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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墙为媒：广西百色德保县乡村墙绘与民族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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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墙绘作为视觉文化的产物，是图像主导的叙事话语，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展示民族民俗文化、诠

释乡村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载体。本文通过对广西德保县的乡村墙绘艺术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其在墙绘设计中的

主题选择与其所承载的文化功能，通过对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视觉调动增强各民族对于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对

于民族的文化认同，挖掘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起的作用，以期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新的实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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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形成，根植于多民族

文化交融的基因密码与历史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

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

互鉴融通。”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实现各民

族的文化相通，对乡村文化的文化挖掘也必不可少。乡

村墙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应

运而生。通过墙绘艺术将民族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出来，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风貌，同时民族文化借助墙绘

这一实体媒介，用艺术的语言讲述文化的故事，使民族

文化有了新的展示和传承空间，墙绘艺术成为宣传文化

的“活”的窗口。

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德保县乡村墙绘的

主题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

的乡村墙绘艺术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随着新时代乡风文

明建设的深入而不断完善。墙绘作品常以故事的形式出

现，通过讲述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让村民和游客在

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学习到关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知

识，从而加深对民族多样性的认识和尊重，在文化交流

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强化民族团结

和文化认同。

1.1 政策形式类的墙绘创作

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主题的乡村墙绘艺术对村民

的思想文化起着引领和向导作用。在德保县所属的各乡

村，都可以看到党建标语式的乡村墙绘艺术，以政策内

容入画，采用文字为主、简洁明了的图形符号为辅的表

现方式宣传政策理念，将复杂的政策内容转化为通俗易

懂的画面，将政策内容传达至每一位村民，让普通村民

能够在日常生活轻松地接触和理解政策。

在广西德保县凌雷村，村民将我国中华民族历史观

的“四个共同”绘制于墙面，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

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

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同时祖国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在村民家外墙还可以看到较大字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体字样，下方的小字内容为“不断增强各

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幅墙绘作品的画面主体是

红旗背景下辅之以红色的中国结以及和平鸽。这两幅墙

绘作品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向群众展示和传播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让乡民在乡村公共空间和日常生

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彼此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在墙绘艺术设计中，以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

为笔，绘就一幅幅乡村新风貌的壮丽画卷。

1.2 文化宣传类的墙绘创作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形成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总和，承载着无数的历史

记忆与民族情感。在德保县的墙绘设计中，运用了马骨

胡、壮族末伦、南路壮剧等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展现

着壮族地区的文化魅力。马骨胡作为壮族独特的乐器，

其音色悠扬婉转，承载着壮族人民的音乐智慧，展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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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艺人演奏马骨胡胡的场景，使得这种传统乐器为更多

人所知，通过墙绘描绘末伦艺人讲故事和壮剧的表演形

式的画面，把这种艺术形式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避

免其被遗忘。当人们看到这些墙绘作品时，能更深刻的

意识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其他民族了解壮

族文化的窗口，有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加深

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实现文化价值的共享与传承。

在民族结构多元的情境中，没有不同民族个体之间、

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持续的社会交往，多民族社会将无以

为继，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体意识。所谓民族

交往就是族际之间的接触与互动，其对于共同体意识形

成的基础性作用有着坚实而广泛的理论和实证基础。1

墙绘艺术通过图像符号的的呈现和艺术形式的展演，展

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强化以地域为主体的共同文

化身份，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交往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

互相学习，在交融中共同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2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德保县乡村墙绘的

文化功能

作为一种发展历史日久岁深的艺术形式，墙绘艺术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互

嵌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墙绘的文化功能愈显突出。通

过墙绘艺术这一形象化的视觉表达，展示各民族共有的

文化价值和历史，将国家话语嵌入乡村地区，建构起文

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激活和唤醒乡民内心的文化记忆；

在墙绘艺术的展演中，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向村民尤

其是孩子们传递各种知识，比如民族大团结下舞龙舞狮

的场景、抗美援朝英雄、壮族抗日英烈、广西传统木偶

戏等，让孩子们直观的了解家乡文化和历史故事；通过

展示各民族的生活图景和文化元素，以典型艺术符号的

视觉化表达唤醒乡民的文化记忆，让文化记忆在视觉感

知中建构起民族国家的记忆共同体。

2.1 文化共同体：共享民族文化记忆

“文化认同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按照包含价值观

念、社会规范、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文化系统进行行为、

价值判断的文化现象。”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

背景下，乡村墙绘承担着构建民族集体记忆和构筑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使命，成为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乡村墙绘通过创造怀旧记忆的公共空间，有效促进各族

群众在情感回忆上相勾连，并利用共用的视觉符号增强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符号作为文化表征，是文化意义的显性呈现，是承

载、诠释、传递文化意义的天然载体与刻写工具。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各类符号不胜枚举，不论是传统文化符

号还是政治符号，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的直接

载体。中国结是中华民族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手工编织艺

术，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德保县的墙绘

艺术实践中，对于中国结的运用也可追寻其踪迹。在凌

雷村的村头入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结，

再辅之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

日子”的文字。从外观形态来看，中国结最基本的元素

是绳线，象征着团结、连绵不断，一根根细绳通过巧妙

编织形成复杂的中国结，寓意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

个民族、各个成员团结互助和情感相亲，而直观的文字

更是直接表达了各族人民的美好夙愿。画面的下半部分

展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春节过年场景，画面的中心是一

群人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圈子中

央，观看一场精彩绝伦的舞龙舞狮表演，舞者们手持长

杆，熟练地挥舞金色的长龙，龙首高高扬起，威风凛凛，

舞狮的人则在龙的周围跳跃、翻滚，红色的狮子活泼可

爱。在人群中，不仅有身着传统服饰的村民，还有慕名

而来的游客，远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整个画

面色彩丰富而鲜明，以中国结和舞龙舞狮为主基调，彰

显出年节的喜庆与繁荣，虽然身穿不同的衣着，有着不

同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在此刻，大家共同感受

这热闹的氛围，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欢乐的画面。

每一个中国结都像是一个时光胶囊，凝聚着整个民

族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文化记忆，当我们看到呈现

在墙面上的中国结时，仿佛在共享这一美好的文化记忆，

通过中国结这一文化符号的意义表征，让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的人都能接触和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美好寓意，促

进了民族文化记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与共享，进而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2.2 家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与旨归

“个人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内发现一种公共

利益，由此认同、情感和信仰能够得以扩大和强化而不

是缩减和削弱。”在这个“词不达意”的世界人们只需

要呈现“图像”就可以相互产生共鸣，在共鸣中寻求理

解，在理解中寻求认同。墙绘艺术将晦涩难懂的文字符

号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像符号，从而达成从感性到自识的

认知过程，在多元民族互动与融合的时代语境下，乡村

墙绘通过视觉符号的系统建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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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具象化的集体记忆表征，以此来构建视觉层面的

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个体文化身份与家国意识的双重

认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的乡村墙绘基于时代

背景，系统性地整合了多重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儒家伦

理、古典诗词意象、传统哲学智慧等传统文化基因，同

时利用地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俗符号与产业特

色，提取具有现实价值的文化符号，从中汲取文化养分，

进行艺术转化，创造出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墙绘

作品，这些文化记忆得以在墙绘的展演中呈现和激活。

乡民在欣赏墙绘作品的同时，感知民族文化，最终通过

图像的视觉表现实现家国与个人的同频共振，让文化记

忆得以重构与传承，从而在更深层次强化个体对集体记

忆的认同，塑造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靠的不仅仅是理智，

更是情感和梦想，是感性和认同 。”乡村墙绘对于民

族文化的展演不仅有效唤起和传播民族精神，也让这种

公共艺术形式在村民群体间搭建起文化记忆的桥梁，促

进情感层面的深度共鸣。乡村墙绘以视觉化的方式重塑

文化图景，让乡民在个体记忆和集体情感的交互中，通

过符号叙事与集体记忆形成有机对话，强化对国家的文

化认同感，建构起家国共同体的话语权。

广西百色德保县乡村墙绘是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

交融的活的展示台，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实践载体，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化图景。

乡村墙绘作为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实体媒介与文化

符号，在图像化发展逐渐成为主流的今天，通过墙绘的

视觉化表达，让观者在直观体验中调动自己的文化记忆，

在共享的文化意象中强化群体认同，进而实现身份建构

与文化归属的统一。乡村墙绘通过其视觉化的文化符号

的建构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输出，这恰恰印证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图景，体现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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