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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饮食文化都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之一，1 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餐饮老字号资源异常

丰富多彩，不同的烹饪饮食文化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是

丰富的，这些饮食文化背后，蕴含的是我国劳动人民对

生活的热爱、在生活中的智慧以及思维的多样性，认识

和了解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对于保护传统饮食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族文化精神品

牌传承和推广，也有重要价值。目前，我国饮食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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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失，是餐饮界

的一大憾事。从现实需要出发，中国饮食文化申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应该是首选，鉴于此种

现状加快我国地区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挖和

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本文以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为例，深度挖掘该地区饮食文化元素和内涵，全面推动

我国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1.广西饮食文化保护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湾，是我国唯一的

一个沿海沿江和沿边少数民族自治区，区域内的少数民

族多达 12 个，在少数民族距离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

样化的文化特色，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广西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重要组成部分，

饮食类文化中包含的民族食生产、食生活和食文化，都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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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西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来看，

已经对外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广

西有 35 个项目入选，但是不包含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而在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99 项已认

定的名录中，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有 19 项。这

些名录内容主要包含地方风味菜肴、调味酱等制作工艺
[2]。但是不管是在广西认定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还是地级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饮食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占比都是比较低的。

2.广西饮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特色

受到广西少数民族众多的影响，加上地区的多边地

理位置优势，让区域的文化交流增多，文化多样性增强，

同时，也丰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饮食文化，就广西饮

食文化特征来看，整体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乡土气息

和民族特色。

2.1 食源的广泛性

指的是饮食材料以及饮食品种的广泛性。在饮食材

料上，凡是地区所产的，都可以作为食材，即使是木叶、

果皮都可以被制作成地方特色菜肴。以动物为食材的有

蛇、鼠、虫、蚁、蝗、蛛、蛹等，以植物为食材的有葛

根、山药、菌菇、笋、耳等，特色的调味食品有桂皮、

香叶、茴香、豆蔻、香草、丁香、黄花等。食源的广泛

性也让地区的居民在饮食上具有多样性，这其中，还包

含了饮食品种的变异性，通过相关主配料的交错、复合

和变化等，将少数民族礼仪、禁忌、风俗等元素都融入

进去。

2.2 食涵的地域性

广西因为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造就了地

区别样的水土气候，这也让区域的饮食内涵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广西地区的饮食品种不但多样，且质量以及

口味的地域性特点也是比较显著的。例如环江香牛、陆

川猪、巴马香猪、北海鱿鱼、桂林马蹄、荔浦芋头、贵

县莲藕、灌阳雪萝卜、全州禾花鱼、靖西香糯、东兰墨

米等，这些都是地区特色的饮食特产，相关食品的地域

特色也十分鲜明。现阶段，广西地区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的产品已经位列全国前七，这些产品都是地区的特

产，也是珍稀产品。就地域特色来看，广西饮食可以按

照桂北、桂西、桂东南、海滨以及少数民族来进行风味

流派划分。

2.3 食味的复合性

广西饮食文化在口味上，多是复合性的，口味复杂

多变，香、辣、酸、甜、咸、鲜、香、麻、苦等，各种

口味应有尽有。地区居民对于鲜香食品的追求达到了一

定程度，也成为地区饮食的一大风格。广西饮食中，不

管是饭粥粉还是菜点，在选材、调制、加工、烹饪中，

都体现了对于食材鲜味的激发 [3]。广西居民喜欢酸辣口

味也比较明显，很多食物的口味就是又酸又辣的复合型

口味，例如，柳州螺蛳粉，加酸加辣还加臭，这种特色

美食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就像长沙著名小吃臭豆腐一

样。螺蛳粉的制作口味中包含的香、鲜、酸、辣等口味，

是典型的复合口味食品，深受大众喜爱。

2.4 食俗的信仰性

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其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

的，所以饮食文化的信仰性也是必然存在的。对于地区

饮食文化而言，节日庆典、祭祀饮食等都具有一定的宗

教色彩，体现了广西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地区饮食

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食俗的信仰性对于地区饮食

文化的内涵、饮食风格以及饮食特色等都有一定影响。

例如，在地区重要祭祀活动中，基于心理作用以及具体

事件重要性的影响，他们的饮食注重奢华。节庆中的以

喜庆和分享为主，节庆中包含祭拜，所以饮食中也有祭

拜之食，在完成祭拜后才可以食用。这些活动开展中，

要表现几百这的诚意、崇敬、娱乐请心理，所以在相关

饮食食材选择上比较精挑细选，加工、造型以及色彩等

应用比较考究，所以做出来的食品质量上乘，十分精美。

广西在节庆以及祭祀中形成的饮食文化主要来源于自然

现象、图腾、禁忌等文化 [4]。

2.5 食风的民族性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域内不仅有世代长居的

12 个少数民族，还有后来迁入的 20 多个少数民族，所

以是的地区的饮食交汇，体现了浓浓的民族饮食风格。

纵观广西发展历史，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地区的饮食受

到汉族食风影响，粤食融入，不过尽管如此，在食物用

料、加工、调配、烹制等过程中，采用的食用方式以

及饮食观念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还包含了很多民

族食习、风俗信仰等，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广西

现阶段的食文化遗产名录中，其中超过六成都是少数

民族品种。

3.广西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广西地区的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来

看，虽然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饮食非遗文

化的普查、申报、开发和保护等工作中依然存在一定的

问题 [5]。地区对于饮食文化遗产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开展

不到位，加上一些产品受到国外同类产品和假冒伪劣产

品的影响，导致生存经营出现问题。一些饮食非遗项目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一些饮食产品为实现产量化，

忽视工艺技术，片面追求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反而降

低了产品质量。

此外，广西地区自身对于饮食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

不足。对于饮食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不足，导致一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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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我们国家的饮食文化在经过其他国家包装宣传后，

变成他们的文化，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损失。正如

韩国泡菜，他们对于泡菜文化深入挖掘，精心包装后，

最终让韩国泡菜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国

一直以来也有泡菜历史，但是因为局限于对自身八大菜

系的自豪感，忽视了对于更多传统饮食非遗文化挖掘和

保护，导致一些饮食非遗文化流失。从目前广西地区的

非遗文化记录来看，饮食非遗文化项目所占的比重还不

到 10%，而事实上，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饮食非遗文化

素材多种多样，经过深入挖掘和保护传承，才不至于自

身的文化流失 [6]。

4.广西饮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转型策略

4.1 加大宣传，提升饮食非遗文化影响力

广西饮食文化是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饮食文化多种多样，交汇创新，

为地区饮食非遗文化项目申报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对象。

但是，目前广西的饮食非遗文化保护工作相对滞后，政

府对于饮食非遗文化的保护和申报工作积极性不高，对

此，要提升饮食非遗文化的保护重视度，积极强化对地

区特色饮食文化的宣传工作，扩大饮食文化影响力，推

动地区特色饮食文化走出去。对此，可以在广西地区组

织开展民族美食展，将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美食以及广西各地特色食品集中展示，例如将包括

梧州纸包鸡、灌阳油茶、恭城油茶、三江侗族油茶、五

色香糯米饭、杨美豆豉、横县大粽、南宁老友粉、宾阳

酸粉、三江酸鱼、阳朔啤酒鱼、梧州脆皮葱油鱼等多个

品种在内的非遗美食汇聚民族文物展，展示不同美食风

采 [7]。美食展的活动通过多样化的广西美食呈现，不仅

宣传相关美食产品，还可以对非遗美食传承人现场展演

精湛的制作技艺，构建图文并茂的美食文化长廊吸引大

家学习，共享珍馐美味汇聚的美食长席宴。还可以组织

开展美食传承人研讨会百家争鸣等等，让大众能够近距

离、全方位、深层次感受广西非遗美食文化的魅力，增

进了解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和特色鲜明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积极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

中华文明的队伍中来，让广西饮食非遗文化得到传承和

保护，加速地区的饮食文化发展。例如，2015 广西举办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展”，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创新形式，把博物馆陈列展览延伸到户外，以接地气的

广西非遗文化直观活态展示和市民亲身体验活动相结合，

让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技艺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使民族饮食文化精华在历经千年之后重新焕发出新的生

机。活动不但能增强大众的广泛参与性，也能大大提高

广大市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4.2 创新地区饮食文化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当前，旅游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并且随着旅游行业

的不断发展，大众对于特色美食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广

西不仅有特色美食，还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对此，

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以饮食非遗文化为主题，在相关旅

游目的地设置搭建广西特色美食街，将地区有代表性的

美食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这样的

文化氛围中，加强饮食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同时也加

速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让更多服务业发展起来，这对

于促进广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5.总结

新时期，广西饮食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转型是

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加速区域饮食文化传承

和发展的需要。从目前广西地区的饮食文化来看，饮食

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性、民族性、信仰性等特色鲜明，

但是在饮食非遗文化的保护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

此，提出要加强地区的特色饮食文化传承，搭建多元化

的饮食非遗交流平台，吸引一大批非遗保护单位参会，

让他们来学习体验广西饮食非遗项目的具体制作技艺、

食酱制技艺、米粉制作技艺、桂菜烹饪技艺、老汤精配

制、油茶体验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经验，为饮食类

非遗保护及传承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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