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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广文 张晓华

社区空间作为构成社会大空间
的一个基本单元，是社会大空间的
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具备了一般意
义上社会大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
与精神性。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社
区空间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性
的物质空间，为居民提供学习、工
作、交往、游憩的场所；同时也是
居民之间生产社会关系的社会空
间，影响社区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交
流，调节社区内的社会关系；还是
一个承载着居民共有精神和共有意
识的精神空间，能够丰富居民的精
神世界，塑造居民的精神意识。社
区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
空间三者之间彼此连接，互相影
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互嵌式的共有家园。

从 201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
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建立相互嵌
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到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
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进一步明确了民族互嵌社区的

构建方向。民族互嵌社区的构建旨
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即在不同民族
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通过各族居民全
方位的交融互嵌而不断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因此，构建民族互
嵌社区空间的本质就是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出发点的空
间生产行为。基于此，城市民族互
嵌社区的空间构建应该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眼于打
造各民族互嵌共生的物质空间、各
民族互融共进的社会空间和各民族
互认共融的精神空间。

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
结合，建设各民族互嵌共生的社区
物质空间。社区物质空间即“显性
空间”或“硬性空间”，是由社区的
公共建筑和社区景观等物质实体所
组成的物理空间形态，该空间有着
明确的界限和范围。城乡一体化的
持续推进加速了少数民族群众向城
市的流动，我国目前已有超过1/3的
少数民族人口居于城市和散居地
区。在各族群众大融居的背景下，
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物质空间的建设

必须注重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
机结合，将社区的建设主动与所属
城市的发展规划接轨。在城市发展
规划的框架下，以本地自然资源与
人文资源为依托，以不断实现各族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充
分考虑和尊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
性，结合社区的人口规模与人口结
构，合理规划社区内居住、娱乐、
商业、休闲等功能模块的布局，加
强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民族互嵌社区物质空间的构建还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凸显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
文化符号和形象，赋予物质空间彰
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
意义。

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构建各民族互融共进的社区社会空
间。社区社会空间即“韧性空间”，
是一种包含社会生产生活在内的社
会结构，其核心是对社会关系的构
建和表征，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
属性。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社会空间
的构建应聚焦于社区治理，以党建
为引领，引导和鼓励社区居民与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增强各族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完善社区治
理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提升社
区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营造开
放包容、有序互嵌、和谐互助的社
区氛围。以满足各族居民多元多维
多样的需求为目标，优化社区公共
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社
区服务质量，架好联系各族居民的

“连心桥”，画好各族居民团结进步
的“同心圆”。以实现各族居民全方
位互融为宗旨，通过线上和线下各
类活动搭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的平台，为各族居民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各
族居民交流互动的范围和频次，不
断深化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
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交融，促
进各族居民共同团结奋斗，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打造各民族互认共融的社区精神空
间。社区精神空间即“隐性空间”
或“软性空间”，包含情感、品质、
意识、信念等思想活动空间。社区
是各族居民群众在情感和信任基础

上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
体，每一个居民个体对社区空间都
应该具有主体间性、积极正向的集
体记忆和共同情感。由此，城市民
族互嵌社区的构建必须关注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适应和
城市融入，关注各族居民群众的物
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
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不
断密切各族居民的情感，充实各族
居民的精神世界。协同各方力量做
好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宣传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
的教育融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积
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
各族居民在居住互嵌、语言互通、
文化互融、情感互依的过程中提升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在此
基础上将情感进一步升华为“五个
认同”，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思想基础。

道路作为基础设施，是各族人民生
活的必备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
要。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来看，
国家的强盛往往跟交通的发展密切关
联。从秦朝开始修建的灵渠，汉朝的河
西走廊、丝绸之路，到隋朝时期的京杭
大运河，它们的修建都为当时带来了经
济文化的繁荣。经济上，交通发展推动
经济发展，带动经济更快转型，提升地
区的经济价值；政治上，方便社会治
理，同时提升综合国力，对国际地位的
提高有推动作用；文化上，推动各地区
的文化发展与传播。

自古以来，滇黔桂及其周边区域皆
为各民族交往的广阔舞台，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做出很大贡献。这些区域因为句町
文化、茶马古道、马帮而形成了民族交
融区。

作为世界有名的古道之一，茶马古
道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茶马古道兴起
于唐宋时期，横跨桂、滇、川、藏等
地，见证了沿途汉、藏、纳西、白、
回、普米、傈僳、壮、侗、彝等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成为各民族共同建设、
共同参与、互相扶持、共同发展的联系
纽带。对今天华南、西南多民族聚居区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启示。

茶马古道推动了滇黔桂各地的经济
活动交流。宋代广西形成了三大博易
场：横山寨博易场、永平博易场及钦州
博易场。作为茶马古道的东起点，广西
百色田东横山寨博易场是宋朝在广西买
云南马匹的重要场所，交易的商品有
马、羊、香料、药材、盐、茶、锦、
彩、瓷器，甚至包括书籍等文化用品。
因为参与的群众众多，商品流动频繁，
横山寨曾被誉为“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
市场”。从北向南、由南往北的商品流
动，推动了沿线周边圩市的形成和发
展。

左右江流域地处桂、黔、滇三省区
交界地带，是重要的大西南商品集散
地；与越南接壤，是中越经济交往的前
沿。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大西南广阔的腹
地招徕了大批商人，他们集资建会馆进
而定居下来，促进了区域商业经济的发
展。在新中国成立前，百色曾经有各地
商业会馆，包括粤东会馆 （尚存）、广
东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
馆、灵州会馆 （尚存） 及横山寨遗址旁

的田东县祥周镇上发现的清代乾隆年间
兴建的岭南会馆，这些都是广西与云
南、广东等地经济交流的实证。

茶马古道推动了中原与滇黔桂各地
的文化交融。茶马古道上的商业经济活
动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中原文化与滇黔
桂文化交融。唐朝至宋元时期的百色壮
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种较为融洽
的商业交往状态。来往贸易的商人中除
了当地的壮族先民和周边各族民众外，
还集结了来自东南沿海和中原一带的汉
人以及西南诸蕃国的各民族商人。这些
人来自不同的区域，在交往的过程中带
来了本民族生产技术、特色文化和风俗
习惯，使各民族文化交汇在一起，碰撞
在一起，催生了新的文化。

儒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广西
各民族思想的转变。汉民族进入广西并
带来了儒学等教育思想，他们在广西各
地创办学堂，使壮族接受了汉族的传统
文化。据考古发现，百色在阳圩等地发
现了几个营盘军事阵地。这突出了百色
边镇的重要性。随着边镇的设置，官员
入桂主政，儒家文化在广西得到深入传
播。从各地文庙的建立可见一斑。根据

《广西通志》 和 《广西教育史》 记载，
从隋唐到明清，广西各级官学共有 84
处，内设孔庙的有79座。宋代的文庙分
别沿着漓江到桂江、西江流域到南宁、
浔江-黔江-柳江三条线路设立分布。明
清新建的孔庙则主要集中在桂西西江上
游的羁縻州，即左、右江流域的新宁
州、太平府、左州、土田州、奉议州等
地兴建的 19 所文庙，以及红水河、龙
江、融江流域的河池州、思恩县、怀远
县、都安县、罗城县等地兴建的10所文
庙。文庙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的设立及文
庙的修建体现了各地文化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土司土官便是受到文化融合的影
响不断改变思想观念，从而增加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百色的壮族人民在与其他
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他们的
先进文化，而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从
其他地区进入百色的民族也逐步融入壮
民族中。

茶马古道上瓷器的流通弘扬了华夏
文明，推动滇黔桂等地的中华文化认
同。宋代，社会经济比较繁荣，赋予瓷
器一定的社会地位。根据《郊庙奉祀礼
文》记载，北宋年间，瓷器开始使用于
祭祀当中，上流阶层也非常崇尚，宋代

的官窑制度更是直接提高了瓷器的地
位，文人的茶文化离不开精美的瓷器，
瓷器文化逐渐上升为民族文化和华夏文
明的一部分。瓷器在广西横山寨的考古
发现，说明了瓷器在茶马古道的流通，
说明了瓷器文化通过茶马古道传播于各
少数民族之间，推动了文化认同，对今
天的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横山寨考古挖掘出的瓷器部分比较
精致，其中有景德镇的瓷器，而且发现
了 3-4 个瓷窑。这些或精致或相对普通
的瓷器，证明横山寨博易场的贸易联通
内外，所以说茶马古道广西段延伸出去
就相当于中国南部的丝绸之路，是中外
文明的交汇点。

茶马古道加强了滇黔桂的语言文字
交流交融。语言是各民族之间交流思想
和感情的工具。在横山寨博易场鼎盛时
期，各民族来往络绎不绝，商贾们语言
不通，无法交流，翻译便应运而生。翻
译者作为中介，不仅为交易双方创造经
济效益，还能建立良好的文化交流平
台，推动各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今天
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大部分地区使用的
西南官话，在广西则主要称为桂柳话。
根据 《百色历史通稿》 记载，当时靖
西、德保、那坡的客商可以使用官话
（桂柳话） 与右江河谷壮、汉民族及来
自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人交流；
甚至有的外来官员和客商还能入乡随
俗，学会右江河谷民族方言 （壮话），
适应壮民族生活习俗等。如今百色的少
数民族把西南官话称为汉话，应该是过
去桂滇黔三省区在茶马古道沿线做生
意，汉族主要使用西南官话，少数民族
与汉族交易和交流交往所造成的影响。
各民族之间通过语言沟通，使各民族的
思想观念产生碰撞，并逐渐加深感情，
融合成一个整体。其语言交融仍影响着
现今各民族的交流交往。

横山寨贸易带动外来文化和本地文
化的交汇互融。壮族的稻作文化、铜鼓
文化，汉族的青铜技术，各民族文化就
是在这里相互交叉、融汇，又通过这条
古道文化走廊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
地。横山寨作为军事要地虽在元代撤
销，但它沿江商埠的功能延续很长时
间。这条古道沿线的各民族依旧保持着
经济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说明了
百越之后的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频繁与
深化。

茶马古道增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历史上，茶马古道是滇黔桂各地之
间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沿线各民族开展
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经济上各民族
互通有无，通过茶马、盐马、瓷器及其
他商品的交易，互相信任，互助共赢，
了解彼此文化，加深感情，文化上彼此
认同，从而形成民族团结景象。

茶马古道离不开马帮，马帮文化是
茶马古道文化的一部分。马帮不只活跃
于云南到西藏、四川到西藏路段，马帮
也在滇黔桂之间活动。他们在古道上运
输货品，做商品交易，促进了各民族经
济活动及文化交流。云贵马帮把云南贵
州当地的特产运到广西，然后再把广西
的特产运到云贵做交易。广西的马帮亦
然。百色的凌云、田林、乐业等县都曾
经有很多马帮。今天的田林县浪平乡还
有超过1000人外出，组成马帮做运输生
意脱贫致富。

茶马古道促进稳边、兴边，维护国
家统一。云南广西接壤越南、缅甸等
国，属于边疆地区。唐宋在百色田东设
横山郡、横山寨，说明中央政府明确把
百色纳入中央控制的疆域中，在云南、
广西、贵州茶马古道连线上采取的有关
市马、盐马、茶马等政策，促进了商业
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宋
代雇请少数民族首领参与买马，给予他
们权力参与贸易，设立博易场，使得少
数民族与中央政府形成经济依赖的关
系，起到了安抚作用，同时沿线设置的
马驿、营盘等可以稳定地方社会、维护
国家安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稳边、
兴边富民的作用。

茶马古道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
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茶马古
道作为西南多民族文化互通的载体，时
间上跨越数千年，空间上穿越桂、川、
藏、滇、黔等地区数千公里，把这些地
区带到了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实现了民
族国家空间控制的能力，这些区域的少
数民族成为“国家的人”，如此，滇黔
桂川藏等地实现由点到面的链接和推
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
与构建。此外，茶马古道从广西及云南
往外延伸，与越南、缅甸等地联线，成
为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是重要
的民族互动之路，是文化交融之路，是
文明交汇之路，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做出了重要贡献。

共同体视域下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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