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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培育广西大学生人文素养
研究
余   群

百色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蕴含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广西地方高校不断创新措施，以其为载体，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凝聚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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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壮族民族风情
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

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特的民族风情，纯美的生态
环境，形成了广西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壮族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着壮民族悠久的历史。在广西这片美丽富饶
的南国大地上，壮民族与各族同胞一起，开疆拓土，共
同生活，共同奋斗，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
依赖，和睦共处的民族关系，为广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壮族人民在不畏艰险、勤劳奋斗建设美好
家园的同时，还在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
历史条件下，创造了独具魅力的壮族传统文化。壮族传
统文化不仅是壮族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壮族社会经济、
文化建设发展的宝贵财富。著名壮学专家梁庭望先生曾
说过：“壮族是一个很讲道德、礼节、伦理的民族，有
着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1] 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
有丰富的习俗性、生动的形象性和乐观开放的包容性等
特征，同时也蕴含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 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德育资源。

2 民族标志
每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那就是

每一民族自身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些
内容最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文化。不同特色的文化成就
了不同的民族。壮族长期生活在南方特有地理环境中，
操持特有地理环境所产生的特定生产方式，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独具魅力的精神文化。这种
带有岭南地区特有魅力的壮族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散发
着深厚、浓郁的地域风情。

2.1 布洛陀文化。
布洛陀是壮族文学中的神话人物，是壮族创世神、

始祖神和道德神。长篇叙事诗《布洛陀》是壮族人民记
述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
走向农耕文明的创世神话。布洛陀信仰已经深植于壮族
传统文化沃土和广大壮族民众的心中，一代代传承下来。
布洛陀神话传说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还具有不
畏困难、坚苦奋斗的教化作用。

2.2 壮族歌圩文化。
歌圩是壮族群众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节

庆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而著称。
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传承了古越人“尚越声”风习，
壮乡广西被誉为“歌的海洋”、“山歌的故乡”。从日
常生活，男女爱情，到节日庆典，到处都有壮族人嘹亮、
婉转的歌声飞扬。逢事必唱，壮族歌圩文化已经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地圩期不完全一样，多在春秋
两季举行，以农历三月初三、四月初八和八月十五为最
盛。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壮族青年，都是一位歌手，
同时也是一位诗人。[2]

2.3 壮族铜鼓文化。
铜鼓是壮族人心目中神的象征。自古以来，铜鼓

是壮族的乐器，祭祀礼器，用以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祈
福禳灾、传递讯息，反映了壮族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劳
动、敬畏自然的精神品质。

2.4 壮族干栏文化。
状语称房屋为“栏”，把在一个底架上建的住宅

称为“栏干”，意为架设在上方的房子。“干栏”是汉
字记音。由于壮族人多居住在水源丰富的田峒附近，其
干栏多依山势而建，建筑形式多采用底层架空，架上建
造住宅，上层住人，楼下多圈养家畜或存放物品。这种
建筑形式适应了南方山区潮湿多雨、地势高低不平的地
理环境，具有防潮、防兽害、防盗、利于通风采光和节
约用地的特点。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干栏从建筑过程
到其整体和局部的结构及功能特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反映了壮族人民对自然环境强大的适应力。[3]

2.5 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
“那”是壮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壮语意为“田”

和“峒”，最初指水稻田，后来泛指田地或土地。壮族
先民是世界上最早从事稻作的民族，历史悠久的壮族农
耕稻作文化，已经成为深深根植于壮族人民心中的生存
理念。他们把水田、水稻称之为“那”，而后，大者有
县名、乡（镇）名，小者有圩场、村庄、田峒、田块名，
形成了特有的地名文化景观，构成了珠江流域特有的一
种文化形态。几乎每个壮族同胞都有“那”文化情结，

“那”成为壮族人民团结奋斗、生生不息的巨大凝聚力。

3 传承和发展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人
文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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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勇敢、和谐乐观、团结爱国的壮族传统文化
特质，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有强大的教育引导作用。广西
壮族自治区作为壮民族传统世居地区，全区壮族人口
1440 余万人，占广西人口的 31% 以上。[] 作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地方高校如百色学院等，学生主体以本区为主。
因此，广西高校可以发挥地域优势，深刻认识到传承和
发展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
性，在加强大学生人文学科知识教育的时候，要特别注
重增加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融入与渗透，通过
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3.1 高校应将壮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课程建设有
机结合。

在课程编排上，增加壮族传统文化教育相关课程，
将其作为选修或必修课，并安排专业教师，激发学生兴
趣，鼓励学生全方位深入了解壮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
涵。同时，要优化、充实教学队伍，对他们进行壮族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培训，提升教师的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素
质，促进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相关知识，把学科
知识教育和壮族传统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教
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人格魅力，让大学生在学习理论知
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到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3.2 加强校园的传统文化环境建设，在校园文化中
凸显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信息。

高校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
园文化活动，打造浓厚的校园人文氛围，把校园文化环
境作为培育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使大学生的心
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精神，提
高人文素养。同时，要借助“三月三”等壮族传统节日，
在校园里举办各种活动，要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实践中
感悟。

3.3 打造以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网络育人的理念。
创新教育形式，了解高校学生对于网络平台的使

用情况，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把壮族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到学生经常使用的易班、微博、微信、
QQ、论坛、贴吧、抖音等网络平台，以文字、图片、音、
视频等传播方式，增强大学生对壮族传统文化的认可和
喜爱，进而引导他们自觉地在学习、生活中体味壮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为民族的繁荣、祖国的伟大复兴培养有用人才。

4 结束语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壮族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下，加强培育广西地方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还要把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当代广西大学生人
文素养提升的丰富矿藏，不断深入挖掘，以培育当代大
学生优秀品格，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优秀的建设者，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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