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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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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文化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与实地考察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广西北部湾

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调查分析，以期为该区

域海洋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若干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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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对沿海居民在长期

涉海生产生活中创造并积累非遗的总称，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6 年，国家海洋局与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
三五”规划》，指出要开展海洋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创新海洋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的新模式。由此可见，有关海洋
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不仅涉及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问题，而且也与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战略密切相关。鉴于
此，本文以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搜集
以及实地调查，系统分析其所拥有海洋非遗的数量与分布、特征
与功能等，以期为促进该区域海洋非遗的传承发展提供参考。 

二、广西北部湾地区概述 
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它东临中国的雷州半岛和海南

岛，北临广西，西临越南，与琼州海峡和中国南海相连，为中越
两国陆地与中国海南岛所环抱，是我国大西南地区出海口的最近
通道。本文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相关内容，明确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主要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
崇左六个城市，总面积达 7.27 万平方公里。通过调查发现，广
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主要集中于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从
民族方面看，广西北部湾地区有汉族、壮族、京族、苗族、瑶族
等世居民族，但从事海洋生产的主要以汉族、京族和壮族为主。 

三、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况 
自古以来，广西北部湾地区居民沿海而居，形成了以海洋捕

捞、滩涂采集、海盐生产等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逐渐
演化出以海洋生产为背景、独具民族特色的海洋非遗。本文现从
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资源的数量、特征、功能的不同维度展
开海洋非遗相关内容的阐述。 

（一）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量 
本文通过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调研，对相关海

洋非遗项目进行验证、补充，最终搜集到 137 项海洋非遗。根据
前文文献综述结果，将其划分为民间文学、传统表演与游艺、传
统工艺与技能、民间信俗四种类型，其中，民间文学主要包括与
海洋文化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文学作品、民族文字等，共
计 40 项；传统表演与游艺主要包括传统舞蹈、民间戏剧、民间
歌曲、民间游戏与杂技等，共计 43 项；传统工艺与技能则主要
包括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技艺、传统美术、海洋生活技能等，共
27 项；民间信俗是指民间信仰，以及相关节庆活动、生活禁忌
等，共计 27 项。 

（二）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征 
1.地域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成果，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

开与之息息相关的地理环境[1]。海洋非遗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
分，其形成、生存和发展也必然与当地居民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密
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洋非遗是海洋这一地理环境下居
民“靠海吃海”的直观反映，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而广西北部湾
地区的海洋制盐、渔业捕捞、民间故事传说等也无不具有深厚的
地域文化色彩。 

2.民族性 
民族性是海洋非遗的形成与发展是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综合

反映，是一个民族（族群）的群体品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
广西北部湾地区有汉、壮、京、苗、瑶等多个世居民族，其中，

临海而居的主要是京族、壮族，以及汉族中的疍家人和客家人。
不同族群虽然均以海洋生产为主，但仍保有其民族文化传统，因
此其海洋非遗也被烙下民族印记。 

3.多样性 
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按照非遗的地域特点和生产生活

环境进行定义，其自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主要分为民间文学、
传统舞蹈、曲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多种类型，进而表现出
海洋非遗内容的多样性；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的所属民族不
同，壮族、汉族、京族等民族皆有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等海洋非遗类型，从而进一步
丰富了海洋非遗的多样性。 

4.活态性 
非遗普遍具有活态性的特点，即它对“人”和文化生态空间

的依赖性更强，非遗只有通过传承人才能代代相传[2]。然而，“人”
是具有主观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体，在海洋非遗的传承过程中，
每个人对非遗的理解不一，各自的应用和创新能力也不一样，因
此，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会因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创新应
用而发生改变，体现出活态流变的特点。 

（三）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功能 
1.交流娱乐功能 
广西北部湾地区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过去与外界接触较

少，自然纯朴的海洋活动项目是满足其娱乐需要的主要途径。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民众依托海洋资源进行生产、生活，
创造当地特有的语言、风俗、文化，海洋非遗便是在此种环境下
孕育而生并流传至今，逐渐发展成为人们交流、娱乐、调节生活
的重要工具。 

2.教育传承功能 
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在现今仍具有优秀的文化表象与

生命力，与它不断沿袭和教育创新的传承方式密不可分。在语言
和文字不够发达的过去，先人们利用具有健身、娱乐功能的少数
民族传统活动作为载体来传承生活、生产技能以及繁衍技术，其
教育表达方式直观、易懂、群众便于接受。也正是这种教育传承
性，使得海洋非遗从诞生之日起便代代沿袭、流传至今。 

3.凝聚民心功能 
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遗凝聚着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意

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民间信俗，成为本民族凝心聚力的重要保障。
此外，开展极具民族特性的海洋非遗项目也是各民族间、区域间
甚至国际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间可
通过海洋非遗了解彼此文化、增进情感交流或加强交往合作，使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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