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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柳州螺

蛳粉产业集聚区考察时称赞道：“真是令人惊奇！小

米粉搞出这么大规模的产业来，不容易，值得好好研

究总结。”[1]柳州人的“工业思维”让传统地方美食螺

蛳粉实现了产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将小米粉

做成了“三个百亿”的大产业，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但其文化价值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亟待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在文化高度发

展和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深入研究广西米粉多重

叙事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挖掘、提炼广西米粉文

化的深刻内涵，赋予米粉符号象征功能和精神内核，

提升米粉产品的文化溢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米粉及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保护与发展[2]、制作技艺[3]、产业化[4]等方面，重制作

技艺的现代传承而轻米粉叙事的历史演变，重产业

发展而轻文化内涵，鲜见国内外学者从叙事学的角

度对米粉文化展开研究。然而，饮食偏好、食品消费

与社会结构、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一直作为人类学

的研究主题，经久不衰。比如：大贯惠美子透过历史

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日本人对于稻米的自我隐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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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稻米是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5]1-5。马文·哈

里斯(Marvin Harris)主张，物质生态因素决定不同地

区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饮食差异 [6]。杰克·古迪

(Jack Goody)通过比较西非和欧亚社会中不同的烹饪

方式和饮食差异，提出由经济转型所导致的地区社

会经济结构变化，是与烹饪饮食方式改变相联系

的[7]。西敏司(Sidney W. Minz)认为，西方殖民扩张以

及资本主义贸易自上而下地将蔗糖渗透进人们的日

常生活，改变了社会的消费体系，蔗糖从而成为现代

化和工业化的标志[8]。彭兆荣认为，品尝民族志在西

方强调身体的感官感受，而运用于中国饮食文化中

时，应包含身体实践所体现的经验理性，特别是口味

的“惯习”[9]。詹姆斯·华生(J. L. Watson)的著作中以

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食品企业的发展为例来探

讨文化帝国主义、跨国主义以及文化本土化等主

题 [10]。还有学者强调要从文化视野看待食物，关注

物的“生命”历程，物的“商品化”“去商品化”路径及

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11]3-63。

因此，对米粉文化的研究可超越对米粉产业化

和制作技艺的关注，而深入挖掘米粉文化的叙事及

其背后的社会想象，即食物营养价值以外所蕴含的

文化及社会意义。叙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交流表达

方式，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集体的思想和观念 [12]。

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文字时代浩如烟海的典

籍，再到大众传播时代的各种新闻和文艺作品，人类

一直在以“讲故事”的形式描绘或记录人类的生产、

生活场景的集体记忆。在经典叙事学理论看来，叙

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通

过叙事理解世界和讲述世界”[13]。“自然化”是指在历

史过程中文化决定的价值与规范获得了一种使人们

相信它是“自然”的而不是随意的地位 [5]5。换句话

说，当地人在描述有关米粉的各类叙事时，并没有刻

意地表达什么，只是把从小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传说

复述出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笔者借用“自

然化”的概念，挖掘当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各类米粉

的叙事。

笔者主要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重点考察广西

的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和柳州螺蛳粉，对与米粉相

关的典故、民间传说、地方志等进行收集和整理，对

米粉从业者及消费者进行个案访谈，从主观经验上

进一步深化米粉文化叙事，从而展现广西米粉的多

重叙事及其社会意义。广西米粉的多重叙事研究主

要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第一，米粉的历史叙事，主要

讲述有关米粉的渊源、传说、谚语，以及相关的民俗、

礼仪、信仰、禁忌等内容。第二，米粉的民族叙事，主

要讲述特定历史中的族群互动与融合促成了广西米

粉文化。第三，米粉制作技艺的文化叙事，主要讲述

米粉的原材料及佐料、材料搭配、制作器具、制作手

法、制作工序传承以及附在这些内容上的制作者的

劳动和情感。第四，米粉的国家叙事，主要从讲好中

国故事的角度，梳理稻米及米粉从古至今的国家叙

事的历史演变，包括从帝王祭祀到粮食安全，强调从

产业发展和扶贫实践的现实出发，结合自上而下的

国家战略与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逻辑，将米粉文化、

产业发展的社会想象与国家话语结合起来，透过米

粉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透过小产业做好大文章。

一、时空建构：广西米粉的历史叙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

南、回、京、彝、水、仡佬等世居民族。由于地处祖国

南疆，各民族的饮食在总体上呈现出南方饮食的特

征，即以米制品为主食，并融合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

民族风情。

广西是米粉之乡。几乎每座广西的城市都有属

于自己的特色米粉，米粉也因此成了城市的文化名

片。但若论及广西米粉的渊源，似乎都指向一个共

同的源头，即秦始皇兴修灵渠——兴安是桂林米粉

的发源地，进而成为广西米粉的起源地。广西不少

的米粉店，尤其是桂林米粉店，都会在店面墙上醒目

的地方挂上一块宣传牌，图文并茂地介绍米粉的来

历。其大意是：

秦始皇的大将屠睢领军经桂林南下攻打岭南，

受困于兴安(现广西桂林兴安县)。于是秦始皇派出

史禄从全国各地征调工匠十万人专修灵渠，试图连

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上交通。一时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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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北方的士卒、工匠和民工等几十万人，聚集

在灵渠这不足一百平方千米的地方，一待就是三

年。由于吃不惯南方的大米饭，加上思乡心切，患病

的人很多，极大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但是

粮食从北方转运，长途跋涉，困难重重，秦军只好南

粮北做。有人将大米磨成粉后再擀成面条状，经过

不断试验，终将大米制成“米条”，后称“米粉”。这就

是最早的桂林米粉，也是广西最早的米粉。

许多桂林米粉店言之凿凿，甚至一些出版著作

和期刊论文也将此来历说成是“据文献记载”。但遍

查文献，难以找到相关史料。即使在被称为桂林米

粉发源地的兴安，当地民俗专家也只能采用这样比

较模糊的表达：“经多年研究，认为名满天下的桂林

米粉最早是从兴安发源的……这样的推断合情合

理”“米粉起源于兴安灵渠，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和

特殊的时代特征”“卤水也最先在修渠的秦军里被发

明出来”[14]64-78。

钱锺书考据认为，米粉源自东汉时期名为“米

索”的大米加工食品 [15]。今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考

证认为，中国米粉起源于江西，并不晚于元至正年间

(1341-1370年)传入广西桂林[16]。一些民俗学者考证

认为，之所以在地方志上找不到关于米粉的记载，是

因为古时候米粉压根就不叫米粉。米粉的雏形来自

3 000年前西北高原小米做的“乱积”，传到长江流域

后改用大米做，叫“粲”。秦汉时期叫“糒”，唐朝时叫

“米缆”，元朝时叫“米糷”，明清时期开始叫“米线”。

抗战以前，桂林人不称其为“米粉”而叫“米面”，是因

为桂林的很多先民是从秦始皇征岭南、修灵渠时从

北方移民过来的，把面条状的米制品称为“米面”也

在情理之中[14]82。

米粉的历史起源虽然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

在田野调查发现的各种起源的版本中，根据秦始皇

征岭南、修灵渠的历史而形成的“米粉秦朝论”成为

桂林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附属于这一说法的其他

传说、故事更是层出不穷。“米粉秦朝论”在很大程度

上是当地人建构的，但因其契合了传说的诸多要素，

也将时空的各要素融合到具体的米粉当中，得到了

广泛的认同。

首先，这一传说将桂林、广西乃至岭南的历史与

中原王朝更紧密连接起来。秦始皇平定岭南，设置

南海、桂林、象郡以后，将岭南纳入中原王朝的版

图。自此，中原汉族开始迁徙岭南，与各民族杂居、

混居，共同开发经营岭南，这是南北各民族大规模交

往交流交融的开始。其次，该传说反映了北方汉族

与南方各民族饮食文化的融合，是南北文化兼容的

重要载体和象征，代表了民族团结的力量和智慧。

再次，这一传说足够“古老而久远”，暗合《易经》中

“贵远而轻近，贵古而贱今”的道理，表明桂林米粉、

广西米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足以展

开具有历史价值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渲染，达到很好

的宣传效果，满足人们对传说的心理期望。最后，将

米粉与桂林山水绑定，也就是将美食与美景联系起

来。人们在欣赏桂林山水、畅游漓江的时候，自然想

到了桂林米粉，在“嗦粉”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念起

桂林山水、漓江风情，增强了其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民族交融：广西米粉的民族叙事

尽管广西米粉的起源暂无定论，广泛流传的“米

粉秦朝论”也充满了民间建构的成分，但是米粉的起

源与传播伴随着中华各民族的交往融合却是不争的

事实。根据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广西还盛传了

“瑶人献药”“阿牛嫂米粉”“老友探病”等民族叙事的

传说版本。其中，“瑶人献药”是桂林米粉传说中瑶

族进献药方的故事：

秦军将士南粮北做，将大米磨成粉后再擀成面

条状，做出了米粉“面条”。由于北方兵士不适应南

方的气候和水土，有的胸腹胀痛，消化不良；有的中

暑或者感冒，上吐下泻；还有的患上了疟疾，忽冷忽

热……当地瑶族人献出了药方，将治疗胸腹胀痛、止

吐止泻的花椒和陈皮，解暑热的香薷，治感冒的桂

枝，治疟疾的草果，还有增加香味的八角和桂皮，再

加上兵士们从北方带来的甘草，熬成浓浓的汁，给每

个兵士的米粉碗里添上一勺，既好吃又能治病，这就

是桂林米粉最早的卤汁[17]。

另一则是“阿牛嫂米粉”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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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著名歌仙刘三姐也有一手制作桂林米

粉的手艺。她和阿牛哥在村口开了一家“阿牛嫂米

粉”店，生意十分兴隆。财主莫怀仁欲强占刘三姐为

妾，但几经利诱也没能得逞，便与官府勾结，诬告夫

妻俩，并放火烧了他们的店。乡亲们解救了刘三

姐。为了不连累父老乡亲，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刘

三姐毅然跳入了漓江。却不料江底窜出两条鲤鱼，

一条鲤鱼驮着刘三姐飞向天空，她得道成仙，成为专

管美食和唱歌的仙女；另一条向着莫怀仁和官兵们

冲去，把他们压在水底，由于鲤鱼的尾巴露在外面，

变成了现在仍屹立在漓江边的鱼尾峰。多年以后，

有人在鱼尾峰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刻在石壁上的

关于“阿牛嫂米粉”的制作和调制方法，原来刘三姐

早有预感和准备。世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重现“阿

牛嫂米粉”。

“老友探病”的故事来自南宁老友粉：

据说清朝年间，邕城(南宁)一老翁每天都会去周

记茶馆喝茶闲坐，久而久之便与茶馆老板成了好朋

友。有几天老翁因伤风没有去，周记老板非常关心，

便亲自下厨，将碱水面加以牛肉末、蒜末、豆豉、辣

椒、酸笋等食材煮成一碗汤面，上门送与老友。吃完

这碗热辣鲜香的老友面，老翁浑身发汗，感冒也好了

大半。随后老翁非常感激，手书“老友常来”的牌匾

赠给周记茶馆的老板。此后，“老友面”开始声名远

播。由于南方人爱吃米粉多过面食，后人遂将面换

成了粉，于是这一碗饱含老友情谊的老友面便以老

友粉的形式流传了下来[18]93。

以上 3则故事是广西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产生的对米粉文化的民族叙事。瑶族是广西人口

数量排名第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瑶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草药治疗经验，在治疗瘴

气疫毒、蛊毒风痰、饮食劳倦、虫兽外伤等方面都具

有独到的见解，可治疗好北方将士因水土不服导致

的各种疾病。“瑶人献药”的故事反映了中华各民族

同甘共苦、相互支持的朴素情感。壮族是广西人口

最多的少数民族。人们将歌仙刘三姐与莫怀仁斗智

斗勇的故事融入桂林米粉的传说当中，亦表达了人

们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思想寄托，更为桂林米粉

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内涵。“米粉秦

朝论”将米粉与秦始皇修灵渠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实

则是北方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在当地饮

食文化中的再现。“瑶人献药”与“阿牛嫂米粉”所体

现的则是不同时期广西以壮族、瑶族为代表的少数

民族逐渐接受了米粉饮食文化，甚至参与了米粉的

改良(例如瑶族卤水)。在民间传说中，从秦朝的瑶人

献药到唐朝的刘三姐制粉，以米粉为代表的饮食文

化不断融合也从侧面反映出广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过程。

“老友探病”的故事中，老友面向老友粉的转变

则从侧面反映出饮食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

程，即便到了清朝时期，南宁依然有主打面条的餐

馆。其中亦可见广西以米粉为主流的饮食文化，是

南北方民族经过长时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

文化。

米粉饮食文化的演化史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从历史上看，秦汉至隋唐正是桂北平话

人形成的时期，宋代是桂南平话人形成的时期，明代

则是桂柳人形成的时期，这些都是广西各民族融合

的重要时间节点。桂林郊区、临桂和灵川的桂北平

话人，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平话人和以桂林、柳州为

中心的桂柳人 [19]，这三大汉族支系聚居地的中心恰

恰是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和柳州螺蛳粉的发源地，

反映了广西米粉是北方汉族在融入广西的过程中与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融合的产物。从制作技艺上看，

汉族带来了制作米粉的工具和技术，其他民族则贡

献了诸如香料、酸笋等材料，为米粉增添了多种风

味。遍布大街小巷的老友粉、螺蛳粉、桂林米粉里，

既蕴含着侗族、苗族的“酸”文化，也有壮族传统的

“稻作”文化，瑶族的“辣”文化，汉族的“卤”文化，等

等。广西各民族的饮食文化，几乎可以在一碗米粉

里面得到集中呈现，成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味

蕾记忆。在此基础上，广西各民族最终根据地方资

源、饮食风味形成了丰富立体的米粉饮食体系，包括

南宁粉虫、钦州猪脚粉、玉林生料粉、融水滤粉、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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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粉、防城卷粉、蒲庙生榨粉、全州红油米粉、天等鸡

肉粉、罗城大头粉、贵港鸭肉粉、北海海鲜粉等，不一

而足。从民族特色上看，壮族特色的米粉包括蒲庙

和武鸣的生榨米粉、隆安县的粉利，仫佬族特色的罗

城龙岸镇的大头粉、京族的“呃粉”和卷粉等也都极

具民族特色。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交往融合，不断借

鉴，推陈出新，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

米粉饮食文化，广西米粉也因此走出广西，走向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2019年，高德地图大数据发布“中国

米粉渗透力排行”。该数据显示，全国粉店类别中，

广西米粉分布最广，占比高达61%，其后依次是湖南

米粉、四川米粉、贵州米粉、江西米粉[20]。可见，广西

米粉文化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成为广西的一个文

化符号。

三、文化传承：广西米粉制作技艺的文化叙事

食物不仅仅是生物性的食物，同样还是族群性

的食物、宗教性的食物和社会性的食物。在一定条

件下，食物还具有区隔自我与“他者”、界定族群边界

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联系肉体与精神的文化载体，具

有强大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

米粉作为食物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扮演

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中国古人往往根据吃谷物和熟

肉两种重要的饮食方式来定义自己并区隔“野蛮

人”[21]。不仅如此，通过仪式或日常社会行为的再生

产，米粉这个日常的事物也完成了族群边界的界

定。在稻作文化圈之内的广西各民族围绕稻米及其

文化信仰形成了非常丰富的节日体系，例如隆安壮

族的“稻神祭”、苗族的“开秧门”和“吃新节”、瑶族的

“打旗公”等。在这些民族文化体系中，稻米的象征

价值往往会显得非常重要，在很多祭祀祖先或神灵

的宗教仪式中都会摆上肉类和主食稻米作为牺牲。

献给神灵的祭品必须是新米，因为人们信仰水稻之

神。罗伯逊·史密斯认为动物牺牲构成了神与人之

间的交流，谷物祭品则是送给神灵的贡品 [22]。米粉

作为一种日常主食，在民族文化日益去魅化的今天，

仅在特定的场合才是神圣的，而在更多的日常生活

场景中越来越成为广西各族人民的文化符号。列

维·斯特劳斯发展了弗雷泽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

其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心灵两个重要的概念原则：接

触和相似 [23]。据此原则，广西人在每日三餐的不断

重复中完成了米粉作为整体的隐喻，各民族则在特

色米粉的消费中形成了族群的饮食文化边界。一方

面，饮食是一种每日重复的日常实践，其重要性常常

被忽略。但正如德国谚语所言“人如其食”。张光直

也谈道，“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办法之一，就

是通过它的肠胃”[24]。在广西，作为社会群体的个人

每日在饮食的过程中不断让米粉成为身体的一部

分，在此过程中完成了食物与个人及其社会的连

接。另一方面，各种围绕米粉的共餐场景不断重现，

老人们早期相约一碗“老友粉”，年轻人排队前往网

红米粉店“嗦粉”……更重要的是，米粉开始成为广

西人高规格接待宴席中的广西特色美食。总体而

言，通过各种重要的饮食场景，米粉成为这个时代广

西人的集体饮食实践，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我们”

与“他们”的界定。

米粉承载着广西人的文化精神与象征实践，除

了用来区别自我与他者，还可以与精神、灵魂、信仰

联系起来，成为广西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大贯惠

美子考据了日本各种作物起源的神话，认为稻米是

从腹部这个灵魂、胎儿所居住的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里出来的 [5]59-60。如今，日本在稻米文化的基础上发

展出了享誉世界的寿司饮食，其中醋饭(Shari)是最核

心的部分。这醋饭被认为是尊贵的圣物，因此制作

工艺要求不粘手、不掉饭粒，以精致入口。与此对

应，广西人也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丰富立体的米粉

饮食文化体系，在制作工艺上讲究酸、辣、鲜、香的

“和合四味”。广西米粉的汤和卤水是“灵魂”，许多

老字号粉店都有祖传的卤水熬制方法，各有诀窍，也

各具特色。这些卤水往往以丁香、花椒、八角、桂皮、

小茴香、陈皮、甘草、草果等七八种香料为主打锅底，

并放入猪肉、猪骨等，同时加入三花酒、罗汉果等多

种配料，先用武火，后用文火精心熬制。这不仅仅是

米粉与配料、佐料之间的一种和谐，更是食物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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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间的适应与和谐 [25]。在制作技艺之上，广西

米粉还被赋予了文化精神和灵魂：桂林米粉呈现出

中国“和”文化；南宁老友粉表达了“能帮就帮”的城

市精神；螺蛳粉承载着柳州人的实干与创新精神。

桂林米粉是桂林的文化符号之一。以现在桂林

的11县来说，除了全州县有独具特色的“全州红油米

粉”，其余县区基本都以“桂林米粉”为主导米粉。事

实上，桂林周边县原来也仅有“米粉”的称呼，后来

“桂林米粉”的名气和影响扩大后，才逐步统一使用

“桂林米粉”这个称呼 [26]。“鲤鱼传说”“灵渠传说”表

明桂林米粉是南北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融合的结

晶——将南方水稻融合北方制作工艺，“和”为一种

南北都能适应的饮食文化，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包容性和融合性，桂林米粉就是中国“和”文化的

体现[27]。

南宁老友粉的故事传达出“来客皆是友”的经营

理念，传递了南宁人以诚相待、友好待人的传统美

德。老友粉的“老友”蕴含了南宁“能帮就帮”的城市

精神，凝聚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南宁民族文化

和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18]93-96。与一些城市提出的城

市精神相比，南宁的“老友”精神非常接地气，来源于

并融合在南宁老百姓柴米油盐的市民生活中，充分

展现了这座城市的人情味儿，这才是它的独特魅力

所在。这种“能帮就帮”的精神在南宁遍地开花，深

嵌各民族的文化中。

柳州螺蛳粉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

只有不到50年的历史，但却是各种米粉中最早实现

工业化生产并形成规模效应的，并且借助移动互联

网成为“网红”产品，远销海内外。这种诞生于夜市

路边摊的米粉一跃成为“网红”小吃，背后反映的正

是柳州人的工业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创新思维。袋

装螺蛳粉制作技艺是思乡满怀的柳州人对米粉情结

和食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因其不便

外出携带，袋装速食螺蛳粉应运而生。创造和创新

在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的发展路径上有着深刻的体

现[28]。螺蛳粉行业的产值对于工业重镇柳州而言或

许只是锦上添花，但是其作为米粉文化的代表体现

出的实业报国、包容创新和实干精神成为柳州人的

精神内核之一，大大提升了柳州人乃至广西人的文

化自信。

四、共同富裕：螺蛳粉的国家叙事

食物除了有文化意义，还有战略地位，因此自古

以来都带有国家印记。稻米最早以祭祀的方式出现

在国家叙事中。从3 000多年前的商周开始，历代帝

王每年都要祭社稷。“社”的本意是“土神”，“稷”则为

“谷神”。今天，北京市内的先农坛仍保存着一块稻

田，杭州城内玉皇山下也保存着一块宋时皇家耕种

过的“八卦田”，这些都是古代帝王用于祭祀的场

所。到了宋朝，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水

稻成为当时全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民以食为

天。”至此，稻米与中国社会的民生息息相关，并常常

以粮食安全的话语方式出现在国家叙事之中。随着

都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开发如火如荼，中国于2006年
提出要坚守 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 [29]。随着消费升级，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从“只管吃饱”到“注重口味”，再到关注饮

食的多样性。柳州便是在此背景下抓住机遇，迅速

将螺蛳粉这一小产品做成了大产业，成为消费升级

的代表，也成为产业扶贫、推进共同富裕的排头兵。

2012年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一

集《自然的馈赠》的播出，让螺蛳粉在全国的知名度

迅速提升。2020年 5月 21日，《人民日报》新媒体宣

布与李子柒推出联名款螺蛳粉产品，连卖4天，每天

限量10万包。2021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广西柳州，考察了螺蛳粉产业园，肯定了螺蛳粉特色

产业在促进就业、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做出的成绩，

螺蛳粉也因此与国家叙事联系起来。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柳州市在周边乡村建立

原材料基地，建设了螺蛳粉产业园区，打造了螺蛳粉

文化节，通过“互联网+”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

合了全市的百姓打了一个奔向共同富裕的脱贫攻坚

的胜仗 [30]。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柳州预包装螺蛳粉

生产企业从 2014年的 1家迅速发展到 2018年的 58
家，电商销售平台多达 1.2万家，2018年预包装螺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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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销售额突破 45亿元，2020年，柳州实现袋装螺蛳

粉销售收入110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130
亿元、实体门店销售收入 118亿元[31]；创造就业岗位

30多万个，带动了20多万农户参与原材料的种植养

殖，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约2.3万人[32]，让5 500多户

贫困户实现了脱贫致富，人均增收 9 000元以上，为

稳定脱贫提供了坚实支撑[33]。

在柳州螺蛳粉产业的带动下，桂林市实施米粉

加工规程、店面服务规范、等级评定等地方标准，预

计 2021年底桂林米粉产业达 100亿元；南宁市加快

推进申请注册“南宁老友粉”地理标志商标，主动融

入广西优势特色米粉产业；玉林市通过实施一个标

准体系、一个地理标志商标、一套丛书、一个牛腩粉

产业园、一个协会等牛腩粉“五个一”工程，把地方特

色风味小吃打造成为百亿元产业。广西将米粉这个

小食物做成惠及百姓民生的大产业，依托全产业链

的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带动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增收，

缩小了收入差距。

这是广西米粉讲述共同富裕的国家叙事，其产

业振兴的背后验证了人类学长期以来的一个观察：

与当地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相匹配的经济产业往往

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一项对全球 68个村发展

计划进行比较的研究之中，契合当地文化的经济

发展计划的成功率是不契合当地文化的两倍 [34]。

地方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

独特性。“许多许多的历史，才能形成一点点传统；

许多许多的传统，才能形成一点点文化。”[35]将地方

文化与经济产业结合起来发展往往事半功倍。广

西要依托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

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形成一批类似桂林米

粉、螺蛳粉、坭兴陶、八角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面推

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形成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

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

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

的内生动力[36]。近年来，广西集中优势产业打造“一

市一品”特色饮食品牌，将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柳

州螺蛳粉等作为重点对象，鼓励发展。数据显示，全

广西共有5万多家米粉店，仅仅是南宁市，米粉的单

日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0多万千克，从原料种养殖到

原材料加工，再到实体店、网店销售等衍生产业，各

族群众共同参与到米粉的产业链中，交往交流交融

进一步深化[37]。一碗米粉，成为各族群众劳动致富、

民族融合的大产业。

结语

广西米粉产业振兴的故事，是当代社会民族地

区传统饮食文化实现产业发展的经典案例，亟待学

界的深入研究。本文透过广西米粉的历史、民族、文

化和国家等多重叙事的挖掘与阐释，发现米粉文化

的叙事强化了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

忆，也带动了各民族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提升

了广西人的文化自信。广西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共

有 7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14个

自治区级项目 [38]。应该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学习和推广螺蛳粉、桂林米粉、坭兴陶、龟苓膏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成功经验，深入挖掘和研

究特色民族商品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打造

一批契合地方传统文化的经济产业，带动各民族实

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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