩广场，完善壮族博物馆的展陈

设施，优化活动举办地的交通路网与通讯网络。 

5.2. 加大文化内涵挖掘和创新力度 

5.2.1. 加强文化内涵研究 
设立专项研究基金，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壮族三月三文化，开展历史溯源、宗教内涵、民俗功

能等多维度研究。组织专家团队编撰学术专著，系统阐述其文化内核；推出图文并茂的普及读本，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前沿研究成果，推动研

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图书，扩大文化认知覆盖面。 

5.2.2. 提升文化表现形式 
依托现代科技，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开发基于 VR 技术的虚拟歌圩平台，让用户身临其境地

感受传统节庆氛围；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动流行音乐、现代舞蹈与山歌、铜鼓舞跨界融合，创排符合当

代审美的文艺作品；文创开发方面，提取壮锦纹样、绣球造型等文化元素，与文具、饰品、家居用品结

合，通过电商平台、文创实体店等渠道，让传统文化符号走进大众生活。 

5.3. 强化人才培训与培养 

5.3.1. 培养传承专业人才 
构建全学段传承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将壮族山歌、传统舞蹈纳入校本课程，编写专用传习教

材，开设兴趣社团；高校设置民族文化传承相关专业或方向，培养具备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的高阶人才；

职业院校开设壮锦织造、铜鼓铸造等技能培训课程，邀请民间艺人开展“师徒制”教学，并联合企业提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06


符斌 等 
 

 

DOI: 10.12677/ass.2025.147606 230 社会科学前沿 
 

供创业辅导，帮助学员将技艺转化为经济效益。 

5.3.2. 使民众成为传承人 
利用融媒体矩阵，开展立体化文化传播。联合电视台制作三月三系列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推出短

视频专题，全方位展示节庆习俗与传统技艺。设立“文化传承贡献奖”，对积极参与传承的个人、企业和

社会组织进行表彰，对自发组织山歌对唱、美食制作等活动的家庭、社区给予物质奖励，激发全民参与

文化传承的热情。 

5.4. 拓展传承与传播渠道 

5.4.1. 加强国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与沿线国家和民族地区合作，举办“壮族三月三”文化周、世界民族风

情展等国际文化活动。通过服饰走秀、歌舞表演等形式展示文化魅力，借助国外主流媒体、纪录片制作

机构和海外社交平台(如 Facebook、YouTube)进行宣传推广。同时，学习借鉴国外节庆保护的先进经验，

提升壮民族节庆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5.4.2. 整合线上线下两种传播渠道 
线上，在微信、抖音、B 站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定期发布图文、视频、直播内容；开发“壮族三月

三文化地图”小程序，整合活动信息、景点导览、文化知识等内容；建设官方网站与网上博物馆，提供数

字藏品展示、线上互动体验服务。线下，在校园开展文化讲座、非遗体验课，在社区设立文化驿站，在景

区设置展销点，举办民族文化展销会，实现“线上引流预热、线下深度体验”的矩阵式传播。 

6. 结论与展望 

传统语境中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因子，具体包含：三月三祭祀仪式所承载的神灵崇拜与自然崇拜观念；

三月三歌圩场域内衍生的抛绣球等壮族特色社交婚恋活动；三月三山歌艺术及壮锦织造技艺所蕴含的民

族审美范式；三月三五色糯米饭制作习俗所寄寓的健康祈福生活寓意。当前，三月三文化在政府主导的

多元文化实践中展现出蓬勃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现代性语境下的传承困境，具体表现为现代生活方式

的空间挤压、传承链条的断裂风险以及文化符号的误读现象。 
基于此，需从四个维度构建传承路径：其一，强化法规保障与经费投入，夯实壮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的制度基础；其二，推进文化研习体系建设与科技艺术融合创新；其三，构建“专业人才培养 + 大众参

与”的双轨制人才培育模式；其四，搭建海内外线上线下交互传播矩阵，以此助力壮族文化根脉延续、

民族凝聚力提升与多元文化生态发展[13]。 
在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下，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深入实施与民族文化自信的持续

增强，壮族三月三文化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政策扶持赋能、文化内涵挖掘、专业人才培育与传

播模式创新的协同推进，壮族三月三文化定能成为中华民族对外展示文化软实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国际文化品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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