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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从“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
谈广西“区域文化联动”的规划与培育

谢振红

当前，全国各地“区域文化联动”方兴未艾。笔者以为，广西“魅力北部湾”群
众文化活动是一个“区域文化联动”的典型案例。“魅力北部湾”走过的 7 年历程
和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于广西“区域文化联动”的规划与培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城市群文化发展战略催生“魅力北部湾”
2008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文化厅北部湾

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课题组，经过深入调研，提出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文化发展
战略。北部湾经济区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公共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
如何融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文化发展战略，是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新
课题。

2009 年 3 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群众艺术馆馆长联席会议在北海市召开，专
题讨论了北部湾经济区群众文化联动议题，会议达成“四市五馆”携手共同打造
“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共识。商定“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由广
西群众艺术馆牵头，南北钦防四市群众艺术馆具体实施。采取轮值制，每年由一
个城市承办一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创作推出一批具有广西北部湾特
色、有影响的群众文艺作品，围绕一个主题，召开一次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举办
一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览和一台优秀群众文艺节目展演。“魅力北部湾”
群众文化活动于 2009 年在北海市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成为了辐射周边
带动广西的区域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先后荣获广
西第十六届“八桂群星奖”项目奖和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项目奖。

二、“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的四次提升
“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从 2009 年启动至今，经历“各自为战”到“联合作

战”、“局部联动”到“全区联动”、“广西联动”到“全国联动”、“全国联动”到“东盟
联动”，实现了活动形式、内涵、质量的四次提升。

( 一) 从“各自为战”到“联合作战”。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联合

发展、开放开发建设风生水起。而北部湾经济区群众文化活动还处在一个少互
动、少联合、少平台、少品牌的“各自为战”局面。2008 年 8 月，在全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馆长研讨班上，南北钦防四市群艺馆馆长在讨论北部湾经济区群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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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问题时，认为北部湾四市群艺馆应该有所作为，在区域联动、共建共享方面
做一些探索和尝试，通过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共同培育文化品牌，实现共建、共享、
共荣，为北部湾经济区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北海市群艺馆率先倡议“四市
五馆”共同搭建“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平台，开展群众文化交流活动，“四市
五馆”专题讨论了共同培育“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议题。从此，北部湾
经济区群众文化从“各自为战”向“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

( 二) 从“局部联动”到“全区联动”。
2009 年 8 月 12 日，广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暨全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北海市召开，我们抓住机遇，趁而势上，在现场会期间
启动了首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在自治区文化厅的支持下，南北钦防四
市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首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但是，
首届“魅力北部湾”活动参与单位仅仅限于南北钦防“四市五馆”，活动范围小、项
目少、社会影响不大。到 2011 年，第三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在南宁市举
办，经文化厅同意，南宁市群艺馆将“魅力北部湾”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和理
论研讨会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区，并邀请了部分市群众艺术馆的优秀文艺节目参加
展演。从此，“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从“局部联动”走向“全区联动”。

( 三) 从“广西联动”到“全国联动”。
2013 年第五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轮回北海市举办。四年一轮回，如

何突破? 北海市群艺馆在组织策划第五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方案时，注
意在扩充联动、突出特色、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上下工夫。在文化厅的支持
下，将文化部“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广西行的“大舞台”“大展台”“大讲堂”
活动与“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春雨工程”文化志愿者与北部
湾群众同台演出、同场展览、同堂讲座，实现了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互
动、共享，丰富了“魅力北部湾”活动内容，提升了“魅力北部湾”活动的质量档次，
扩大了“魅力北部湾”的知名度，提高“魅力北部湾”的影响力。“魅力北部湾”从
“广西联动”走向了“全国联动”。

( 四) 从“全国联动”到“东盟联动”。
2015 年第七届“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在南宁市举办，南宁市群艺馆充分

利用与东盟各国联系密切的优势，在原有“展演、展览、研讨”和全国文化志愿者广
西行的“大舞台”“大展台”“大讲堂”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与东盟国家的文化
交流，举办东盟国家儿童绘画作品展、“中国? 东盟”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等。邀
请东盟国家艺术团参加“魅力北部湾”群众文艺优秀节目展演，邀请全国五个少数
民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参加“中国? 东盟”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实现了“魅力北
部湾”群众文化活动走向全区、走向全国、走向东盟的目标。

三、“魅力北部湾”对广西“区域文化联动”的启迪和借鉴
笔者以为，“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和经过四次的探索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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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广西“区域文化联动”规划与培育具有启迪作用。
一是文化观念理念的创新。“魅力北部湾”突破了就群众文化而做群众文化

的惯性思维，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瓶颈问
题”，提出了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理念，把群众文化放置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放置到促进区域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中，开阔各自的文化胸襟和
文化眼界，建构一个联动的区域文化发展机制。吸纳、整合、利用区域内优质的文
化资源，激发区域内的文化潜能和活力，实现区域文化的共建、共创、共享、共荣，
提升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传统的文化品牌具有鲜明的独有性和地方性，而
“魅力北部湾”文化品牌是“四市五馆”共有的，而不是某个市某个馆的。集“四市
五馆”的力量共建、共创、共享、共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充分调动了各市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这是“魅力北部湾”的最大特点和亮点，也是“魅力北部湾”的魅力
所在。

三是文化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魅力北部湾”活动举办机制采取轮值制，活动
经费采取 AA制。充分减轻和分散政府财政压力，取得政府领导的充分支持。子
项目可以采取企业冠名、赞助、联办的方式吸引社会参与活动，形成社会文化社会
办的格局。
“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盘活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的文化资源，拓展了

文化服务的外延和空间，丰富了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提升了文化服务效能和
水平，突破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配置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体制限制，对解决具有
共性特征的区域文化发展问题，特别是对广西“区域文化联动”提供了启迪和
借鉴。

四、广西“区域文化联动”的规划与培育
( 一) 广西“区域文化联动”的有利条件。
1、从地域特征看。广西西北接云南、贵州，东北靠湖南，东南邻广东，西南与

越南接壤，南临北部湾，是我国民族自治区唯一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省区，山地
丘陵多，平原少，地域特征鲜明。按“海、江、边”的地缘特征可分为北部湾区域、西
江流域、红水河流域、左右江流域四个文化圈。

2、从民族特色看。“风情八桂，山水广西”是人们对广西文化特色的评价，广
西世居有壮、汉、瑶、苗、侗、么佬、毛南、回、京、水等 12 个民族，少数民族在衣食住
行和节庆、宗教、风俗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一定的区域
范围内，相同或相近族群在语言、生产形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自然形成了一
个生活文化圈。

3、从艺术形式看。广西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桂东南人民群众喜爱粤剧，客家
文化特色鲜明;桂北人民群众喜爱山歌，唱采茶戏;桂中文化包容性强，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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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壮族群众能歌善舞;北部湾地区开放包容，中西文化特色鲜
明。广西文化既有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又有时代特征鲜明的现代都市文化和开
放包容的海洋文化。

( 二) 广西“区域文化联动”规划与设想。
中央给广西的三大定位是“国际通道、战略支点、重要门户”，广西的发展战略

是北部湾经济区和西江经济带“双核驱动”，沿海、沿江、沿边“三区统筹”。笔者以
为，广西“区域文化联动”应该围绕“双核驱动”和“三区统筹”展开。

1、“县域文化联动”。
广西“县域文化联动”，可以考虑以区域内江河流域为主线组成县域文化联动

片区，符合沿海、沿江、沿边“三区统筹”格局。
( 1) 南流江流域县域文化联动。以“南流江”为联动杻带，联合南流江沿岸合

浦、浦北、博白、玉州、北流 5 县( 市区) ，紧扣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展以海
洋文化、客家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以广场、社区、农村文化中心为阵地，以群众
为主体，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求为目标，开展县域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2) 红水河流域县域文化联动。红水河广西段全长 659 公里，流经乐业、天
峨、南丹、东兰、大化、都安、马山、忻城等县( 自治县)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素有
节日庆典和喜丧祭祀击打铜鼓来表示庆贺或悼念，这一风俗一直沿袭至今。铜鼓
文化和少数民族歌舞文化是红水河流域的文化特色。以红水河为联动杻带，联合
红水河沿岸县( 自治县) ，开展红水河县域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3) 左右江流域县域文化联动。左右江流域有以宁明花山岩画为代表的骆越
文化历史，以龙州小连城、红八军军部旧址、红八军纪念馆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以
天琴为代表的壮族民风民俗和中越异国风情等。以左右江为联动杻带，联合沿岸
县市，以民族文化、边关文化、红色文化为特色，开展左右江县域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

2、“市域文化联动”。
广西“市域文化联动”，可以设计为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桂北地区

四个板块。
( 1) “魅力北部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联动。北部湾经济区南北钦防

四市五馆实施的“魅力北部湾”群众文化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2013 年获全国
“群星奖”项目奖，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建设营造了很好的文化氛围。下
一步的努力方向，一是要从突出地域特色，提升活动品质，扩大品牌影响; 二是要
突出文化惠民，扩大群众参与面，让群众从中分享文化改革成果，将“魅力北部湾”
办成真正的群众文化欢乐节。

( 2) “西江明珠”———广西桂东南区域文化联动。桂东南包括梧州、贺州、贵
港、玉林四市，是广西“双核驱动”发展战略的一核。桂东南素有戏剧之乡的优良
传统，广西( 梧州) 粤剧节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展内涵和外延，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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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特色的小戏小品融入广西( 梧州) 粤剧节，使之成为广西“地方戏剧节”，桂东
南区域文化联动的平台，为广西“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建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 3) “边关风情”———广西边境地区文化联动。广西边境地区包括百色、崇左、
防城港三市，边境少数民族风情浓郁，以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关文化为特色，以
少数民族歌舞文化为载体，开展广西边境地区文化联动。

( 4) “魅力非遗”———广西桂北片区民族民间文化联动。桂北包括桂林、柳州、
河池、来宾市等，四市民间民俗节庆独具特色，且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有互相交往
的习惯。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有彩调、侗族大歌、瑶族黄泥鼓舞、瑶族铜
鼓舞、毛南族肥套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展示“非遗”为主要内容，开展“区
域文化联动”活动。

3、“区域文化联动”。
“群星璀璨耀八桂”———广西群众文化成果会展。广西群众文化会展是广西

“区域文化联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汇集“县域文化联动”、“市域文化联动”的成
果，每年在南宁举办一届“群星璀璨耀八桂”———广西群众文化成果展会。集中展
示广西群众文化成果，形成“群星璀璨耀八桂”轰动效应，达到宣传群众文化、满足
群众对文化需求目的。

( 作者:谢振红，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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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中的雅文化如何保持其“雅”

黄 静

千百年来，雅文化因其“雅”而备受欢迎和推崇。它是高雅的、散发着艺术馨
香的文化，然而今天却有些人借着雅文化敛财。中央巡视组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
些功力不足、笔墨欠佳的领导干部扎堆艺术协会，权力染指文化圈，滋生更多权钱
交易;文艺评奖“暗箱操作、利益交换”……今年，部分在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纷
纷建言:文化界、文艺圈亟须防治“雅腐”，还雅文化“雅”之本质。本文就雅文化如
何保持其“雅”提出拙见。

一、什么是雅文化
群众文化中的雅文化，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形式出现，被称为“士人文

化”、“皇族文化”、“精英文化”，因其高雅脱俗，素以上层文化群体为主体，满足的
是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历来备受文人雅士喜爱和推崇，到了今天，更是上层社会
彰显品位、争相追捧的对象。

二、雅文化正在被玷污
其实，雅文化就是典型的雅好，用来丰富业余生活、修身养性、提升道德情操

的，可能会挣来一些名声，但绝对不是博取富贵的敲门砖，靠其成名也绝非易事。
南朝宋羊欣编《采古来能书人名》，列举秦至晋 600 多年间能书者仅 69 人。宋元
两代 400 余年，算是文化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入选《宋元尺牍》的书法家也仅仅 120
人。尽管如此，雅文化因为其高雅、幽雅的特性，还是被历朝历代的上流阶层推崇
追捧。本来这也是好事，因为上流社会人士普遍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较
一般老百姓高，他们的追捧可以推动雅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古代，只有读书人
才懂得玩雅文化; 在今天，玩雅文化玩得好的，也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可
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雅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亵渎、被玷污，越来越脱离“雅”的
本质了。

在古代，只有成为历史人物的雅文化大家才会得到公认，当代玩得好的，一般
都没得到普遍承认。但是今天，“著名”的某家某家遍地都是，试图借雅文化博取
富贵者多如过江之鲫。花钱请人吹捧，炒高出货;抄录一首唐诗宋词，标价几十万
几百万;个人专辑汗牛充栋，招摇过市;各类画廊、展会、拍卖行，或收或售“名人”
书画，以囤积、抬价为能事……

更有一些人因其手握大权，借助雅文化敛财，收受雅贿: 明明水平一般，却因
身居要职，墨宝到处悬挂，在各种比赛中获奖并卖出好价钱，轻而易举地获得经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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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明明对雅文化一窍不通，但却是政府举办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各种雅文化
大赛中必不可少的“全能评委”，通过“付出劳动”获取不菲的“评委费”;明明对雅
文化不感兴趣，更毫无造诣，却在各级雅文化协会中挂着领导者的头衔。正如不
久前请辞陕西省书协主席职务的陕西官员周一波的公开直言:领导干部挤进艺术
协会，名正言顺地收钱，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种种现象告诉我们，雅文化正在渐渐远离艺术的追求与修身养性，异化成了
一些人追名逐利的敲门“雅砖”。这些对高雅文化的明目张胆的玷污，实在令人
痛心!

三、如何保持雅文化的“雅”
雅文化是我国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客创造出来的，是我国的国粹，是

高雅的、圣洁的，我们不能容忍它被玷污，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清理它身上已经被
沾上的污垢，我们必须致力于保持雅文化的“雅”。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1. 如果你是一个有官位有实权的雅文化爱好者，必须牢记:雅文化是用来修

身养性的，爱好它，学习它，能带给你平和的心境，安抚你浮躁的情绪，提高你的个
人素养，但是它不能给你带来富贵荣华。

看多了《唐伯虎点秋香》之类的戏，可能你以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的生
活该是如何的奢靡。然而，“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
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之类唐寅的自况，才是玩雅文化者的真实写照。无独有偶，
徐渭“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
题画诗，表明这位书画大家的生活同样惨淡。即便开创“颜体”的颜真卿，虽有功
名爵位，但从《乞米帖》《鹿脯帖》中可窥其生活窘况: “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
罄竭，秖益忧煎”，“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还有诗仙李
白、诗圣杜甫等历史上的雅文化大家，几乎都逃不了困厄的人生。所以虽然雅文
化是我们的国粹，但传统上是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生计的。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不会再为生计烦恼了，相反，我们绝大多数人吃穿无忧，
可以放心地玩雅文化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
只睡卧榻三尺”这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不能指着雅文化发财，这是我们应有的
心态，用这样端正的心态去玩雅文化，雅文化就能保持其“雅”。

这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呢，你必须擦亮你的眼睛。因为你有职有权，所
以总会有怀着龌龊目的的小人围在你的身边，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古代明君十分重视“清君侧”，亲贤臣而远小人，今天的领导干部一样要擦亮眼睛，
头脑清醒，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蒙蔽，被他们言过其实的吹捧吹昏了头，从而把
爱好和职权扯在一块，利用职权沽名钓誉，利用雅文化升官发财，给高雅的雅文化
殿堂带来污风浊气，成为搞坏一锅粥的一粒“老鼠屎”。

自己的作品好不好，周围的人，尤其是对你有所图的人说了不算，不妨匿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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