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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壮学、民族学专家梁庭望教授今年已

87岁高龄，但依然笔耕不辍，奋战在民族研究的前

沿阵地，率领团队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开展重大课题

研究，同时心系家乡，长期关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及文化建设。当下，广西正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作为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

者和研究者，梁庭望教授对该示范区的建设有何建

议？近日，他接受记者采访，围绕正确把握中华文

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品牌打造等话题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记者：近年您率领团队承担国家重大理论研究

课题并出版专著，能否介绍一下您近年研究的重点

领域、方向及研究成果？

梁庭望教授：近些年我和我所在的团队主要研

究了两个课题，一个是“骆越方国研究”，另一个是

“爱国志士侬智高研究”。

“骆越方国研究”2013 年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2015 年结项，研究形成的专著

《骆越方国研究》 2017 年出版了。这个项目是为了

维护南海主权而设立的，我们通过调研论证，驳斥

某些国家所谓中国岭南和南海是他们民间传说中人

物开发的谬论。《骆越方国研究》书里写了我国开发

南海的历史、范围，为什么说是中国开发了它，等

等，出版以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据统计，大概有

600个网站发表了相关信息。

这个项目源于2004年在南宁大明山的调查。当

时南宁市计划开发大明山，邀请我担任专家组顾

问，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大明山下有一个古都城，

根据出土文物等情况我们判断，这里应该是骆越方

国的都城。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因为骆越方国是先

秦时期岭南和南海的开发者。骆越由12部构成，其

中蛟龙部就负责开发南海。我们意识到，这涉及国

家领土安全、领海安全、文化安全，要对此进行深

入研究，以占领骆越文化研究的制高点。

“爱国志士侬智高研究”是教育部委托研究的国

家重大项目，2017年12月正式下达委托文件，目前

我们的团队正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研究。

记者：您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对于广西特

别是广西民族文化，您比较关注的点有哪些？

梁庭望教授：过去我们关注的是广西各民族的

历史文化，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不能只

研究过去，更重要的是研究未来广西应该怎么发

展，也就是壮族等各民族的发展问题。

这几年我比较关注广西的这五个问题：一是广

西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栽培是中国南方越人、也

就是江南汉族的祖先和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首先发

明的，广西至今分布着较大面积的野生稻，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韩斌课题组与中国水稻研

究所等单位通过水稻基因遗传研究，发现分布于广

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最近，表明广

西很可能是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相关论文2012年

刊登在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轰动一时。我们

广西人天天吃米饭，但对祖先驯化野生稻的历史不

太清楚，对稻田没有歌颂，内蒙古人就天天歌唱草

原。杭州附近发现了一粒 2 万年前的米，就进行声

势浩大的宣传，相比之下广西的声音就小得多。

二是南海的开发问题。南海的开发涉及两个航

线，一条是西线，一条是东线。现在学者研究的基

本都是西线，但只讲海上，没讲陆地上的部分。古

人从中原进来，到湖州，顺北流江而下，到南流

江，再到合浦，然后出海。这体现了民族团结和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汉族进来，瑶族跟壮族

的船工一起，包括灵渠水不够的时候都要人来拉

船，那是汉、壮、瑶等民族的船工一起拿着绳子

拉。东线也值得研究。1975年美国一个海员在加利

福尼亚州的浅海挖到几十个石块，有的是正方形，

有的是三角形，上面有个圆洞。美洲没有这种石

头，最后在广东广西沿海发现这种石头，它是中国

古代越人的船锚。20世纪90年代，我跟几个专家写

了很多文章研究这个东西。专家们通过石头上锰的

厚度，证明越人3000年以前就到达过美洲，经过印

度尼西亚、斐济等地走海路过去。此前大家都认为

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我们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观点。

三是岭南开发的历史。现在的岭南山清水秀，

但早期森林覆盖面大，毒虫细菌多，据古籍记载，

“数百里无日色”，唐宋时期，甚至到了明代，广西

还是贬谪犯人的地方，经过壮、汉等民族的开发，

才有了今天的秀美岭南，这段开发的历史值得研究。

四是汉族南迁的问题。第一批汉族南迁的，是

秦始皇留下的军队，打完仗回不去了，就留在广

西、广东，留下的人数有说 10 多万的，有说 20 万

的。第二批是汉代的时候，出现一个“南海潮”，当

时人们从中原涌到合浦这个地方。合浦、钦州这片

区域目前已经发现上万个汉墓。整个岭南来看，集

中出现这么多汉墓的地方很少。我比较关注的是汉

族南迁以后，壮族祖先包容、帮助他们，没有驱

赶。南迁的客家人和土著民族就发生过一次矛盾，

也很快就解决了。

五是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土安全、文

化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比如中国是天琴文化的发源

地，天琴是壮族传统艺术，越南却将天琴认定为国

家非遗项目，并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遗项目。越南

还在德天瀑布那里修建了一个地质公园，把我国的

领土也包括在内。有的国家还根据民间传说，说南

海是他们开发的。

记者：202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2000年

您在提出“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时就谈到，四

大板块的文化互相辐射，呈现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格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准确理

解、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梁庭望教授：弄清楚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有

利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20 世纪 70 年

代末至 80 年代，中国出现一场文化热。其中，费孝

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是

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上的一次突破。许多专家学者

开始从多元角度探讨中华民族文化，提出“中华文

化的板块”的概念。当时有将中华文化分为 3 个板

块的，也有分为5个或6个板块的，但不管多少个板

块，里面都不包括少数民族的板块，我认为这有失

偏颇，就进行了研究。

我通过研究中国语系语族民族分布，提出中华

文化是由四大板块组成。这四大板块是：中原旱地

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江南

稻作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它们由经济纽

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紧密地联结在

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

系。

中华文化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各民族文化像主

干上很丰茂的枝叶。为什么要正确把握？因为中华

文化是全国的文化，而各民族文化是区域的文化，

区域的文化不能反对整体文化。要扶持那些有利于

我们主体文化发展的，能够促进主体文化更丰满的

民族力量，如果它对主体文化有伤害，那要排除、

调整，不排除会影响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里是讲要服从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从

于党的领导，服从于国家的统一，服从于民族团

结，服从于社会发展。

记者：党的二十大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为贯彻党

中央精神，广西近年来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您认为广西在建设过程中，应

如何发扬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优

良传统，从各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能量？

梁庭望教授：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提到“十二个必须”，我们广西建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就要带头执行这“十

二个必须”。

一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二是必须把推动各

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三是必须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五是必

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六是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

团结旗帜；七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八是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九是必

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十是必须坚持依

法治理民族事务；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十二是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

领导。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到广西视察时高度

评价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22年在

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八桂大地

发生的历史巨变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您长期研究广西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据您了解，广西的历史文化中有

哪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经验或精神值得弘

扬和推广？

梁庭望教授：从全国来说，我们面对两个问

题：一是国家要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党的

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二是抵抗打压，西方国家看到

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要打压我们。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各个民族要团结起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广西要在这两方面表现突出，一要继续发扬吃

苦耐劳的精神。二要培育市场经济，培育懂市场经

济的人。比如天等县一个初中毕业生搞桂林米粉产

业，后来带动了一帮人，在广西、广东、北京、上

海等地卖桂林米粉。三是继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

统。四是要保卫好我们的领土。广西在保卫领土上

是很出名的，比如镇南关大捷。五是要学习，加强

文化交流，提高大家的知识文化水平。

记者：广西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近

年来也在着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在文化品牌打

造、知名度提升等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您有什么建

议？

梁庭望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给了广西“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样高的评价，我们需要提高

站位，把它放在更高的层次来理解，进一步总结

“示范”表现在哪些地方，并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

还有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提到的瓦氏夫人千里抗倭，以及革命先烈韦

拔群带领农民闹革命等，这些光荣的历史都值得深

入挖掘。

民族文化品牌方面，我们应该打造稻作文化的

中心，展示稻作文化，这个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

的声音太弱。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在湖南省怀化市举办世界粮食安全研讨会，

袁隆平请我作一个关于稻作发明史的专题报告，我

在会上阐述了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由中国南方越人发

明的观点，与会者中有61名外国农业史专家，以及

国内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大会是同声传译的，我

讲完以后，等待他们反驳，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实

际上就等于全世界公认，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由中国

南方越人发明。广西本可以利用这样的契机和研究

成果打造稻作文化品牌，但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的

材料我们广西还用得太少。

此外，铜鼓这个品牌也应该打造，因为越南现

在也要“抢”铜鼓（这个品牌）。

广西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内蒙古、西藏、

新疆这些地方把民族的主旋律给定出来了，这个主

旋律可以反复在很多歌曲里出现，一出现人们一听

就知道是这个民族，广西到现在还没有总结出一个

主旋律，也没有中心，稻作文化是我们的中心，我

们应该歌唱和稻作文化有关的东西，但是没有。如

果能总结到刘三姐那个程度就很好，20 世纪 60 年

代，我刚大学毕业，就是刘三姐的时代，我现在都

80多了，没有出现第二个像刘三姐这样有影响力的

品牌，并不是我们的民族没有东西，而是总结、挖

掘、推广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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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教授。 （黄尚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