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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设

2. 展示内容

3.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4. 今后的发展规划

广西民族文物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室内陈列的延伸和扩展，在 24000 平方米的土

地面积内，展示了广西壮族、瑶族、苗族、毛南族极富特色的民居，伺族的风雨桥和鼓楼，

还有寨门、戏台、民族手工作坊，铜鼓群雕和铜马、铜镇塑像等。建筑周围配以石林、水池

和奇花异树，民居内辅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民族工艺品原状陈列，手工作坊可进行制陶、

造纸、榨油现场表演。逢年过节，壮族戏台上演民族歌舞，竹林深处有山歌对唱，在茵楼可

品尝民族风味小吃。步入广西民族文物苑，壮乡瑶村茵寨，可游可居，民族历史文化，有声

有色，有香有味。自 198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开放以来，广西民族文物苑

以其新奇的构思，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创的展示内容，成为中外游客到自治区首府游览的必

到之处。在长达 11 年的开放过程中，广西民族文物苑以直观的形式向观众和游客介绍了广西

各民族的相关情况，既反映了建苑者的研究成果，以及要求达到的展示的目的，同时也获得

观众的认可，塑造、诠释了新的民族文化，对今后的相同性质的景点建设产生了影响。本文

主要对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苑过程、展示内容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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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设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设构思始于 1980 年，在此之前， 197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新

馆建成。当时，文化厅文物处负责人与博物馆有关同志针对民族文物的陈列问题，想、利用这

块空地建"广西民族村"或称"广西博物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大家以为广西是个民族

地区，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了许多的民族文化遗产，除著名的铜鼓和岩画外，

还有民族建筑、民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民族工艺品、民族食品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等。

突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格、传统文化。设想"村" (民族村)与"馆" (博物馆)相结合，使

观众不必旅游全广西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广西部分精华萎萃的民族文物、历史文物、民族风

情能浏览无遗，并能品尝民族食品，购买即矢工艺品。基于这一认识，博物馆拟出"民族村"

建设规划图， 1980 年 8 月，由当时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区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在区政协召

开有关人员征集意见，反映良好。但到 1986 年，有关部门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要用这块地

皮建民族文化宫。

1986 年 12 月 3 日，区人民政府在广西博物馆接待室专门召开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

方案审定会议"。参加会议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政协主席罩应机，还有自治区直属

机关，南宁市直属机关有关部委厅局的领导。会上有关同志汇报了筹备情况并着重宣读 1984

年 2 月 29 日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筹建区博物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的批复))， "批复"在开

头就阐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在区博物馆后空地上逐步建设成具有民族特色，园

林式的小庭院的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政协主席罩应机据此认为应该按原批复办。主持会议

的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最后总结说，还是称"民族文物苑"为好，苑者，萎萃也，把壮族、

瑶族、苗族、伺族等儿个主要民族文物的精华集中于此，名符其实。会后于 1987 年 3 月 6

日区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会议纪要"。在第一条肯定了自治区博物馆后面那块场地归博物馆建

设"民族文物苑"民族文化宫另找地址建设。这为民族文物苑的建设最终定了调。

关于建苑的经费，一九八二年国家文物局拨给十万元筹备费。一九八三年三月，自治区

文化局伍能明副局长带领文物处和博物馆的负责人赴京向文物局详细汇报"民族村"的筹备

情况，昕取汇报的有文物局领导吕济民、庄敏以及计财处长、博物馆处长、文物处长等，其

中大多数视察过现场。他们昕了汇报，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考虑补助八十万元。因"民族

村"是宣传广西少数民族的窗口，通过区民委出面争取在民族经费中给予资助是必要的。文

物处、博物馆与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商量要求资助八十万元，他们表示同意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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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区文化局呈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筹建

区博物馆"民族村"露天陈列场的请示报告))，宣传部签署"拟同意"后，即转送区政府，区

政府办公厅向区计委、区财厅、区民委、区建委、南宁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和区党委、区人民

政府领导作详细汇报并请签署意见。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区政府办公厅发下《关于同意筹

建区博物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的批复))，提出建设经费为一百六十万元，其中在自治区民族

经费中拨给六十万元，请文化部文物局补助六十万元，不足部分由自治区文化局从文物经费

中解决。这样就落实了经费的问题。

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批准兴建"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七月十

七日函请委托南宁市园林局负责规划设计，十月份完成规划设想、图纸二份，因过于园林化，

没有民族文化的味道，故未被选用。一九八五年三月，自治区博物馆又与柳州铁路局勘测设

计公司签订设计协议书，内容包括总平面设计，十五座民族建筑、四座梁、士山、石山、小

路等工程。但由于造价高等因素，又中止了。国家文物局得知上述情况后，指示:此场不是

修建风景园林，而是集中展出民族典型建筑，是民族文物的展示，要使民族文物建筑反映出

它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表现出民族地区的气氛，实际上是博物馆的业务活动。据此自治区

博物馆成立"自治区博物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设计施工管理组"。管理组由自治区博物馆的

业务人员与其他工程技术专家结合组成，一九八六年八月完成图纸设计和模型，随即赴京征

求国家文物局领导、专家的意见。八月二十八日自治区文化厅领导在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召开

了设计方案研究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贺亦然说"国家文物局认为这是全国第一个，既

然有如此评价，我们就要决心搞好。"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在自治区博物馆由自治区政府主

席韦纯束主持召开了设计方案审定会，确定了名称、审定了方案。从一九八七年起按审定方

案，开展苑内各项景点的具体设计和施工。直到一九八八年底才初步建成开放，时逢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

2. 展示内容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展示内容主要包括广西的民族建筑、民族民间技艺、民族风味食品、

民族歌舞表演等。

广西的民族建筑是民族文物苑的主题，在广西的民族建筑中，比较有风格、有特色、有

技巧的有壮、瑶、苗、伺、毛南五个。壮族的建筑形式、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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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用，创造了以干栏吊楼为主导的建筑体系。苑内的壮族干栏，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瓢里乡交州村廖姓住家的原物。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种房屋朴素实用，美观大方，

以舒适宽敞为特色，给人以明快开朗的感觉，也适应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壮族干栏高三层，

一层圈养牲畜，堆放杂物，农具等。二层为居住层，有卧室火塘、作坊和晒排。三层是阁楼，

用来贮存谷物和不常用的生活用具。内部的摆设完全按照壮族的生活习惯布置。源于生活、

忠于生活的陈列布置，使游客一见如故。干栏旁是梯田、鱼塘、水礁，一派农家景象。

戏台是广西壮、瑶、苗、伺等民族山村中常见的公共建筑，是表演民间歌舞、戏剧的地

方。每逢喜庆节日，各村寨自己组织的剧团走村串寨，给节日增辉添色。民族文物苑内陈列

的戏台，是一座带有壮族建筑特色的连体式戏台，实际上是一座矮式干栏，它不但是建筑艺

术的陈列，还是表演文艺节目的好地方。

苗族住宅以吊脚木楼最具民族特色。苑内的苗楼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安泰乡苗族民居式

样，由当地苗族工匠亲手建造。楼分二层，底层架空无围护，二楼为居住层。每个柱头都雕

刻花果，门窗装饰美丽的图案，檐柱上悬挂牛角。敞厅设在火塘间的前部，跨在水塘上，这

是整个苗楼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当你在敞厅上休息，可观赏水光倒影、游鱼。吊楼前面的小

坪上，有一根五彩缤纷、顶立金鸡、腰伸牛角的芦笙柱，它是苗族的吉祥物。苗族能歌善舞，

每逢过苗年和坡节、新禾节，都要举行斗马、斗牛、赛芦笙活动，这根高耸的芦笙杆，就是

芦笙赛会上载歌载舞的中心，也是苗族的象征和标志。

瑶族建筑多种多样，有竹楼、木楼、泥墙瓦房、砖木结构瓦房等。苑内按照金秀瑶族自

治县十八家村的建筑，仿造了一座竹楼，作为瑶族建筑的代表。竹楼使用木构架，竹墙，竹

地板和竹瓦。室内陈列瑶族生产生活用具和风情图片。竹楼建在坡顶，居高临下。坡下可以

见到一座干栏式的圆形建筑物，这就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一一白裤瑶的高脚谷仓。谷仓建在由

四根木柱支承的一块方木板上，四根柱子的上部安装四个倒装的陶罐，防老鼠偷食粮食。这

与在广西合浦县汉墓出土的谷仓模型形状很相似。

风雨桥是伺族公共建筑的一大特色。进入伺乡，儿乎每个村寨都有风雨桥。风雨桥又称

廊桥和花桥，因自白忠避风雨而得名。文物苑内的风雨桥，是根据伺族风雨桥的素材进行设计

的，全桥均用杉木制成，集交通、休息功能于一身。它是民族文物苑的主体建筑。

伺族鼓楼是伺寨的公共建筑，是伺族人民聚集活动的中心，在伺寨中，每个姓氏最少有

一座鼓楼，平时商议村寨大事"月也"、"多耶"、琵琶歌等民间节日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苑

内的鼓楼是仿照三江伺族自治县马胖鼓楼建造，九层重檐，歇山顶，非常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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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作坊区主要陈列各种大型生产工具，有从边远山区搬运来的一套大型榨油工具，这

套工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水为动力运转，推动石滚在碾茶泊果。作坊还展示了古老的

石头榨糖机，全套士法造纸生产工具，观众在这里可领略到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古老生产方

式。

民族风味餐厅设在苑内临水的苗族吊楼上，餐厅内可品尝到广西风味独特的小吃，有五

色香糯饭、伺族香油茶、凉棕、蕉叶格等。餐厅内还准备了令人过口难忘的民族风味菜肴。

有香嫩的瑶族竹板鸡，酸辣可口的伺族竹串肉，色彩斑澜的苗族五彩银丝拌，形象逼真的壮

族蝴蝶过河、鸳鸯鱼合，京族的一帆风顺、绿荷苞等系列特色菜肴。

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表演更游客如置身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每逢广西各民族的重

大节目一一国际民歌节在首府南宁举办，文物苑便到处飘荡着优美动听的歌声，壮族的迎客

歌、剪彩歌、酒歌、拦路歌、送客歌:汉族的敬茶歌、贺郎歌:伺族的同乐歌、油茶歌:千么

佬族的问候歌:毛南族的送礼歌:京族的祝福歌，首首声情并茂，展示了广西各族人民重礼

深情的人生礼仪和艺术天赋，也显示了"歌海"的无穷魅力。

民族文物苑也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在首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每逢自己民族的节

日，都要到民族文物苑欢聚，如伺族的"过冬"苗族的"苗年"瑶族的"盘王节"千么佬族

的"依饭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自发地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欢庆自己的节日，

视民族文物苑为家，也给文物苑增添了光彩。

3.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以上内容着重介绍了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基本情况，这对评述民族文物苑的相关问题是必

要的。民族文物苑把艺术的境界和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把社会生活、自然环

境、民族文化与美的追求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的物质空间，使观众身临其境，从而对广西的民

族文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是民族文物苑的陈列构想[吴崇基 1990J 。现在看来，民族文物

苑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建苑者当初所意想不到的。以下分别叙述。

(1)民族文物苑以其独创的展示风格对今后的类似民族旅游景区有所启示。民族文物苑

的构思筹建始于 1982 年，开放于 1988 年，虽然最早的构想为广西博物馆民族民俗展览的室

外延伸，但其民族传统建筑十民族风情表演+自然景观的展示方式为国内首创，以后陆续筹建

开放的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桂林漓江民俗风情园，云南民族村的有关人员都曾到广西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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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苑参观学习，其中中华民俗文化村还聘请原民族文物苑负责人到民俗文化村主持经营菜

式为广西少数民族风味的民族餐厅，这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

相结合所体现的新的文化观念，为文化事业的产业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 民族文物苑是广西博物馆的一部分，但从管理上，两者是单独售票，九年时间分别

独立核算。观众的人数反映了在自治区首府这块地方，游客较偏爱民族文物苑(参见表一)。

与之比较，博物馆陈列大楼的观众就少得多(参见表二)，这说明民族文物苑这种展示方式走

对了路子，建苑的宗旨是正确的，而且是富有远见的。

表一 民族文物苑历年游客统计表 (单位:人)

年次 购票观众 未购票观众

1989 112000 32000 

1990 134200 45610 

1991 145630 38760 

1992 143400 48590 

1993 79630 11200 

1994 50247 15240 

1995 23068 12386 

1996 32564 18000 

1997 未售票 38295 

1998 52416 32564 

1999 (上半年) 36120 15000 
一

表二博物馆近年游客统计 (单位:人)

年次 购票观众 未购票观众

1993 25000 65730 

1994 29800 54320 

1995 31020 48650 

1996 16300 50400 

1997 19200 56320 

1998 (1-4 月) 2860 10430 

1999 (上半年) 3612 5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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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文物苑为博物馆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它的经营经验也为文化产业思维的验

证以及文化事业与旅游事业的完美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民族文物苑建苑至今，主要经济

收入也超过了博物馆陈列大楼(参见表三)，整个博物馆每年的财政款每年约 70 万，而文物

苑近几年收入最高时达每年 38 万元，平均每年约 20 万元，这对博物馆的经费是一个很大的

补充。

表三博物馆、文物苑收入统计 (单位:元)

年次
文物苑 博物馆

门票 其他(饮食、零售) 门票 其他

1993 79635 100370 48350 

1994 80247 99750 50100 

1995 46172 333828 52320 

1996 20400 172000 32600 

1997 未售票 38400 

1998 91200 15600 5720 

1999 (上半年) 72000 60000 8000 

(4)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设是一种政府行为。虽然民族文物苑的最初构想是博物馆的具

体工作人员，但最后名称的确定已经与原先的"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相去甚远，在民族文

物苑的筹建过程中，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都起了关键的作用，最后由区政府主席一锤定音，资金来源亦由自

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文化厅等政府部门拨给，其过程体现了政府的意

志、政府的行为。

(5) 民族文物苑的建成开放，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民族文物苑

的展示内容，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举措，这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民族

文物苑，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卓越的才能，展示了民族风貌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加强了民族

间的文化交流。各种特色的民族建筑和各民族的风情表演汇萃一堂，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各

级领导对民族文物苑的关怀帮助更是民族政策的体现。

(6) 民族文物苑塑造了全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物苑的展示内容是传统的，来自民间的

文物、生产、生活和文化用具的陈列与创新的民族风情歌舞表演、饮食文化的完美结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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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壮族自治区"三月三"是部分地区壮族的歌节，结合壮族"三月二"歌节，从 1993 年

起，自治区己经连续 6 年举办了 6 届广西国际民歌节，与此同时，广西民俗礼仪歌表演也在

文物苑举办了 5 次，国际民歌节之前的"三月三"壮族歌节，以民间传统的民族表演为主，

歌手均为民间艺人。从 1993 年广西国际民歌节开始，由专业人员编导，专业演员演出的广西

民俗礼仪歌表演成为广西民族文物苑的招牌项目，铜鼓雕塑群也成为广西国际民族歌节的标

志。民族文物苑内的民俗礼仪歌表演是根源于广西各族民间的综合艺术，汇集歌唱、舞蹈、

服饰为一体。编导们对节日进行了深入的加工和创造，使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更具观赏性和

艺术性。广大游客在苑内即可饱览广西各族人民热情好客的礼仪，能歌善舞的风姿，加深了

国内外游客对广西的了解。可以说，民族文物苑这种独到的展示方式塑造了全新的民族文化。

4. 今后的发展规划

广西民族文物苑作为自治区省府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对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

出客观评定，并对今后发展做出规划，将有利于博物馆事业以及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广西是中国南部的一个自治区，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浓郁的民族特

色，大力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

国统一的需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民族民俗展览"及广西民族文物苑的产生和

展示内容，是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有关职能部门的良苦用心所在。应该说，广西民族

文物苑在开放的 11 年中，以其独到的展示风格，吸引了广大的游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即是说，游客的数量和经济的收入只是和从前作比较，或

是与文物苑的主体一一-广西博物馆作比较而得出的。后来建成的深圳1"中华民俗文化村"和

桂林"漓江民俗风情园"平均每天游客量达1. 2 万人和 3000 人，经济收入更是惊人。与之

比较，广西民族文物苑真是望尘莫及，从另一方面看，南宁市人口近百万，去年到南宁的外

地游客达 689 万(林国强 1999)，到广西民族文物苑参观的游客不到 9 万，平均每天不足 300

人，游客稀少成为民族文物苑的最大问题，没有游客，谈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也是民

族文物苑今后发展规划里要特别重视的问题。民族文物苑今后的发展规划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考虑。

(1)建成少数民族活的博物馆。广西民族文物苑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是广西博物馆室内

陈列的延伸，属于文化部门下属的文博系统，而其它的民族村大都是隶属旅游局。民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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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真实客观地展示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再现了它们的生活。在这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和创造，但真实性是主要的。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广西民族文物苑就与别的类似的民族村没

有什么差别了。其他的民族村大都以民族风情表演为主，用专业的眼光来看，这种表演无助

于对少数民族的更深入了解，就是说，这些民族村比较适合旅游观光性质的游客，洋溢着浓

厚的商业气，息，但对一些渴望了解少数民族真实的生产、生活文化情况的研究者来说，这是

不够的。广西民族文物苑需要进一步充实各景点的陈列内容，真实地再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场

景，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观赏愿望。另外，也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目前，

在广西民族文物苑的人员构成中，全部 7 个工作人员中，六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只有 1 人

具有高级职称，也只有 1 人从事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必然对文物苑今后的发

展有所影响，只有研究的深入，才能更好地展示各少数民族的风貌，帮助游客更多地了解广

西的各少数民族。

(2) 转变机制，增强活力。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而只作为广西博物馆的一个下属部

门，是民族文物苑经营管理上的一个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广西民族文物苑在经营管理

上走了弯路。 1988 年至 1992 年，是民族文物苑的早期建设和创业阶段，作为博物馆的一个

部门来管理，但在经济上相对独立，这一时期逐步使文物苑的经营开了一条路子，为今后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一年上交给博物馆的利润每年只有 3一5 万元。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民族文物苑从 1993 年起采取博物馆内部招标的办法，由标的最高的本馆干部承包经营，每年

上交博物馆 18 万元，经济及管理上外于一种独立的状态。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凸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生了冲突，承包者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没

有能很好地把经营开发与民族文物苑的宗旨结合起来，结果使民族文物苑变成了一个商业性

极强的餐馆和商店，与博物馆及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产生了不少的矛盾。到 1995 年，这一状

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逐步恶化的趋势，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博物馆改变了内部招

标的办法，改为向社会公开招标，同样由标的最高者承包经营，合同规定每年向博物馆上交

38 万元。新的外来的承包者为了完成比原先更高的承包额，己完全不考虑民族文物苑的主题，

这一时期的经营业务主要是拍卖活动、室外展览和餐饮，博物馆及上级部门对民族文物苑的

管理也进一步失控。导致自治区人民政府某位副主席主张将民族文物苑从广西博物馆分出，

交给其他单位管理。承包者由于经营不善，目前尚欠博物馆租金等费用近 70 万元。据统计，

从民族文物苑开放至今 11 年里，共投入资金约 240 万，收入仅约 156 万元。 1998 年始，博

物馆结束对民族文物苑的承包经营方式，重新恢复民族文物苑为博物馆的一个部门，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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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零售收入外，其他收入全部上交博物馆。由于缺少投入，民族文物苑处于一个经营难，发

展难的境地。目前，民族文物苑的经营收入约为每年近 28 万元，这与民族文物苑所蕴藏的经

济潜力差距很大。要想改变民族文物苑的现状，在管理上应确定民族文物苑的经营管理办法。

首先，经营上要有自主权，接企业的模式进行运作，更好地完成投入、经营、产出的良性循

环。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民族文物苑的投入，使文物苑的环境和表现内容有一个大的变

化，增加民族传统歌舞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表演，以适应游客的需要。第二，民族文物苑的管

理者应该是具有经营经验的专业人员，善于协调产业与专业、产业与商业、产业与社会教育

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均衡发展。

(3) 加强民族文物苑与旅游业的关系。民族文物苑是一种社会文化事业，具有社会公益

事业、文化事业的显著特征。同时，民族文物苑以民族文物的展出、民族风情的表演为形式，

为游客提供了游览场所和劳务服务。据统计，民族文物苑的参观者 90%为旅行社团体游客。

加强与旅游业的联系，是民族文物苑转变的一个模入点。这一点本来应该不成问题，但以文

物苑目前的情况，需要认真思考和落实。南宁市是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今年南宁国际民歌

艺术节的旅游宣传题词有三个方面。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中国大西南出海通道的枢纽城市;南宁山青水秀，四季常青，是中国十二个"国

家园林城市"之一，有"绿都"的美称:南宁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全国最大的铜

鼓博物馆座落在这里，珍藏有世界上最大的铜鼓，民族文物苑正是展示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

的最佳场所。自治区旅游局编制了一个广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抓好桂林、南宁、

北海三市的旅游景点、景区建设，以带动和促进全区旅游业的发展。要以桂林市为中心，开

发建设山水为主，其他人文景观、民族风情相配合的桂林旅游区:以南宁市为中心，开发建

设民族风情为主体，山水配合的南宁旅游区;以北海市为中心，开发建设滨海风光为主的北

海旅游区[曹伯纯 1999J 。响应自治区的总体规划， 1999 年南宁市旅游工作指导思想是以景区

景点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以"南国绿都"、"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边关风情"为特色的

区域性旅游中心形象。具体措施包括重点推出七条旅游线路，其中有南宁市区(民族文物苑、

青秀山、药用植物苑)及近郊(良风江、大王滩)的都市风情游。这为民族文物苑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机遇。 1998 年南宁市接待海外旅游者 26262 人，接待国内旅游者 689 万人次。

今年的南宁市旅游工作目标任务是接待海外游客 35000 人次，接待国内游客 771 万人次，通

过旅行社、旅游公司组织前来参观的旅游者以数量众多，目的性强及团队频繁等特点而居各

类参观者前列，这为民族文物苑扩大社会教育职能，开拓服务的领域提供了一个良好途径和

182 



有效选择。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广西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胜地和活的博

物馆，以体现广西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满足各方面的游览、研究的需求。但要注

意的是，一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力争取得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绝不能主次不分，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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