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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宾阳关公诞已有180多年的历史，是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具有较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域

特色，但存在民俗旅游规划不清晰、文创项目极度缺乏、传播推广力度不够等主要问题。结合体验经济、

民俗旅游和当地实际，提出打造关公民俗文化旅游路线、建设关公民俗文化旅游园、创新民俗体验项目、

强化宣传推广等策略来开发提升关公诞，从而助推南宁市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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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nyang Guan Gong’s birthday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80 years, and it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item in Nanning. It has goo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re are some main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folk tourism planning, extreme lack of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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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reative projects, and insufficient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economy, folk tourism and local re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develop and 
promote Guan Gong’s birthday, such as building Guan Gong’s folk culture tourism route, building 
Guan Gong’s folk culture tourism park, innovating folk experience projects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nning’s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Binyang, Guan Gong’s Birthday, Folk Culture, Tour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

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可以说，“非遗”是我国各

族人民生产生活留下的独特印记，是传统文化的原生态表现和鲜活载体，是人民特有的信仰追求与思维

模式的沉淀，是民族智慧的精华，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内驱动力[1]。 
南宁市宾阳县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获得“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广西高质量发展先进县”“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宾阳县昆仑关、甘棠镇一带是多民族聚集区，居住有汉族及壮、瑶、苗

等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浓郁。关公作为儒、释、道三家共同推崇的神灵，是中华民族“忠义仁智勇”的

精神化身。关公信仰从北宋开始传入宾阳县，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进程中，关公信仰扎根

发展，在民间逐步演变为神圣无比的精神寄托和道德标杆。2009 年“宾阳关公诞”被列为南宁市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 

2. 宾阳关公诞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1. 主要内容 

宾阳关公诞又称关公磨刀节，广泛流传于宾阳县昆仑关、甘棠镇、思陇镇等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盛

大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活动，是当地民俗文化旅游的金色名片。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每年农历五月十

二夜晚到次日，南宁市区、横县、武鸣以及宾阳昆仑关周边数十万民众自发聚集到昆仑关关公庙，拜祭关

公以及昆仑关战役牺牲英烈，祈求国泰民安、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民间习俗。其二是自 1840 年以来，

宾阳甘棠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隆重举办关公庙会，请出关公座像巡游，龙队、凤队、鹤队、狮队及各方块

队随行，各街各户均设坛祭拜，祈求关公保护家宅平安、五谷丰登、财丁两旺，节庆氛围浓烈[3]。 

2.2. 主要特点 

鲜活的神话形象。历史上，关羽并没有到过宾阳一带，关公崇拜与民间流传的各类神话相依相连。

“关公磨刀降雨”：相传南海龙王三太子乃蛇妖所变，施法令人间大旱多年，民不聊生。玉帝派关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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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雨，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驾着彩云来到昆仑关仙女峰，在三太子面前磨刀，三太子被降服，自此风

调雨顺。民众感恩关公，于是在昆仑关建关公庙，供奉关公像，将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定为“关公磨刀节”。

“关公下凡捉大蟒”：据说北宋年间，昆仑关山坳有大蟒出没，农历五月十三关公下凡，在昆仑关磨刀

霍霍，挥斩蟒蛇，为民除害。“关公神兵助狄青”：相传北宋狄青部队在关公“神兵”的帮助下打败了

大南国(壮族历史上的古国)首领侬智高，收复广西，狄青在昆仑关建庙酬谢关公，关公信仰从此兴起[4]。 
壮文化的交流融合。宾阳关公诞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与壮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发展。如在关公

庙中，不仅有关公像，还有雷神、地母、花婆等壮族的崇拜神，民众求姻缘、求财富、求平安等多种诉

求融汇到关公信仰中。壮族的山歌、宾阳师公戏、游彩架、彩凤表演等均有歌颂关公的作品；群众文艺

集社中的歌墟、墟逢、诗社等有关公形象的展演[5]。关公诞举办时，关公磨刀礼的展示，与壮族的舞龙、

舞狮、舞马、舞麒麟、舞鹤、舞蝶等相得映彰，展示出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 
民俗节庆蓬勃发展。作为南宁文旅活动的亮点之一，2012 年起每年农历五月十二、十三，南宁昆仑

关民俗文化旅游节隆重举办，吸引数十万群众参加，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如 2023 年庆典由南宁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八家单位共同主办，有关公磨刀礼、宾阳炮龙、芭蕉龙、

师公戏、上林大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演，有关帝庙祭拜仪式，有“品味昆仑关”乡村振兴产品展

销会和文创集市，有“拳拳赤子心 殷殷家国情”爱国主义研学体验活动，还有乐队表演、户外现场直播

秀等节目，借助线上线下双渠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关公“忠义仁智勇”精神传承，增强文

化自信[6]。 

3. 传承与发展中存在不足 

在《南宁昆仑关关公文化当代价值与旅游创新研究》课题问卷调查中，笔者从关公信仰传播的现状、

关公信仰的内涵、游客视角设计了调查问卷。结合 185 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发放 240 份，回收 190 份，

有效 185 份)分析，宾阳关公诞传承与发展中的不足主要有 3 个方面： 

3.1. 民俗旅游规划不清晰 

民俗旅游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旅游，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民俗特征和风土民情是吸引游客的关键

因素。关公诞历史悠久，深入人心，但是当地对关公信仰系统化研究不多，造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规

划不够清晰，没有长远的指导性规划，旅游路线不明显，配套设施不完善，民俗资源利用程度低，大部

分仅仅停留在巡游、表演、祭拜等内容，存在雷同化、形式化的情况[7]。 

3.2. 文创项目极度缺乏 

宾阳关公诞有 180 多年的历史，昆仑关民俗文化旅游节已经举办 10 年，但是文化内涵挖掘不充分，

没有利用好关公文化符号进行再创作，具有当地特色的关公主题文创产品、文艺作品极少。民俗文化体

验感单薄，未进行关公故事、关公品德的汇演或角色扮演的形式创新，缺少文化的冲击力、震撼力。 

3.3. 传播推广力度不够 

从问卷调查反映出来，了解昆仑关关公崇拜或宾阳关公诞的人占比 16.23%，了解昆仑关民俗文化旅

游节的人占比 15.93%，从整体上看，关公诞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不够高。没有开设官方微信、微博、视

频号，网络传播、自媒体传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渠道应用推广不足，没有形成群体传播效应。 

4. 进一步开发的路径建议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只有全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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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8]。2023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支持南宁市加快创新开放多元融合建设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的意见》(桂政办发〔2023〕
80 号)，提出要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支持南宁市深度挖掘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传承“邕城”文脉，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支持南宁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设施建

设，开展非遗民俗活动，建设一批大型文体旅综合性场馆等[9]。结合体验经济、民俗旅游的兴起和当地

实际，可以从以下路径来做好宾阳关公诞的传承和升级建设，助推南宁市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1. 科学制定规划，打造一条关公民俗文化旅游路线 

建议宾阳县文旅部门作为实施文化建设的主体，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组织当地从业者、民

俗专家学者、旅游企业、投资者、规划者一同开展调查论证，吸收借鉴山西运城、湖北宜昌、河南洛阳

等关公旅游发达的地区经验，跳出关公诞仅在每年特定时间举办的框框，出台宾阳关公诞保护与传承发

展规划，打造一条环昆仑关–宾州–甘棠的关公民俗旅游线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集聚效应[10]。让宾阳

关公诞从短暂的节庆向长期的民俗旅游转变，实现游客“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 

4.2. 设施提质升级，建设一座关公民俗文化旅游园 

昆仑关及甘棠镇现存关公庙面积小、规格不高，以民众自发祭拜活动为主，已经不适合当今多元化、

多维度的旅游需求。建设高规格的民俗文化旅游园是更好地传承关公诞的必要形式。一是重构信仰传播

的建筑载体，按照 2005 年南宁市发改委相关文件批复，可以依靠社会力量建设昆仑关关公民俗文化园，

修建规模更大的关帝庙，满足民众旅游及祈福需求。二是讲好关公故事，将关羽“悯冤除豪”“桃园结

义”“单刀赴会”“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典故通过景观、游乐设施、真人秀

等形式展示出来，提升游客对关公文化的认识[11]。三是将关公诞节庆中的巡游、巡演提炼升级，作为固

定节目打造为文化旅游园的品牌，定期表演，促进关公诞非遗展演流传更为广泛。 

4.3. 创新体验项目，推动关公信仰与民族特色融合发展 

创新体验式项目，通过塑造场景、渲染氛围等，使游客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其中，发挥吸引游客、

留住游客、增值效益的重要作用。如结合当地戏剧元素，编排演绎关公系列师公戏、丝弦戏，以故事汇

演或角色扮演的形式让游客进行体验，或者开发剧本娱乐，增强互动性；围绕忠勇仁义的核心思想，综

合宾阳特色游彩架、舞炮龙、抢花炮等民俗活动，发展关公研学活动、武义比拼等，增强趣味性[12]；宾

阳竹编与宾阳陶瓷、宾阳壮锦被称为“宾阳三宝”，可以利用这些工艺技术，创新关公文创产品，指导

游客自己动手制作，增强实用性；还可以沿线开发打造三国风情街区、壮族特色民宿、歌颂关公事迹的

歌圩等，让游客走进历史的同时，也感受旖旎的民族文化，增强感官体验[13]。通过体验项目的创造创新，

提升游客的体验质量，增强体验满意度，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4.4. 强化宣传推广，提高宾阳关公诞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2023 年，全国各地文旅局长纷纷“上才艺”，通过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宣传，展示本地文化旅游特色，

走红网络的同时更带动当地文旅市场的火爆。宣传推广对于非遗而言，更是至关重要。一要吸收关公在

昆仑关的神话故事题材，举办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等造势，赋予关公当地特有的 IP 形象，展示其“忠义仁

智勇”精神内涵[14]；二要突出关公诞民俗文化特色，将关公神话、关公诞巡游的台前幕后、昆仑关民俗

文化旅游节的特色展演、美食、美景等，点面结合，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社交媒体等渠道讲述出来，

增强传播的合力；三要主要融入“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中国—东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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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文化月、南宁市消费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将每年农历五月十三的关公诞节庆做强做大，精心策划

民俗旅游线路，发放“消费券”等优惠措施吸引游客[15] [16]；四是加强跨地域、多类型的文旅资源共享

与合作，比如与山西、湖北的关帝庙景区互动联建，提升关公诞的影响力，与南宁孔庙、青秀山、大明

山等景区“捆绑”，增强宣传效果和吸引力。 

5. 总结 

宾阳关公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壮民族文化、民间民俗相互融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民俗旅

游既要打好“文化牌”，也要打好“特色牌”、“创新牌”，走差异化道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弘扬

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好宾阳关公诞民俗文化旅游

研究，根据市场和受众需要来完善民俗旅游建设内容，强化审美体验、参与体验，并运用多媒体优势加

强传播，打造关公诞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创造南宁文旅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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