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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符号到文化 IP: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创新

———以贵州台江县“村 BA”的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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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民族团结进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民

族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向。 从文化符号视角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既

是充分利用相关文化符号资源的过程,亦是不断创造表征民族共同体形象新文化符号的过

程。 在文化符号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有效传播传承

已有的文化符号,也要不断再生产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共同体精神内涵的新文化 IP。 基于对

“村 BA”从自发的多民族群众文化参与升级为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分析,
发现主办方通过对 NBA 的策略化模仿、矩阵式传播、内涵式嵌入及互动式拓展,使“村 BA”
从群众文体活动品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 IP。 “村 BA”文化 IP 的成功运营

是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伟大实践的文化新表达,推动了既有文化资源与新文化符号

的创造性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 IP 的生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在全球

化和信息化时代,通过推进符号融合创新,优化符号传播的路径,推动显性符号的有机融

入,创新“三交”活动形式,进而创造出更多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化 IP,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展更多文化资源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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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民族工作不

仅事关民族团结进步,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1]245 作为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战略

举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切民族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是民族共同体的

灵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构建的实践活动” [2] 。 某种程度上,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就是民族文化符号创

造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符号化’对于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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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维度来推进现代民族的建构和巩固,起到了

极为特殊的作用”。[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既需要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关的实践活

动转化或建构为文化符号进行宣传教育,也需

要把在历史和传统中形成的表征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文化符号进行传播传承,可以说文化符号

构成了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媒介与

载体。 中华民族绵延至今,在多民族的融合发

展历史中形成了很多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符号,比如“昭君出塞” “胡服骑射” “茶

马古道”“青藏铁路”等,已有的文化符号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 与此同

时,在多元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共舞的全球化

和信息化时代,如何以文化的融合碰撞、整合重

塑,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实践进

行文化表达,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以打造新的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文化 IP,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新使命。
目前,学界从多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进行了研究,其中既包括对其理论意义

与实践价值的讨论,也涌现了从经济、政治、社
会及文化等多个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路径的研究。 相比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

度化因素而言,文化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具

有更直接、更深层的关系,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

体发展视角来看,与特定民族相关的文化传统

及其文化符号资源是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基

础要素。 因此,在众多已有研究成果中,从文化

层面或者文化符号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进行的研究构成了重要创新领域。 有学者基于

文化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关系,提出“中华民族

共同的民族文化叙事、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共
同的民族文化情感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刻的文化内涵”;[4]有学者探讨了文化符号与

民族共同体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化符号能创造

出一种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空间,使不

同族群既能按照自身心理上的接受程度进行自

由对话,又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强化共同

性来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5] 在以文化符号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上,认为“一方

面要夯实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域’的意义内核,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

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和

机制,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上,通过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

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

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6] 在具体的符号机制建

构上,提出“从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
式庆典符号、地理节日符号、话语范式符号五个

方面尝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

机制”。[7]由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文化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资源,而相关文化的传播

传承又依赖于对特定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在信息化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

要对现存文化符号进行有效传播与展示之外,
还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符号并进行 IP 化,以形

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超级文化符号。
一、文化符号与文化 IP:理解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视角转换

从符号学来看,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的生

产与消费关乎人对意义和情感的获取与交流。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通过对本民族共同生产

生活实践与交往交流实践的认识与理解,所形

成的对本民族作为统一体的情感认同和心理信

仰,而特定的文化符号既是人们认识和理解本

民族的文化载体,也是激发广大民众生成民族

情感的符号中介。 作为民族共同体意识表征和

再生产原料的文化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

着政治社会发展,通过碰撞融合产生新的形式

与内容,而那些更具传播力和更能吸引注意力

的文化符号就成为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文

化 IP。 从文化符号到文化 IP 的视角转换可以作

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脉络。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符号的

类型划分

根据文化符号的表意特征与形式,可以把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符号划分为

五个类型,对丰富而繁杂的文化符号进行类型

划分有助于在理清文化符号资源的基础上,通
过重新组合或者表达形式的创新来打造文化

新 IP。
一是直接的政治象征符号。 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首先是对国家的认同意识,而“国家是看

不见的;在它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

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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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8]7 直接的政治象征符

号既是国家的具象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表征。 “政治符号为政治权力所凝聚之象

征,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

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

忠之反应”。[9]1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发展中形成

了一系列政治符号,既包括在古代王朝国家政

治中产生并经过现代政治权力确认的表征多民

族融合的“昭君出塞” “文成公主和亲” “胡服骑

射”等历史传统符号,也包括近现代政治中创制

的国旗、国歌、国徽等象征国家统一的现代政治

符号,这些政治符号都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文化支撑。
二是生动的仪式化符号。 仪式是生产集体

记忆和情感能量的重要机制,“一个族群,常以

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

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

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

递此集体记忆”。[10]2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在各种仪式中再生产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关

的集体记忆和情感。 目前,比较典型的仪式符

号包括国庆阅兵庆典、各种表彰大会、国家公祭

日仪式、黄帝炎帝公祭仪式等。 “为了将同胞之

爱的理想变成现实,人们则需要借助象征符号、
仪式和典礼的力量。 这些符号、仪式和典礼,将
共同体中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了一

起。” [11]197-198 通过对中华民族发展中的苦难与

辉煌进行仪式性展示,可以强化人们对“历史连

续性”的认识,在共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凝聚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是统一的语言文字符号。 语言文字是以

符号形式传播交流的载体,语言文字的产生与

共同体的孕育和扩展密切相关,“关于语言,最
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

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12]125 但是多民族

国家可能不止一种语言文字,在尊重多民族语

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统一通用的语言文字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提。 “国

家通用语言作为统一的符号表征,是共同体意

识生成与认同建构的基础及前提”,[13] 自 2000
年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被规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以来,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以发挥统一语言文字符号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积极功能。
四是特定的政治话语符号。 话语符号是行

为主体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立场的表达载

体与叙事中介。 特定的政治话语符号具有特定

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内涵,比如“中华民族”这一

特定的话语符号本身就是梁启超先生为了在亡

国灭种的危险中激发民族国家意识而创造的新

话语,“正是由于将‘中华’ 与‘民族’ 进行了有

效嫁接,才使得‘中华民族’族称逐渐成为‘一个

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

号’” [14]3。 新时代,为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华民族一家亲”以及“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等时代话语符号。 这些话

语符号经过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

享性的话语范式和思维情感,建立起话语符号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之间的有效连接。
五是间接的自然象征符号。 作为符号动

物,把自然界中一些要素转换为本族群的符号

表征一直是人类产生文化意识后共同的传统,
包括把特定的动物作为族群的象征,如中国的

龙,美国的鹰等。 以特定的地理要素表征族群

精神和情感,如中国的长江、长城,日本的富士

山等。 可以说“无论是自然存在的山水、树木,
还是人造的建筑、物品,一旦以人为尺度,被赋

予一定的文化意涵,便成为具有特定民族意义

的地理符号”,[15] 龙、长江、长城、黄河、黄山等

都是典型的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象

征符号。 很多象征符号不是由政治直接塑造,
而是随着文化的变迁发展才成为共同体的象

征,具有政治意涵, 因而是一种间接的象征

符号。
(二)打造新文化 IP 是有形有感有效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使命

各个国家无不通过对多种类型的文化符号

的宣扬、传播和传承来推进本民族的共同体意

识建设。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铸牢民

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更多挑战,一些传统文化符

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功能逐步减

弱,某些对现有文化符号的生硬表达和传播可

能会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果不佳。
相比既有的文化符号而言,新的文化符号对普

通人更具新鲜感和体验感,更能吸引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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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和关注,特别是创造新符号本身对参与

创造的各民族群众来说具有更强的荣誉感和获

得感,由此,可使更多人在新文化符号的引领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创造新文化符号在

传播学和旅游学上被称为打造文化 IP。 IP( in-
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为知识产权。 随着信息

传播的便捷,IP 生产已扩展为广义的符号包装

和打造,文化 IP 是通过对符号的创新凝练、精
心包装和广泛传播而形成的新文化符号。 文化

IP 不是一般的文化符号,而是具有广泛传播性

和鲜明特质的超级文化符号。 因而,为了更有

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在多民族“三交”实践中创新性地把传统的或现

存的文化进行改造和融合,不断生产和打造出

新的文化 IP,进而以新的形式或者空间载体提

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 通过内容

或者形式上的创新,积极打造体现时代特征和

共同体内涵的新文化 IP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新使命。
作为近年来从民族地区产生的群众文体活

动品牌“村 BA”影响日益扩大,不仅升级为国家

级赛事,也被纳入到全国民族文化活动范畴,成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载体。 学者们

也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对 “ 村

BA”进行了研究,认为以“村 BA”为代表的贵州

乡村表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由内

而外的新思路” [16] ;“村 BA” 作为乡村群众体

育,通过“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

础,凝聚民族团结正能量,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7] 能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现“村 BA” 是

“基层想象与集体意识交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实践中的表现”。[18]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

已经关注到“村 BA”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内在关联,但还没有从文化符号的角度阐

述其内在发生机制与逻辑,更缺乏把其作为一

个可以复制的打造文化 IP 的典型模式进行理

论解析。 本研究将从文化符号生产的角度,分
析“村 BA”从一个地方群众文体活动成长为表

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IP 的发展过程

与内在逻辑,进而为创造更多表征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文化 IP 提供可行建议。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 IP “村

BA”的案例呈现

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一直有开展篮球活

动的传统,而从普通的乡村篮球赛到“村 BA”则

经历了一个线上线下互动共构的过程。 2022 年

8 月,台盘村的年度乡村篮球赛事被人上传到自

媒体平台,经过多种媒体的广泛传播后在短时

间内风靡全国,并被网友命名为“村 BA”。 “村

BA”这一比照美国 NBA 的命名创造出一个既接

地气又国际化的崭新文化符号,为其带来新的

热度。 “村 BA”的盛况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和

自媒体去观看,也受到官方媒体和相关官员的

点赞和推荐,特别是各界明星,比如国际篮球明

星斯蒂芬·马布里(Stephon
 

Marbury)和阿伦·
艾弗森 ( Allen

 

Iverson) 等到现场参与活动,使

“村 BA”活动不断成为国际热点新闻。 据统计,
截至 2024 年 7 月,“村 BA”全网流量超 600 亿

次①,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文化 IP 之一。
“村 BA” 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台江县有

苗、汉、侗等 23 个民族),活动中又充满多民族

文化元素,在“村 BA”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也

有意把一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要素

和符号植入到“村 BA”的活动空间和过程之中。
台江县委书记在《中国民族报》公开发表文章,
总结“贵州台江‘村 BA’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生动实践”,展现出地方政府以“村 BA”为

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意识。
2024 年 6 月,民族团结“村 BA”篮球邀请赛总决

赛在台江县进行,把“村 BA”提升到以民族团结

为鲜明主题的全国性篮球赛事,标志着“村 BA”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品牌活动和创

新符号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
“村 BA”目前已成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

群众文化品牌和文旅融合模式,它的产生既是

当地几十年篮球传统积累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自

然呈现,也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猎奇心理的推波

助澜,同时也离不开地方能人在“村 BA”出名后

的精心策划,多重因素叠加使“村 BA”在短时间

内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文化品牌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新文化 IP。
二、“村 BA”的符号生产与 IP 化运作

作为一个特定符号,“村 BA”在产生发展过

程中通过策略化模仿和矩阵化的传播扩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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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动了“村 BA” 符号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扩

散,成为在全球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 IP。 与

此同时,“村 BA”符号内涵的创新拓展,不仅提

升了符号的热度和影响力,也深化了符号的价

值意涵,使其从一个普通的群众文化运动品牌

跃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符号。
全面剖析“村 BA”的符号生产与 IP 运作机制不

仅有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创新,也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一)对 NBA 的策略化模仿:营造新奇感和

反差感

文化资源只有经过有效的符号化,并区别

于其他符号,才能被不同时代的人群所接受和

传扬。 对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进行命名,“把文化

对象的‘所指’意蕴和‘能指’形式提炼,成为具

象化的象征符号” [19] ,就完成了对特定文化的

符号化建构。 在大众化的互联网时代,一个文

化符号要想获得关注和传播,一方面必须进行

“数字化” [20] ,
 

另一方面必须既新奇又有自身的

特征,如果能和广为人知的符号产生关联,形成

比较或者反差,则会更具传播性和标识性。 “村

BA”作为对 NBA 的策略化模仿,首先是一个包

含中英文要素的全新符号给人们带来较强的新

鲜感,使“村 BA”具备较强的新奇性;其次是村

字点明了该活动自身的特征,“村 BA”来自乡村

社会,浓厚的乡土味使其与高大上的 NBA 形成

了强烈的反差;再次是通过模仿和改造, “ 村

BA”作为新符号与世界最著名的篮球赛事 NBA
产生了一定的关联,更容易唤起人们的记忆和

联想。 这些因素叠加使“村 BA”符号一经创制

就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强烈的新奇感和巨

大的反差感驱使下,人们都想了解“村 BA”到底

是什么,何以能跟 NBA 相提并论,进而带来更

多的关注和搜索。 由此,在流量竞争的时代,
“村 BA”这一新符号在与其他符号的竞争中获

得了更多注意力和流量关注,经过广泛传播和

官方确认,“村 BA”逐渐成为具有特定指向和内

涵的新文化符号。
在符号竞争的时代,文化符号的创制要想

推陈出新,一般在依托旧有符号的声望的同时又

要超越于旧有符号的情景和内涵,因为“人的意

识在组织意义上永远是个拼凑巧匠,新的意义实

际上大都来自旧符号的‘再符号化’”。[21]276-277 通

过策略化的模仿,以多元化要素的杂糅,情景化

的特征凸显和内涵的反差对比,才能形成更具

新奇感和反差感的文化符号,进而在人们的注

意力竞争中获得更多关注,成为知名和稳固的

文化 IP。
(二)矩阵式传播:全面传播扩散形成新 IP
一项文化符号产生以后,还需要在时间和

空间上进行有效传播以扩大符号的知名度,继
而把符号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在受众群体中传

递、散播与渗透,形成共通的记忆和情感。 因

此,对符号的传播和扩散成为建构新 IP 的必要

过程。 文化符号的扩散依赖于各种媒体资源的

传播,“在融媒体时代,大数据技术、自媒体平台

助力文化符号多元扩散” [22] ,“村 BA”在出名之

后吸引了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国外媒体、自媒

体等多种媒体资源参与传播,形成了矩阵式传

播格局,有力推动了“村 BA”这一新文化符号的

全面扩散。 “村 BA”早期依靠本省主流媒体进

行宣传和直播,为了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推介,又
积极邀请中央权威媒体和网红自媒体来到现场

进行直播和采访,开展饱和式宣传攻势,最多一

次有全国 100 余家主流媒体同步直播,其中新

华社新媒体平台在进行现场直播时还进行了多

语种对外报道,把“村 BA”推向了全球。 另一方

面为了保持“村 BA”的新闻热度,当地精心策划

多种活动,不断制造新闻爆点,特别是邀请体育

界和娱乐圈名人进行联动、互动,以名人效应带

动宣传,形成各种网络头条和热搜新闻。 在众

多的官方媒体和大量自媒体的支持下,在平台

算法的推荐下,通过不断制造话题和爆点,对

“村 BA”的宣传长时间处于“霸版、霸屏、霸头

条”的状态。 据统计,2023 年“村 BA”赛事直播

累计吸引了 31 亿人次观看量,在短期内形成流

量聚集和声势扩张,使“村 BA”在短时间内成为

举世闻名的文化 IP。
一个文化符号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扩散的时空范围,在信息时代和融媒体时代,
一个文化符号能否扩散以及能否持续扩散不仅

与符号本身有关,也与对符号活动的主动操作

有关。 在理解信息时代新闻生产规律和流量制

造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多种媒体资源,主动

制造热点可以持续保持新闻热度和流量关注,
使文化符号经过高强度的传播扩散而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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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注意力,成为社会公共记忆。 “村 BA”通过

建立矩阵式传播体系,使一个表征乡村文化活

动的符号一跃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 IP,随着民

族团结进步内涵的融入,获得广泛传播的“村 BA”
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号创新。

(三)内涵式嵌入:融入典型政治符号和民

族特色符号

文化符号在发展中可以不断注入新的内

涵,在多重内涵的扩展演变中逐步建立起主导

性的价值内涵,进而实现文化符号意义的定型。
“村 BA”早期只是对乡村特色篮球活动的命名

和表征,文化符号内涵相对单一。 随着“村 BA”
活动知名度的扩大、活动形式的丰富和规范化,
一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政治象征符

号被嵌入到“村 BA”场域之中,“村 BA”的符号

内涵逐步得到深化和扩展。 “村 BA”在获得广

泛关注之后,活动的流程更加丰富规范,一方面

是在比赛前要升国旗、唱国歌,在比赛中会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爱我中华》 等爱国主义和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歌曲,把这些典型的政治象征

符号植入到“村 BA”的活动场景。 另一方面把

特定的话语符号嵌入到“村 BA”的空间场景,地
方政府积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

与内容嵌入到“村 BA”的活动场景和流程之中,
球场中“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等标语随处可见,使“村 BA”和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了更直接的关联。 与此同

时,“村 BA”还把地方民族特色物品以奖品的形

式授予获奖球队,如黄平黄牛、习水黔北麻羊、
苗族银帽、从江小香猪、下司犬等黔东南土特产

都曾被作为赛事奖品,来交流的外地球队也会

带来本地的特色食品和文化产品,这就在多民

族特色文化符号的展演过程中丰富了“村 BA”
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也在礼尚往来的特色文化

符号互动中使“村 BA”成为各民族优秀文化相

互展示、相互欣赏的场域。 通过在“村 BA”场景

中嵌入一系列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

象征符号、话语符号和特色文化符号,使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村 BA”符号中主导的

价值内涵。
文化符号内涵的建构有赖于其他符号的支

撑,要想建构出一个表征特定内涵的新符号必

须把现有的相关符号有效融入新符号的场景和

过程之中,在多重已有符号的引导和作用下,传
统符号所承载的特定内涵则会转移到新的符号

之中,经过权力的确认进而成为主导性的价值

内涵。 “村 BA”的价值内涵在与象征符号、话语

符号和民族特色符号的融嵌中不断深化,最终

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其主导性的内

涵,打造出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 IP。
(四)互动式拓展:在“三交”中推动符号传

播和记忆共享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化媒介成为符号传

播的重要渠道,但是通过现实交流交往的具身

传播依然是符号传播基本的形式,而且具身的

互动参与本身也是技术媒介传播的素材,二者

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符号的传播和集体记忆的

生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所说“各民族要相

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相 互 帮 助, 像 石 榴 籽 那 样 紧 紧 抱 在 一

起”,[2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只靠单

方面的宣教,还需要各民族群众通过各种形式

的交流交往交融,才能形成关于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 集体记忆理论也认为“集体记忆的形

成是一个复合过程,既包括个体记忆的基础,也
需要共享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 通过交流

和讨论,个体将自己的记忆与他人分享,从而形

成了群体的共同记忆”。[24]38-39 推动各民族之间

的“三交”是符号传播和集体记忆生产的新表达

和新使命,“村 BA”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引进来和

走出去两种方式,与全国各地区篮球爱好者和

观众进行交流互动,形成广泛深入的直接符号

传播和间接的新闻爆料传播。 一方面是广发英

雄帖,邀请全国各地的篮球爱好者来台江参与

比赛,突破原有赛事的地域限制,频繁进行全国

性的交流比赛;另一方面,台盘村的篮球队和多

民族文化展演人员收到很多地方的邀请,积极

组织人员和队伍去进行篮球比赛和文化展演,
使其他地方的群众了解贵州的篮球文化和民族

风采。 “村 BA”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比赛过程

中设置了很多观众参与互动的环节,包括观众

投篮奖励,共跳民族舞等。 在“村 BA”符号的召

唤下,通过多方面的交流互动切实有效推动了

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学习和欣赏尊重,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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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的符号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多民族团结

进步的理念得到深化,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被共同记忆。
 

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让更多群众参与到

“村 BA” 的活动之中,以现场面对面的社会交

往、文化交流推动情感交融。 这既是对“三交”
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对“村 BA”符号内涵和外

延进行的互动式拓展,直接和间接促进了“村

BA”符号本身与符号内涵的传播扩散。 在具身

化的参与互动中,各民族群众通过比赛学习,欣
赏不同民族的文化风采,不仅带来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心理共振”和“情感共鸣”体验,也有力

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共享” 和

“记忆共筑”。
三、以文化 IP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路径探索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符号化生产和消费日

趋显著,符号的竞争加剧与总体上的泛滥对传

统文化符号价值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稀释甚至

遮蔽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 那些传统和

正统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都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因而,特定情感和意义的

生产与传播就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更有效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打造出更具时代

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创新文化 IP。
新文化符号只有经过广泛传播,才能在符号竞

争中获得注意力,形成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新 IP。 “村 BA”通过把体育运动与多

民族文化展演进行融合,以多民族群众“三交”
为载体,以多民族团结进步为内涵,超越了单纯

的篮球比赛,把代表一地的活动符号变成全国

通用符号,成为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最具代表性的 IP 创新。 “村 BA” 文化 IP 的

成功运营为打造更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新 IP 提供了思路和可能。 具体而言,可以从

符号形式创新、符号传播路径的优化、符号内涵

扩展及符号实践互动四个层面着手,打造更多

能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IP。
(一)推进符号融合创新,打造表征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特色符号

在大众文化流行的互联网时代,文化符号

与意义、情感生产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挑战,一
方面,文化符号泛滥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

值,单调的传统文化符号越来越难以唤起人们

的情感和认同;另一方面,人们更追求在日常化

的文化符号和娱乐化的活动体验中来获取情感

价值和认同意义。 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既需要对现存文化符号进行挖掘和传扬,
也需要推陈出新,推动传统文化符号与新内容

的有机融合,以形成新的文化 IP。
符号是对内容的凝练和抽象,内容决定符

号,符号彰显内容,能够成为超级文化 IP 的符

号一定是建立在优秀内容的基础之上。 “文化

符号具有高度凝练、易于传播的特征,以节日庆

祝活动、美食美饰、生活习惯等为核心的民俗文

化符号,更易激发受众的参与感与共情力”。[25]

因此,打造新文化 IP 的前提是策划出顺应社会

发展趋势,契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各种活动。 从“村 BA”
和“村超”的成功经验来看,文旅体结合的混合

活动模式是打造新文化 IP 的内容创新。 中国

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要素众多,是形成特

色活动的重要支撑。 通过整合地方文旅体资

源,加强对空间、内容、活动形式等各种文旅体

要素的创新组合,以要素创新形成空间重塑、内
容混搭、趣味互动的文旅体融合业态。 在此基

础上,通过策略化模仿或者实质性改造以新的

话语符号对文旅体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形成充

满新奇感或者反差感的特色化文化符号,可以

吸引更多人去关注和传播这一文化符号及其背

后的活动内容,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积聚人气和流量。
(二)优化符号传播路径,以矩阵传播和流

量策划打造超级文化 IP
在符号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酒香也怕巷

子深”,文化符号生产出来之后能不能得到有效

地传播和扩散,直接影响一个文化符号的存亡,
也决定了一个文化符号是否能成为超级文化

IP。 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一方面取决于传播

方式,在全媒体传播时代,综合利用多种传播方

式成为提升传播效果的显著趋势;另一方面取

决于文化符号本身的内容可传播性,全媒体时

代的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追逐热点和流

量是其重要传播运行逻辑。 因此,优化文化符

号的传播路径,建立传播矩阵,策划高流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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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动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

进化为文化 IP 的必要支撑。
在传统时期,高层级传播媒介相比低层级

传播媒介具有更强的权威性、认可度和传播效

力。 在全媒体传播的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形

式之间的功能差距日益减少,很多事件和文化

符号可能最早都是通过自媒体或者地方媒体进

行传播而走红。 与此同时,各种媒体形式之间

通过相互引用、互动形成推波助澜之势,可以带

来传播的乘数效应。 因此,要积极为各种媒体

形式参与传播提供支持和引导,形成对新文化

符号的矩阵式传播。 高效的传播还依赖于传播

内容本身的可传播性。 因而,要不断创新民族

文旅体活动内容,使传播内容更具爆点和新奇

点,包括采用明星互动,提升活动的举办层次,
推出特色民族文化展演等,以持续引发各种媒

体的关注和传播,进而在为各种媒体带来流量

的同时,也使文化符号在不间断流量的加持下

成为超级文化 IP。
(三)有机嵌入显性文化符号,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由隐到显

打造特定文化 IP 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不断调适和探索,通过嵌入融合相关的显性

文化符号,才能逐步形成具有稳定内涵和外延

的文化 IP。 也就是说文化符号的内涵在实践过

程中会随着其他符号的嵌入而发生变动,这就

为生成多重符号内涵提供了可能。 尽管不同的

文化符号对应着不同的空间场景和活动内容,
但是在这些空间场景和活动内容中植入特定的

显在文化符号,就能引导人们产生特定的情感

和认同,进而丰富原有文化符号的内涵。 要打

造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文化新 IP,就需

要有选择性地把现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直接相关的文化符号有机植入到文化活动场

景和内容之中,推动符号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由隐到显。
一般而言,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动都具有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内涵和自发功

能,而要把一个具有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

的文化符号转变成显性的文化 IP,就需要有机

嵌入和融合那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直

接相关的符号,比如特定的政治符号、话语符号

等。 具体而言,在活动流程上可以通过规范举

办仪式,把升国旗、唱国歌作为必要仪式步骤,
在活动过程中可以播放或合唱广泛传唱的爱国

主义歌曲;在空间营造上,可以把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话语符号进行醒目的展

示,把相关的视频资料进行适当的播放展演。
由此,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性文化内

容与显性的文化符号进行有机互嵌,使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符号中的内涵更加凸显。
(四)创新“三交”活动形式,使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IP 更可感可及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讲话中明确指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
 

(简称“三交”)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途径。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

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内涵

的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对于培植关

系理性、增进价值共识、厚植情感归属具有重要

意义”。[26]因此,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 IP,不仅需要巧妙的建构和广泛的宣传,
还需要人们去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化 IP 所指向

的具体活动,在生动的实践和积极互动中推动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对特定文化 IP 的

理解和认同。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创新

“三交”的形式,有助于人们更可感可及地体验

文化 IP 的魅力,感受文化 IP 的内涵。 文化符号

需要在“三交”活动中凝练,文化 IP 需要在“三

交”创新中扩展。 因此,一方面需要提升特定文

旅体活动的互动性和可玩性,使更多人能够参

与到各种特色化的娱乐和体育之中,比如,通过

共跳民族舞、参与游戏等方式拉近各民族群众

之间的距离,使文化符号的活动形式更加生动

活泼;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不同地区的群众广泛

进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比赛、交流或者展示,通过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双向交流交往,扩
大文化符号的影响范围,使更多地区的群众能

够亲身了解特定的文化符号,参与特定文化活

动,推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欣赏。 通过

参与各种“三交”形式的创新活动,各民族群众

不仅成为特定文化符号活动的感知者和参与

者,也能成为更加有效的传播主体和建构主体,
进而从多个层面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

育和铸牢。



2025 / 05　 总第 115 期 JOURNAL
 

OF
 

ETHNOLOGY

第

十

六

卷

25　　　

注释:
①数据来源: 《中国乡村哪里 “火”? “村

BA”“村超”走一趟》央视新闻客户端,2024-07-
07. https: / / content - static. cctvnews. cctv. com /
snow - book / index. html? item _ id = 12446453189
843198633&source = 50001&sub _ source = 50001
_011。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李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境遇与实现路径[ J] . 民族学刊,2024,15(01):
40-48+124.

[3]范俊.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

号机制[J] . 广西民族研究,2021,(02):10-16.
[4]李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境遇与实现路径[ J] . 民族学刊,2024,15(01):
40-48+124.

[5]祖力亚提·司马义,刘庆斌. 文化符号

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 社会

科学战线,2023,(04):212-218.
[6]冯月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

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 J]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02):25-32.
[7]谢新清,王成.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

的启示[J] . 晋阳学刊,2020,(04):65-70.
[8] [美]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

[M] . 王海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9][英]格雷厄姆·沃拉斯. 政治中的人性

[M] . 朱曾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王明珂. 华夏边缘[M] . 台湾:允晨文

化出版社,1997.
[11][英]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M] .

王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1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

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 吴叡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3]曾楠,何聪聪. 国家通用语言: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石 [ J] .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04):51-59.

[14]黄兴涛.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

族”观念研究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7.
[15]谢新清,王成.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

的启示[J] . 晋阳学刊,2020,(04):65-70.
[16]朱全国,肖艳丽. 贵州现代乡村表演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以贵州 “村

BA”与“村超”为例[ J]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4):98-106+220.

[17]张洪昌,吴迪. 乡村群众体育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经验与启示———以贵

州“村 BA”为例[J] . 体育文化导刊,2024,(04):
60-66.

[18]朱晓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基层推动机制及其前景展望———以贵州 “村

BA”为例[J] .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4,44
(02):14-22.

[19]马敏. 政治象征 / 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

[J]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04):10-14+157.

[20]安虹,罗景峰,王婷伟. 文化遗产数字

化游客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SEM 和 fsQCA 方法的分析[J] . 西南交通大学学

报,2024,(05):73-91.
[21]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

[M]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22]姜黎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符号进路[ J] .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4,52(04):8-14.
[23]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

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EB /
OL] . (2014 - 05 - 30) [ 2024 - 09 - 28] .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 / 2014 / 0530 / c64094 - 2508
3518. html.

[2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
[25]苏筱. 文化再生产与符号联想:数字时

代的中国民俗与国家形象建构[ J] . 文化遗产,
2024,(01):98-104.

[26]李少霞,魏莉.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J] . 广西民族研

究,2023,(05):18-28.

收稿日期:2025-02-01　 责任编辑:叶　 楠



2025 / 05　 总第 115 期 JOURNAL
 

OF
 

ETHNOLOGY

第

十

六

卷

153　　

From
 

Cultural
 

Symbols
 

to
 

Cultural
 

IP:
 

Innovating
 

the
 

Path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BA”
 

in
 

Taijiang
 

County,
 

Guizhou
 

as
 

an
 

Example

Xie
 

Shengli,
 

Wu
 

Licai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6,
 

NO. 05,
 

17-25,
 

2025
 

(CN51-1731 / C,
 

in
 

Chinese)
DOI:10. 3969 / j. issn. 1674-9391. 2025. 05. 00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nation-
al

 

community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making
 

full
 

use
 

of
 

relevant
 

cultural
 

symbolic
 

resources,
 

but
 

al-
so

 

a
 

process
 

of
 

creating
 

new
 

cultural
 

symbols
 

repre-
senting

 

the
 

image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
midst

 

the
  

fierce
 

competition
 

for
 

cultural
 

symbol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necessitates
 

an
 

effective
 

dissemi-
n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xisting
 

cultural
 

symbols
 

but
 

also
 

the
 

continuous
 

reproduction
 

of
 

new
 

cultur-
al

 

IP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id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cultural
 

symbols,
  

those
 

related
 

to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
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1)
 

Direct
 

political
 

symbols,
 

2)
 

vivid
 

ritualized
 

symbols,
 

3)
 

unified
 

linguistic
 

and
 

textual
 

symbols,
 

4 )
 

specific
 

political
 

discourse
 

symbols,
 

and
 

5)
 

indirect
 

natural
 

symbols.
 

In
 

the
 

era
 

of
 

attention
 

scarcity,
 

these
 

single
 

cultural
 

sym-
bols

  

exhibit
 

certain
 

limitations
 

in
 

foster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only
 

through
 

the
 

re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ymbol
 

types
 

or
 

innovation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ca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e
 

forged
 

more
 

effectively
  

using
 

new
 

cultural
 

IP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upgrading
 

process
 

of
 

“ Village
 

BA ” ( Villag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
 

from
 

spontaneous
 

multi-ethnic
 

mass
 

cultural
 

partic-
ipation

 

to
 

consciousl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
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found
 

that
  

strategic
 

imitation
 

of
 

the
 

NBA
  

creates
 

a
 

sense
 

of
 

novelty
 

and
 

contrast;
 

a
 

new
 

IP
  

emerg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dissemination
 

via
 

a
 

matrix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notative
 

embedding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in-
tegration

 

of
 

typical
 

political
 

symbols
 

and
  

ethnically
 

characteristic
 

symbol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ymbols
 

and
 

the
 

sharing
 

of
 

memories
 

is
 

promot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
tion,

  

transforming
 

“Village
 

BA”
 

from
 

a
 

mass
 

cul-
tural

 

and
 

sports
 

activity
 

brand
  

into
 

a
 

new
 

IP
 

for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
sciousness.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the
 

cultural
 

IP
 

of
 

the
 

“ Village
 

BA”
 

is
 

a
 

new
 

cultural
 

expres-
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unity
 

and
 

progress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a
 

creative
 

fusion
 

of
 

existing
 

cultural
 

resources
 

and
 

new
 

cultural
 

symbols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generating
 

new
 

IP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e
 

aforementioned
 

reasons,
 

this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from
 

cultural
 

symbols
 

to
 

cultural
 

IPs
 

has
  

yielded
 

new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ve
 

path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1)
 

By
 

promoting
  

symbol
 

integration
 

and
 

in-
novation

 

to
 

create
 

distinctive
 

symbols
 

that
 

represen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2)
 

by
 

optimizing
  

the
 

path
 

of
 

symbol
 

dissemination
  

to
 

create
  

super
 

cultural
 

IPs
 

through
 

matrix
 

dissemination
 

and
 

traf-
fic

 

planning;
 

3)
  

by
 

elevat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hidden
 

to
 

visible
 

through
 

the
 

organic
 

embedding
 

of
 

explicit
 

cultural
 

symbols;
 

and
 

4)
  

by
 

innovating
 

the
 

forms
 

of
 

“com-
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ctivities
 

to
 

make
 

IPs
 

for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ore
 

palpable
 

and
 

ac-
cessible,

 

creating
 

more
 

cultural
 

IPs
 

that
 

can
 

effec-
tively

 

forge
 

this
 

consciousness
 

in
 

a
  

perceptible
 

way
 

and
 

expanding
 

more
 

incremental
 

cultural
 

resources
 

for
 

fostering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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