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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壮锦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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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广西壮族人民就拥有着自身独特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壮族传统文化非壮锦莫属。壮族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

文化涌入广西，壮族人民也开始追求不同的文化时尚，导致壮锦文化饱受双重冲击，正面临着淡化、传承后继乏人等严峻局面。作者以

文化认同理论为基础，对壮锦文化当前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探索壮锦文化传承发展的途径，实现壮锦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坚持传

承发展壮锦文化、坚定壮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及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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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而要建

立全民性的文化自信，必须提高每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和认

可，增强其民族认同感，提高本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是指个

体或群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涉及个体或群体

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价值观念、习俗传统等方面的认可

和认同感。简而言之，文化认同是对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文

化的认可，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壮族人民作为我

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拥有着悠久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如壮锦、

铜鼓、歌圩等都是壮族文化的代表。然而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带

动下，东南亚国家文化蜂拥而至，当下人们追捧着各种时尚潮流，

导致壮族传统文化不受重视甚至逐渐被淡漠。为了保护和传承壮

族文化，当务之急是培养壮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对壮

族文化的认识与理解，领会壮族文化所蕴含的本民族人民的优秀

品质和精神。壮锦是壮族文化最具代表的部分，因此作者将以壮

锦为例，探究壮锦传承和发展的路径。

一、壮锦的文化内涵

（一）历史起源

壮锦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勤劳聪慧的壮族人

民利用植物纤维织出薄薄的葛布，并用来制作服装。真正的“锦”

在宋代出现，当时壮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壮族人民利用棉、麻线作地经、地纬，以平纹交织的方式织出

壮锦。

关于壮锦的起源，有一个传说讲述着壮乡人的智慧与勤劳。

有一位叫达尼妹的壮族姑娘，有一天她注意到阳光下蜘蛛网上的

露珠大放异彩，她从这绚丽的色彩中获得了灵感，便以五光十色

的丝绒作为纬，原色细纱作为经，按照自己亲眼所见的多彩绚丽

织出美丽的壮锦。这虽只是传说，确实体现了壮族人民的勤劳智

慧及纯朴善良，同时也展现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二）民族信仰

壮锦的纹饰图案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植物图形和动物图形等，

反映了壮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自然崇拜。对壮族人民而言，草、木、

石、河、山都有灵魂，他们甚至将山、河、树等视为神物，逢年

过节都会祭拜这些神物并向其祈福，这些习俗已成为一种民族文

化流传至今，成了壮族人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壮锦的动物图纹，

如龙纹和凤纹，凸显了壮族人民的对龙和凤的喜爱与崇拜，壮族

人民认为龙纹能驱邪避祸，而凤纹则象征吉祥幸福。

（三）艺术审美

壮锦的图案纹样包括几何纹样、字形纹样、动植物纹样等。

几何纹是壮族人民最早用于织锦的图案纹样，如三角形、菱形、

八角形等。这些简单的几何图形通过不断组合、连接和叠加，使

得壮锦中的图案无限延伸拓展，呈现出整体的秩序美感，使壮锦

独具特色，也体现了其抽象性。壮锦中最常用的字形纹样有寿字

纹、喜字纹、福字纹，分别表达延年益寿、恭贺新禧、福与天齐。

字形纹样不仅展现了壮锦的精湛工艺，也提升了壮锦的艺术感和

装饰感。壮锦中的动植物纹样格外多样化，常见的有龙纹、凤纹、

鱼纹、稻穗纹、菊花纹、牡丹花纹等。这些动植物纹样各有寓意，

龙凤纹体现壮族人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及父母对子女“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厚望与期待，稻穗纹表达年丰时稔的寓意，牡丹花纹

象征富贵吉祥。

壮族人民在织锦时选色多彩艳丽，以鲜亮的红、黄、蓝、绿

为基本底色，补以其他颜色，这种亮暗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凸

显纹样的立体效果。一副壮锦往往由多种甚至数十种色彩组合而

成，加上其排列有序的纹样，呈现出缤纷多彩、协调别致的壮景。

二、发展现状

（一）文化冲击

自东盟博览会举办以来，壮族文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不断加深，壮族文化在走

向国际，同时多样的国际文化也不断浸透壮族人民的生活，人民

对“美”的文化与时尚追求也有了更多选择，导致保持对壮锦热

爱的人也随之变少了。壮锦的图纹主要表达古时壮乡人民对大自

然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下时尚文化快速发展更迭的

时代，显得有些过时了，无法适应现代审美需求。

（二）传承断层

壮锦主要集中分布在靖西、忻城、环江、宾阳等地。时代变

迁，壮乡人民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加上受跨国文

化的影响，人民的思想文化里原有的传统也逐渐减少，人民对服饰、

日常用品或装饰品的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壮锦元素。而且随

着老一辈掌握壮锦手艺的壮族老乡相继退休或去世，许多年轻人

对壮锦不感兴趣，不愿意传承壮锦技艺，导致壮锦传承出现断层，

使壮锦传承和发展困难重重。

（三）经济效益低

壮锦当前面临的另一困境是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传统的

壮锦以手工艺生产为主，既具有实用性又富含民族文化。然而

手工艺织锦耗时长，产量低，无法和现代化机械生产的各种布

艺竞争。加上壮锦未能形成文化产业，缺乏经营理念和品牌效应，

很难与当前人民追求的时尚产品竞争。曾以织锦作为主要经济

来源的壮乡人民，也因收入减少逐渐放弃这门手工艺，转投其

他方式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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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承与发展

（一）深化民族文化教育

壮锦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于 2006 年被批准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着重要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助力和接力，才能够不断延续、经久不衰。

然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对壮锦文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传承与

发展了。因此要培养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与热爱，需从教

育入手，改变传统的纯学科教育，增加民族文化学习的内容，浸

入式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认同感。广西是以壮族为主的少

数民族聚居地，而壮族人民拥有着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壮锦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壮族文化。将壮锦文化融入中小学素质拓展课程，

如美术课程、手工课程、校园文化艺术节等；在大学校园里开展

民族文化拓展第二课堂，或组织民族文化作品展览以及民族技艺

作品比拼等活动。这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学习内容，还能够

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提升学生对壮锦文化的理解，增强其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为培养壮锦技艺传承人奠定基础。

（二）培养接班人

由于壮锦已经面临着技艺传承断层、后继无人的困境，广西

壮族自治区政府需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壮锦文化的保护，并培

养壮锦技艺接班人。首先应在壮锦生产地加大投入，设立更多的

壮锦研发生产项目，如织锦厂、非遗传承基地、文创项目等，鼓

励更多的当地人成为织锦者，使他们既能以此手艺谋生，又能将

壮锦技艺传承下去。其次，政府应该开展实地调查，挖掘民间壮

锦技艺传承人。壮锦受到当今国际文化的冲击，导致其不再受众

多消费者青睐，因此许多曾经的织锦者迫于生活压力等不得不放

弃壮锦技艺另谋出路。政府应当对这些民间壮锦技艺人加以扶持

和鼓励，为其谋得技艺传承人工作岗位，保证其经济收入，同时

为其提供进修机会，努力提高其专业技能，并授予相关荣誉称号，

提升其荣誉感和文化自信。如此，这些壮锦技艺传承人，才能将

珍贵的民族文化持续传承。另外，政府还需关注对年轻一代传承

人的培养。在民族院校创设壮族文化研究和传承项目，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关注和学习壮族文化，鼓励年轻人勇于尝试、大胆创新，

在保留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增添民族文化的时尚元素，使壮

族文化能够随着时代延续与发展。

（三）打造文创产业

广西是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2020 年待了 66.092

万国内游客，位居国内游客省份排名第二。广西既是国内旅游大省，

也是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聚居地，可谓销路与资源并举，适合富

有民族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往往是富有美好寓意和丰富文化内

涵的，可视为艺术品兼具实用性。将壮锦开发为文创产品，结合

大众生活需求，制作出壮锦服饰、围巾、书包、抱枕、椅子沙发

垫等日用产品。如此壮锦才能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并融入人民的日

常生活，为大众所知和为生活所需。此外，可将壮锦元素应用于

日常的工艺品中，如茶具、碗具、玩具、冰箱贴、书签、钥匙扣

等等。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都可以被打造成老少皆宜的产

品，为更广泛的大众所知并接受。系列化、多样化的壮锦文创产

品的开发，对壮锦文化的宣传以及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四）勇于创新

壮锦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除了深受多国文化涌入的冲击之

外，也由其产品款式原始陈旧、风格单一、材料粗糙等原因所致。

要提升其经济价值，需在保留壮锦原有的文化内涵、精湛工艺和

艳丽色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和应用。首先在壮锦生产材料

的选择上，不应局限于旧时的材料，应选择舒适性、易于保存且

耐用的材料，才能更好展现壮锦的工艺质感和美感以及发挥壮锦

的应用价值。其次需对壮锦的功能进行创新，拓宽壮锦的用途，

如在服饰方面，不仅用于专门的演出服或者民族服展示，也可结

合人们追逐的时尚元素，将壮锦用于日常的帽子、围巾、外套、

衬衣、T- 恤、腰带等等，使服装既体现壮锦特色，又彰显时尚感。

除了服饰之外，考虑到需提高壮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教育，可将壮

锦用应用于学生的日用物品，如书包、笔袋、毛巾、枕巾等。也

可将壮锦的精美艺术应用于家居用品，如桌布垫、茶几垫、沙发垫、

抱枕等，不仅提升家居产品的质感和品位，还增添家中的民族文

化氛围。此外，需对壮锦的纹样和色彩进行创新。壮锦的纹样以

古时流传下来几何纹样、山水鸟兽纹样为主，这些纹样具有自身

的文化内涵，但在现代直接照搬使用的话显得有些过时了。对壮

锦纹样进行创新，结合当下人民的喜好与愿望和时尚元素，在保

持壮锦纹样的文化特色的同时，提升壮锦纹样的时尚感及灵动性。

传统壮锦的色彩比较艳丽，使用时会遇到与其他物件不好搭配的

情况，因此应针对壮锦的用途，对其色彩进行创新，使壮锦颜色

更加丰富多样，并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

（五）拓宽销售路径

壮锦的销售主要集中在广西的各大小旅游景区，供应给来旅

游的游客们，因此一直以来景区文创产品的销售与宣传是壮锦文

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当下自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销售已

经占据了销售市场的主要地位，壮锦需乘机而上，因此应搭建壮

锦文化相关的购物节目、主播销售平台等，将壮锦产品推送给更

多的顾客。广西拥有诸多民族文化节日，每当节日时，壮族人民

都以热情传统的方式庆祝节日，吸引来自各地的文化体验爱好者，

因此应利用这些热闹非凡的节日场合，促进壮锦产品的销售。另外，

政府应该鼓励壮族人民多购买壮锦产品，一方面扶持壮锦产品的

持续生产和开发，另一方面，提升壮族人民自身的民族文化意识，

促进壮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语

壮锦文化作为壮族文化的代表，彰显着壮族人民纯朴勤劳、

勇敢智慧等优秀品质，具有良好的民俗价值和艺术价值。将壮锦

文化融入教育，提升壮族人民的壮锦文化意识，寻找与培养壮锦

技艺接班人，保障文化传承后继有人，保护壮锦的文化价值；通

过打造文创产业、不断创新壮锦、拓宽壮锦销路，提升壮锦产品

的经济价值。唯有同时实现壮锦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才能够

更好保护和传承壮锦文化，使其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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