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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介入
模式研究

龚  雪
（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1、云南边境口岸分布现状

图 1 云南边境口岸分布图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 , 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相邻 ,
是中国联系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枢纽省份。云南边境设有口岸
17 个，一类口岸 5 个，昆明航空港口口岸、瑞丽、畹町、河口、
勐腊口岸。二类口岸 12 个，陇川（章凤）、盈江、腾冲、景洪、
打洛、思茅、孟连、孟定、南伞、片马、麻栗坡、金平。本调
查报告主要以中缅瑞丽姐告口岸，中越云南红河河口口岸，中
老磨憨口岸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展开。

1.1  口岸众多，区位优势明显
云南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窗口和门户，地处中国

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拥有
国际化大通道的完美条件。

1.2  双边依赖，互利互惠
边民互市作为双边依赖和互利互惠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边

民文化中扮演的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或缺的角色，边民赶摆等
多种形式的经济互惠关系，不仅提升边民的经济收入，更促进
了各邻近国家的文化交流。

图 2 瑞丽边民互市交易市场邻国口岸对应性及多元民族文化

目的：通过对边民心理认同调查和民族文化符号元素调查对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进行解读；

方法：本调查报告主要是结合“一带一路”背景，分析和归纳了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类型、提取方式，介入角度，从     

       而得出民族文化符号介入模式和表达意义；

结果：为边境地区的人文景观的呈现形式提供参考思路；

结论：该调查报告对于边境口岸城镇之间的文化互动形式和民族景观文化切入方式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

对应性所体现的邻国间互为参考的特性，给口岸文化增添
地域文化典型特征。在边民的相互交流中，邻国口岸相互观察
相互参考的同时，也是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实力体现。
边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通过举行的各种文化活动促进与邻国
民族文化的相互介入。比如自 2001 年开始的每年一届中缅胞
波节，“一马跑二国”国际马拉松赛事等活动，极大的丰富了
边民的生活，也积极的促进了口岸边民文化发展。

图 3 中缅胞波节（图片出处 : 瑞丽视点）

2、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解读

对对于符号的解读，首先可以从理论层面解读：符号是传
播的源头，信息也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传播关系涉及的是
分享信息符号。”[1] 人们总是通过符号人们总是通过符号与外
界发生联系，外界也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们所认识。象征性
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在交往互动中形成了国家的身份、利益及
形象。人们正是借助于符号实现对国家形象的表达，也正是借
助于符号来理解他国的国家形象。其次：在现实层面上：符号
体现了人与外界的关系，人通过符号创造了文化，符号使自然
世界成了文化世界，“符号能够帮助人们定义自我，评价他人、
事物和事件，帮助人们组织语言、描述关系、表达情感和思想；
人们可以通过符号来设定目标，制定计划，甚至管理在他人眼
中的形象，创造关系和互动意义。[2]

2.1  民族文化符号
较于符号而言，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

区长时间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的凝结式标识，是一个民族、国
家或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华，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或
社会群体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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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的丰富性，造就了文化符号的多样性。[3]

而云南边境口岸的民族文化符号，不仅具备多样性特点，
还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且作为边境口岸，其文化符号的价值
内涵和凝聚功能、形象传播的特征也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口岸
本身所具备的对民族文化符号传播、识别功能基础上，于内唤
醒边民记忆，边民心理，达成意识共识和文化认同。于外促进
文化经济交流，促进相互学习，达成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共识。
所以，对边民心理认同调查是对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调查的
重要前提。

2.2  边民心理认同调查
王明珂先生认为，“人类的族群认同还是自利的。族群认

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历史记忆
产生的根基性，仍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本节主要是
通过云南边境口岸的相关史料实证素材和历史文化素材综合分
析展开对边民民族心理认同的调查。

2.2.1  边民互市的利益获取
边民互市作为边境口岸的一个典型民族文化符号代表，而

民族文化符号也已经成为边民心理认同的直观反应。边境口岸
有着十分频繁的边民互市活动，且展开形式和内容十分的丰富
和多样。有约定俗成的民间边民赶摆日，也有政府组织的国际
赶摆活动，还有每日来往于口岸的边民赶集。比如，每月 8 日
举办一次的磨憨口岸举办的国际赶摆活动，集合中老泰三国文
化汇聚的边民互市，虽然有语言表达，地域差异等因素影响，
却丝毫不影响交易，据磨憨口岸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7 年底
到 2009 间，中老泰民众“大干摆”（集市）贸易创造交易额
4000 多万元人民币，对于传统的边民互市交易来说，不仅满足
边民的相互利益获取现实性，也充分对边民互市的文化符号形
象得以传播。

2.2.2  边民文化交流的利益表达
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民族特性

的心理利益表达，且边境口岸文化具有包容性和谐相处性的特
点。比如，澜沧江·湄公河中老缅泰四国边境贸易文化交流活动、
中缅边境地区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中缅胞波节、中缅文化周、
由云南主办的泰文《湄公河》、缅文《吉祥》、老挝文《占芭》、
柬文《高棉》杂志等等。边民文化交流的日益完善和丰富，不
仅是展示和传播民族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表明边民对
文化交流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肯定的表达。

2.2.3  边民心理认同的文化符号形式
边民心理认同的符号形式主要以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的为

相同核心点，以此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心理认同文化符号，分别
从国家制度法规认同、政治经济文化认同、民族宗教文化认同
为表现形式。

在以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的为前提条件下，边境口岸地区
包含着迥然不同的国家制度法规，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同
的民族宗教文化，边民在生产生活过程当中，从不同的理需求
到具体的心理表达，最终都体现在以上文化符号形式的表现上。

图 4 边民心理认同文化符号形式

且边民所认同的符号形式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与边民的心
理需求是契合的。边民心理认同的民族文化符号具有复杂性和
相生相伴性。在文化符号表达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民族文化
符号传播，民族文化符号心理确认，民族文化符号识别等一系
列心理认同过程。

2.3  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调查
根据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认同形式，本文有针对性

发放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元素云调查问卷 100 份，随机
选取中缅，中越，中老边境的边民和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65 份，分别从边境口岸值得关注和推广的民族
文化符号元素，如何加强民族文化符号元素交流方式以及最能
直观体现民族文化符号元素等方面为主要调查内容。首先：从
人员构成方面，学生所占比例为 43.08%，在所有类型的人员
构成当中比例居高，主要考虑到的在对民族文化符号敏感度和
热情度上，稍有侧重性的进行了选择。

图 5 人员构成图

其次：问卷针对性的就如何关注和推广民族文化符号元素
和能直观体现边境口岸

图 6 最值得推广的民族文化符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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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目前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符号的元素

注：以上图表根据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元素调查报告整理而成，
仅代表课题组观点。

资料来源：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元素调查报告。

民族文化符号的元素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显示，最值
得推广民族符号元素是民俗文化，以及建筑和特色农产品等，
所占比例为：58.46%、47.69% 和 43.08%。而认为最能体现
民族文化符号的元素为人文景观和建筑，所占比例为：23.08%
和 24.62%。由此表综合分析得出：

图 8 如何加强民族文化符号元素的交流

2.3.1  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类型的划分
图 6 图表中值得推广的民族文化符号分析得出边境口岸民

族文化符号具体类型的划分。以调查事实为依据，结合符号学
创始人査尔斯 - 桑德斯 - 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的
符号的三分法思想而进行划分的。分别从符号形体、符号对象
和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展开，以中缅瑞丽口岸、中越河口边境
口岸、中老边境口岸为主要符号类型划分对象，典型载体是文
化符号传达中的重要介质。

民族文化符号的类型特点表现为点式分布，面状展现，又
点及面，由面展点的分布特点。

分类 文化元素 符号类型 典型载体

中越
边境
口岸

民族元素 像似符号 瑶族等
建筑元素 像似符号 异域风情街等
自然环境 像似符号 红河、南溪河等

语言 象征符号 汉语、越南语等
历史文化 指索符号 河口同盟起义纪念馆 1897
宗教文化 指索符号 佛教、道教
民俗文化 指索符号 边民互市

中缅
边境
口岸

民族元素 像似符号 一寨二国等
建筑元素 像似符号 傣王宫等
自然环境 像似符号 一树成林等

语言 象征符号 傣族、缅甸语等
历史文化 指索符号 国际邮件互换局等
宗教文化 指索符号 佛教等
民俗文化 指索符号 国门书社

中老
边境
口岸

民族元素 像似符号 傣族
建筑元素 像似符号 傣族建筑风格等
自然环境 像似符号 望天树

语言 象征符号 傣语
历史文化 指索符号 中老界碑史展馆
宗教文化 指索符号 佛教
民俗文化 指索符号 边民互市

表 1 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类型

所谓像似符号，意既是用肖似的方式来表征对象的，它完
全是对符号对象的写实与模仿。指索符号的表征方式，是符号
形体与被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因果或邻近性
的联系，使符号形体能够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象征符
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 ,
它们的表征方式是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的。以中缅边境
口岸为例，分别从民族元素、建筑元素、自然环境、语言、历
史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切入，中缅边境主要是傣族、景
颇族、缅甸、汉族为主要聚居民族，在和当地人的交流中，语
言当然是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何方式，而这就是典型的象征符号
的形式。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都属于指索符号的类型，中缅边
境设有姐勒金塔，天涯地角，一寨二国，傣王宫，畹町边境文
化园，畹町国际邮件互换旧址等为作为指索符号的载体的形式。

图 9 国际邮件互换局旧址

2.3.2  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提取方法
图 7 调查的方向是最能体现边境民族文化符号的元素，

其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对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提
取方法研究。以事实数据参考，利用形象学调研法分析边境
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提取方法。形象学调研法主要来源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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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专业学科，用于研究生物形式的本质。这一方法常常被用
于艺术创作中，其方法便是对事物的形式、形状和结构的观
察。[4] 形象学调研法在视觉传达专业中使用的范围会比较广
泛，因为它是形象调研作为一种整体和视觉分类的方法，同
形体与科学实践并行，都属于艺术创作领域。它是对科学的
补充，即解决动物、植物和矿物形态科学分类中遗漏的关系。
它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和直观的绘图和可视化方法，来形成
自己的一套视觉研究系统。

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有部分的民族文化符号被随意嫁接，
并无章法的进行了的符号提取，并发现了很多矛盾却也并不算
违和的文化符号提取形式。以中缅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为例，
像似符号类提取方法可以使用实验的手段，结合多角度的观察
的方法。比如在对历史文化的类的民族文化符号提取的过程当
中，在充分尊重历史，挖掘地方文脉的等一系列等等符号提取
前提下，会考虑到利用纪念类建筑、可视化的图形展示、文化
旅游等等方式进行民族文化符号的展示。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
的指索符号提取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如何转化为
可视化，如何抽象化转化为具像化的过程。

例如；在提取语言，象征符号的过程当中，有些民族没有
文字，他们的语言就是作为一种口头的，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达，
除了以口述史的形式传承外，也可以在以符号的形式进行尝试，
只不过这种抽象化转化为具像化的过程还需要探索和研究。有
的民族有文字记载语言的，符号提取的方式进行传承是一种最
好不过的选择。傣族作为有语言记录和文字的民族，我们除了
利用文字的形式进行记录外，还可以通过绘画的形式对语言进
行重新的定义和理解，观察对象，把它变成一种艺术的表现形
式。比如，建筑元素作为一种像似符号，展现的角度会更加多
元和多样，结合感观和观察工具，直观体现民族符号。在中缅
瑞丽口岸的弄莫湖公园，如图 5 所示，公园设有 3 处大门，而
3 处大门分别以傣族、汉族、景颇族的民族文化符号展示建筑。
分别以孔雀大象为符号元素的傣族大门、以景颇族的目瑙示栋，
汉族的牌坊为民族文化特点，从符号功能角度上说起到就是对
边境民族认知和传播的直观体验，3 处大门各具特色，民族文
化符号鲜明，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文化符号传播功能。

符号 符号类型 方法 步骤 结果

中缅
边境
口岸
民族
文化
符号

民族元素——
像似符号

实验
多角
度

多样感官观察，借助；工具
观察忽略的细节，改变观看
模式。如图，借助门为载体，

体现傣族文化符号。

建筑元素——
像似符号

自然环境——
像似符号

语言——
象征符号

直观
的绘
画

记录

绘画、摄影、录像进行重新
理解、定义和解释观察对象。
也可单独成为艺术的表现形
式。如图：被重新定义的傣

族文字书法展示。
宗教文化——

指索符号 可视
化

抽象
化

视觉形式转换，提取图案共
性特征。具有历史文化的指

索性质的路牌。
历史文化——

指索符号

表 3 民族文化符号提取方法

图 10 莫弄湖公园

2.3.3  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介入方式
图 8 如何加强民族文化符号元素的交流就是对民族文化符

号介入方式的研究，调研数据显示最应该在民俗文化加强交流，
其次为宗教、边民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加强交流就是强化介
入的方式的一种手段。

首先：宏观角度上看，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介入方式一：
具有互相认同，合而不同，和而为一，不同呈现。微观角度上
看，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介入方式二：符号带入，视觉输入，
景观介入，文化渗入。

互相认同、合而不同、和而为一、不同呈现。
符号体现了人与外界的关系，人通过符号创造了文化，符

号使自然世界成了文化世界，“符号能够帮助人们定义自我，
评价他人、事物和事件，帮助人们组织语言、描述关系、表达
情感和思想；人们可以通过符号来设定目标，制定计划，甚至
管理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创造关系和互动意义。[5]

在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具有认同感和互动性，存在于
边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你来我往的文化经济通关，心有
灵犀的般的语言交流，具有二国情怀的文化场所和博物馆纪念
馆等，无一不在展示着作为边境口岸独有的风景线和地域景观。
与此同时，却也保留自身的本国文化和生活习俗，虽和而为一，
但是确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个性。此“和”非彼“合”，
合而不同表达的是边境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边境文化的不可替代
性，既虽合但并不相同，此“和”为中国古语常云“和气生财”，
更讲究个协调共赢的意味。

图 11 越南商店

符号带入、视觉输入、景观介入、文化渗入。

图 12 符号介入关系图

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是以符号化的形式随着边民的互相
交流的过程中带入的，开始进行视觉形式上的输入，并在国家
的城市建设体系中以城市形象建设、建筑景观等形式进行介入，
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上的渗入过程，四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过程。比如，在对中缅瑞丽口岸的调查过程中，边境口岸
最典型的就是象征符号的输入。民族语言交流方面，以语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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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象征符号表现最为强烈，说着缅甸语的不一定就是缅甸
人，有可能就是汉族人或者其他族群人种、有的甚至能掌握 2-3
种语言。城市建设方面，走在瑞丽街头，你随处可见建筑、景
观小品、商品交易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出现多种象征符号，载
体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图 13 印有 3 种语言的一寨二国水井

符号带入、视觉输入、文化渗入、景观介入四者之间是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完整把握四者的关系，能够更加合理
的且完整的理解民族符号的意义。

由此可见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存，
融合性与兼顾性同通。对于云南边境民族文化元素的各个符号
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武断口岸边境
的民族文化符号的孰多孰少的问题，口岸民族文化符号受国家
和政府的相关影响较大，具有一定政治导向性影响。

3、云南边境口岸民族文化符号的表达意义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前提下，云南边境口岸民
族文化符号的表达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治意义的表达
边境口岸的首先任务作为与邻国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

济纽带，更多的是具有国家政治表达意义的主张，作为政治手
段的存在。促进政治参与，增强政治沟通、推动政治社会化的
的作用。

第二：国家安全意义的表达
云南边境口岸民族众多，团结好边境口岸各民族，对于稳

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战略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第三：民族文化特性的表达
随着云南与周边各国的互联互通的提速，边境游跨境游也

是越来越流行。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首先就是由于随着旅游
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加之边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所带
的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景观所带来的独特文化体验，不同
的民族文化体验大餐和民族风情所传达出的独特特性。不仅仅
是简单的边境文化的表达，也是文化体验经济的下的口岸民族
文化直接的表达。

第四：文化传承意义的表达
边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需要有不同手段不同载体形式

的表达。通过对民族文化符号的提取既是对文化意义的表达，
也是延续传承的方式之一。边境民俗文化、边境建筑文化、边
境历史文化等急需要丰富和完善的文化内容，利用民族文化符
号的提取方式和手段，达到对传承方式的多种表试和探索，不
仅仅是边疆固民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手段。

第五：象征意义建构表达
象征意义既包含文化意义和自然环境意义二个基本属性，

从象征意识出发，并依据象征所反映的文化意义，建构起文化
研究系统。边境口岸民族复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信仰，
不同的民族文化仪式，但是却以不同姿态存在，并最终呈现共
生的和谐状态。民族认同、象征符号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
同等在边境口岸的民族文化建设中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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