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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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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

大方略，而民心相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虽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

家，但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

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

议中的重要节点，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

挥重大作用。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一应尊重民族文化多样

性，增强沿线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二应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跨界民

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三应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厚植民心相

通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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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

之一，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

了便捷条件。２０１７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高度

肯定了跨界民族作为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本文拟以民

心相通为视角，探讨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

议中的作用，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

实施。

　　一、跨界民族是民心相通的先行者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

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社会根基［１］，是实现跨界民族之间、

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最直接

和最有效的体现。跨界民族地区呈现出山水相

连、通道众多的地理状态［２］，虽然被政治因素分

隔开来，但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同、语言

相通，一直存在相互通婚现象，存在体育文化、

民族节日、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这些都为

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

１．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为民心相通提供

了便捷通道

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是民心相通最有力

和最有效的体现。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每个民族对自己

的语言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跨界民族语言相通

有利于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凝聚人

心，有利于形成价值认同。

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

家，但其共同语言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

供了便利条件。我国有５６个民族，有１４个国

家与我国接壤。其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

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哈尼

族、哈萨克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

族、柯尔克孜族、布朗族、仡佬族、阿昌族、塔吉

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

德昂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

哲族、门巴族、珞巴族３３个少数民族语言是跨

境民族语言。以跨境语言功能的强弱与使用跨

境语言人数的多少为依据，可将我国跨境而居

的这３３个少数民族语言分为四大类：一是境内

境外均为大语言（壮语、维吾尔语、苗语、哈尼

语等９种）；二是境内为大语言、境外为小语言

（藏语、彝语、布依语 ３种）；三是境内为小语

言、境外为大语言（景颇语、塔塔尔语、德昂语、

珞巴语４种）；四是境内境外均为小语言（布朗

语、阿昌语、鄂温克语等９种）。［３］例如，中越两

国山水相依，两国边境地区跨界民族、语言名称

虽众多，但其语言与文化相通。中越两国共同

语言有壮侗语族语言（壮语、侬语、岱语、傣语

等）、藏缅语族语言（彝语、哈尼语、桑孔语等）、

南亚体系语言（莽语、布芒语、克木语等）、汉语

（客家语、粤语、闽语等）、京语。其中，汉语、京

语、壮侗语族语言是中越两国使用最多的语言。

我国云南、广西与越南交界地区大部分是傣族、

壮族，越南岱族、侬族与我国南部壮语方言同属

台语支（壮傣语支）中部方言，傣族语言都属于

西南方言，跨界民族进行交流时语言障碍不

大。［４］跨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有利于跨界民族

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增进跨界民族之间的关

系，从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跨界民

族间的共同语言不仅是跨界民族间进行交流的

工具，更是加强跨界民族团结、实现跨界民族地

区双向开放的重要保障。

２．跨界民族族内通婚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为

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分属不同疆域，但跨界民族所处的地理

位置、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大体相同，加之语言相

通，使得跨界民族之间很容易进行沟通。比如我

·４３·



高蕊，等：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虽然分居在中越两

国，但在婚嫁方面有着相同的风俗习惯。壮族、

岱族、侬族都有笃信生辰八字的习俗［５］。

跨界民族间（同一民族）通婚自古有之，且

通婚比例较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泰国王室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土司之

间就存在着长期姻亲关系。［６］这是由于两个地

区历史文化相同，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语言

沟通也没有障碍，所以该地区的通婚现象就很

普遍。我国云南与越南接壤地区的富宁县田蓬

镇的苗族基本上都是族内跨界通婚，即使在汉

族、苗族混居的村子，也基本上是苗族内跨界通

婚。［７］近些年，跨界民族地区的通婚率呈上升趋

势，且呈现出由边境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态

势。跨界民族间通婚，增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感

情，促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跨界

民族生活在不同国家，其风俗习惯也会受到所

在国家主体民族的影响，这为跨界民族通婚增

添了不同文化元素，有利于跨界民族间不同文

化的传播，为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３．跨界民族间传统体育文化的长期交流为

民心相通搭建了重要平台

跨界民族间文化互动的关联因素和内在动

力在于，国界线两边的群体在文化上有着诸多

内在的同一性，共源和共同的文化是维护共同

民族情感的有力纽带。［８］作为跨界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体育文化对于增强民

族间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民族虽然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但跨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共源性，使建立

跨界民族文化互动和交往平台的可能性变成了

现实。［９］我国新疆就是一个例子，它与中亚五国

自古为邻，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

兹别克族作为主体民族世代生活在中亚地区。

由于新疆和中亚地区地形主要是荒漠、绿洲和

草原，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跨界民族多以放牧为

生，该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也多与此有关，如赛

马、赛骆驼、摔跤等。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性

格豪放，擅长骑射，每年的节假日都会有各种体

育活动，如赛马、摔跤、叼羊等，这与我国新疆地

区的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基本相同。近年

来，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等

领域间的合作不断增多，中国先后派代表参加

了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阿吉亚达乌萨比赛、库

尔曼冬不拉比赛等多项活动。新疆与中亚跨界

民族间的文体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

了解和信任，同时也提高了跨界民族对同一文

化的认同，增强了跨界民族间的民族认同感，有

利于促进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所在国家之间的

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奠定了

基础。

４．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为民心相通提供

了外部动力

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是跨界民族间文化

交流的重要媒介，对于促进跨界民族间的相互

了解和认识有重大意义。

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是

比较正常和友好的，这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保

持睦邻友好关系至关重要。［１０］云南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位于中缅交界地区，中缅两国的傣

（掸）族、景颇族（克钦）族历史上同根同源，所

以一个民族有盛大节日，对面国家的同一民族

也会参与其中，有时政府也会互派代表参加。

例如，每年的公历四月中旬是傣族的泼水节，即

傣族的新年，在这期间，位于缅甸的掸族同胞与

云南地区傣族一样，清晨起来沐浴礼佛，与傣族

同胞一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木瑙纵歌节是中

缅景颇（克钦）族的重大节日，每逢木瑙纵歌

节，中缅景颇（克钦）族身着盛装，奔向木瑙广

场，伴着音乐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

日。此外，缅甸的独立节、联邦节也是中缅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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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的共同节日，不仅提高了跨界民族间

交流的频率，同时也增进了中缅两国的睦邻友

好关系。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中国、

老挝、越南三国的交界处，随着中老、中越友好

关系的不断加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江城县人民政

府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打造的

“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１１］，老挝、越南都

派出代表团来到我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

“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成为中、老、越三

国文化互动的桥梁，促进了中、老、越三国的睦

邻友好关系。由此可见，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

动为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有利于跨

界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传播，为民心

相通提供了外部动力。

５．跨界民族间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民心相通

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宗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文化［１２］，跨界民族

山水相连、文化同源，宗教信仰也往往相同。跨

界民族虽由于政治疆域而分居在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但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仪式或活

动，所以一方民族举行宗教仪式时，对面国家的

同一民族也会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南传上

座部佛教大约在１５世纪中叶传入中缅边境地

区，中缅边境的傣（掸）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

教［１３］，且每年的宗教活动颇为频繁。例如，在

傣历九月关门节至十二月十五开门节的３个月

净居期内，要举行多次佛会，缅甸境内的掸族法

师、信徒也会参与其中，与傣族法师、信徒进行

交流。跨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利

于提高跨界民族对同一宗教文化的认同，同时

也有利于相邻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一

带一路”辐射范围广，覆盖地区呈现多民族、多

宗教、多文明交融的特点［１４］，沿线跨界民族间

的宗教文化交流加强了沿线各民族间的心理认

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二、跨界民族是“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全方位交流与

合作，促进国家与区域之间共同发展，其顺利推

进一方面需要沿线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

贸易、金融、设施等方面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也

需要沿线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基于

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跨

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将在

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方面发挥重大

作用。

１．跨界民族是不同国家之间加强文化交流

的重要纽带

跨界民族相互之间具有跨越国界的民族感

情，使得跨界民族成为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的

纽带和重要力量。基于跨界民族这一特殊重要

性，充分利用其自身与周边民族的同源关系，借

助跨界民族之间共同的语言、同一民族间通婚

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传统节日交流与宗教信仰

一致性，提高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频率，可以为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精神纽带。

此外，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传承发展的重要因

素，民族意识也反映了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

化积淀。跨界民族地区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

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重要目

标，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通过

跨界民族增进相邻国家亲密关系作用的有效发

挥，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与所在国的协同发

展，有利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亲民惠民的

友谊之路。

２．跨界民族是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有效渠道

跨界民族具有相同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了

解、熟悉相邻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能够

有效推动沿线国家跨界民族之间的民心相通，

使得该国与周边国家间的金融、贸易交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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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起初作用是

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输到亚

洲、非洲、欧洲等地区。随着古代中国商品的输

出，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

主要通道，沿线民族充当了亚非欧地区经济贸

易往来的使者，跨界民族地区也承载了亚洲、非

洲、欧洲等地区的贸易交流活动。“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

推进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基于跨

界民族的特殊优势，有效发挥跨界民族在国家

间经济贸易往来中的建设性作用，有利于进一

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跨界民族地

处边境地带，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与相邻

国家的民族有密切联系，能够利用自身语言优

势，准确地翻译、解读邻国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

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区之间的隔阂与误

解，减少相邻国家经济交往过程中的问题，推动

沿线国家间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因此，在“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不断提高跨界民族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水平，可以增强沿线

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与认同，推动周边各民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３．跨界民族是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的有效

保障

跨界民族对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既有积极

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良好的跨界民族关系会加

强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反之则会破坏国家之间

的政治关系。此外，一国所制定的跨界民族政

策对于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

重要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

家与地区之间的政策协商与沟通是“一带一

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跨界民族作为

国家相关政策（比如我国的西部开发、兴边富

民行动计划、对口支援计划、精准扶贫政策等）

的受惠群体，更能深刻体会国家民族政策的深

刻含义。因此应注重发挥跨界民族在宣传国家

政策措施方面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

族群众中的精英人物，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

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将边疆惠民政策

落实到本地区群众当中，以实现边疆地区的跨

越式发展。加之跨界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亲缘性

联系，跨界民族能够有效传递“一带一路”倡议

中的相关政策，增进相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三、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战略地

位的策略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

容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条件，

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相通是民心相通最直接、

最有效的体现。我国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

的战略地位，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１．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

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推动民心相通的

重要动力，而要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就应尊

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才能得到认

同，只有认同才能获得行动上的支持。我国跨

界民族众多，每个跨界民族的成员既是中华民

族的一员，同时也是本民族的成员之一，带有本

民族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因

此，要加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让跨界民族真切感受到国

家重视其文化的发展，给予跨界民族文化发展

的空间，赋予民族地区制定和实行有关本民族

条例的权利。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自治条例》（２００７年修订）第６７例中就规

定，每年的１月２３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全

州放假３天；泼水节全州放假３天，自治州内各

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重。民族地区单行

条例的实施，体现了国家对于民族地区政治、文

化、生态、社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推动民族地

区根据本地区实际进行建设。另外，“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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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要顺利推进，也需要各民族的支持和

广泛参与。沿线跨界民族应积极参与到“一带

一路”建设中来，发挥自身的地缘、文化优势，

加强与邻国同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我国

跨界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得到传播与发

展，并且得到沿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使我

国边疆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走出去”。只有

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给予各民族文

化充分发展的空间，才能为广泛的文化交流提

供可能性，也为民心相通创造更多的条件。

２．建立相关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广、建设内容

多，沿线跨界民族众多，因此，要加强民族间的

交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相通，不

仅应尊重沿线跨界民族的文化发展，同时也要

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

提供组织保障。目前，我国已出台相关政策，帮

助跨界民族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一带

一路”沿线的贸易、资金融通也制定了相关规

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沿线贸易、资金活动。例

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组成

的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与友好关系、巩

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永久性政府组织。上海合

作组织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

组织保障，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往

来。同时，跨界民族间文化交流方面的机构建

设也应提上日程，以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

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动力。建立跨界民族

间的文化交流机构，旨在为跨界民族的节日庆

典、文体活动、宗教祭祀等文化交流提供平台，

促进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另外，“一带一

路”沿线高校是各民族文化聚集和学术交流的

最理想场所，具有进行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容

易将各民族文化凝聚起来。所以，跨界民族地

区的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成立民族

文化交流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

服务。这不仅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跨界

民族文化发展，有效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

化交流，也可提高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增进民族间的友谊，推动我国传统文化“走

出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了解我

国的传统文化。

３．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我国将跨界民族地区纳入到“一带一路”

建设体系中，使跨界民族地区由我国发展的边

缘地带转变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

有利于跨界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跨界民族地

区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跨界民族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给予大

力支持。每年应组织各类艺术表演深入到跨界

民族地区进行演出，丰富跨界民族地区人们的

精神生活。同时，应加强跨界民族地区文物的

保护，帮助跨界民族地区建立群众艺术馆、文化

馆等。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建成的云南省博物馆，就

体现了政府对云南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

视，同时也为该地区人民提供了更多了解本地

区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跨界民

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跨界民族地区文化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

丰富，为该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近年来，党和国家为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促进了跨界民族地

区文化产业的繁荣，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促进该地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

流，使该地区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来，充分发挥跨界民族的优势作用。

　　四、结语

“一带一路”是实现国家和区域间合作的

重要方略，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

“五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社会根基。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因素分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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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由于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

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

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

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必将

在沿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

策沟通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尊重民族文化多

样性，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

根基，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将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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