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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南明清壁画是宝贵的地域性文化遗产，它

的产生体现了高度的人文适应性和族群融合性以及

地域自然性。从形成的因素来看，桂东南明清壁画

是仕宦阶层、儒商群体和庶民阶层基于耕读文化传

统的秉持和商道贸易带来的丰厚财富等条件形成

的，反映的是特殊文化时空背景下族群变迁、文化标

定身份认同和代际文化传播方式以及文化载体选择

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自觉吸收各种文化，充

实、壮大自身，铸就自身文化，在潜移默化中逐渐生

成与发展的过程。从文化认同的属性来看，桂东南

明清壁画是基于政治和文化归属的认同，是中原汉

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结果，更是

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体现。桂东南明清壁画是

该地区村落文化特质的表征，是多元一体文化的一

种折射，是一定族群在明清时期特定区域内和特定

历史环境下的艺术尝试。文章基于桂东南明清壁画

存在的场域及地域性文化遗产特性，探讨生产的深

层文化内涵，进而挖掘所体现的文化认同属性。

一、桂东南明清壁画的地域性艺术文化特性

(一)桂东南壁画的明清之辨

桂东南明清壁画是指“处于桂东南地区，描绘于

民居、祠堂、寺观和会馆等传统建筑物壁面上的与仕

宦阶层、地方宗族文化以及儒商文化等具有重要关

系的绘画。”[1]这些明清壁画与仕宦阶层、儒商群体和

社会下层民众的家庭生活空间、公共交往空间和经

济交流空间交织一起，既是仕宦阶层耕读传统的秉

持，也是儒商阶层抬高社会身份地位的表征，同时还

是庶民阶层向上的动力。据县志和村志等记载，这

些传统村落以及村落中的古建历史有迹可查的可上

溯到明清时期，而根据古建的形制以及壁画的款识

亦可认定为明清时期的壁画。从古建形制来看，这

些建筑多有镬耳墙，而镬耳墙大概在明代中期之后

出现在官宦及取得功名之家，“镬耳”象征着等级与

地位，与地方志中记载较为一致。从古建的碑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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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书题记来看，如高山村的《重修思成祠记》落款时

间为道光丙申年(1836)三月。水田村镇龙寺的墨书

题记为“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乙亥孟秋月丙子日

丙申时重建镇龙寺上下二座合缘众信等祈愿堂宇巩

固地杰神灵保护村团廸吉物阜民康福有攸归谨题大

吉”。从壁画的呈现方式来看，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壁

画的呈现方式出现了改变，由唐、宋、元时期的以整

个壁面作为壁画的载体转向局部，其表现形式由

“满”向“空”转变。从款识来看，在桂东南的壁画中

大多为干支纪年法，亦有少量的标明具体年代的款

识，如道光元年、光绪己巳年、光绪辛卯岁春日、宣统

元年等。从这些田野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保

存较为完好的壁画最早可上溯到明代中期，但保存

较多的还是清代的作品。

(二)桂东南明清壁画的地域性艺术文化特性

桂东南明清壁画以相对独立的传统村落和圩镇

为文化场域，以仕宦阶层的审美意识为内核，以形象

化、艺术化的视觉图像和文字符号为载体，在多元文

化交往、交流与交融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地方特

色的绘画艺术，而在文化特质上仍然属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就是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

形式体现了仕宦阶层审美、儒商阶层文化身份认同

和庶民阶层竞相效仿、追逐的一种文化现象。通过

壁画这种器物，将绘画和书法作品绘制于墙壁之上，

从而免去了书画鉴赏时的琐碎步骤，并将抽象的物

象以可视化的视觉图像和文字符号表现出来。从壁

画的图式结构来看，桂东南明清壁画极力模仿文人

画呈现方式，形成了一种“壁上挂画”的书画装裱形

式语言。这种书画装裱形式语言在壁面主要有三种

呈现方式，一是“一字型”长卷式书画装裱形式；二是

“人字形”长卷式书画装裱形式；三是“独幅式”书画

装裱形式。这种书画装裱形式是文人画影响的一种

体现，同时也是依据古建的形制，因势制宜，将壁画

与空间结构完美结合的一种体现。“凡造作难于装

修”[2](P161)，房屋的建造，最难的是装饰、装修。桂东南

明清建筑，其一大特色是用壁画图像进行装饰、装

修。图像的装饰设计除了传统的装饰纹样，如忍冬

纹、祥云纹等外，还具有“图中有画”的特点。这里所

谓的“图”，指的是图案。而“画”则是指中国画。“图

中有画”指的是在壁面的四周，先以各种图案进行装

饰设计，在中间的位置留白且以中国画的形式呈

现。具体说来，先是在壁面的四周，用鲜艳的图案进

行装饰设计，图案有吉祥花卉、禽鸟、书画以及博古

器物等，中间是画心，用中国画的形式呈现。这种

“图中有画”的装饰设计，既具有书画装裱的形式意

味，又具有装扮美化生活的功能，是“美的生活”的一

种体现。从内容、题材来看，几乎囊括了传统国画人

物、山水、花鸟、界画等科。其中尤以山水和花鸟画

居多，盖因山水和花鸟能够涤荡胸襟和陶冶情性。

“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性情……一丘一壑，一草一花，

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3](P33)通过“写貌物情”，体现

出一种“山情水性皆我情性”“心达造化”的审美功

能。桂东南明清壁画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生活情境的

艺术载体，是桂东南地区风物、文化、族群关系等的

集中反映，是人们对美的生活追求的艺术体现。作

为一种依附于明清建筑物的视觉图像，其与桂东南

明清建筑一起构成了一幅诗意栖居的画卷。

二、桂东南明清壁画的地域文化因素

桂东南明清壁画的生成，包含着多个方面的内

容，其一应该是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其二应该具有

“化育天下”的功能。《易·贲卦·象传》载：“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化的意义不在于形成一种思想、一

种精神、一种价值，而在于“化成”作用，在于使人明

了耕读传家的重要性。

(一)仕宦阶层的审美引领与播化教育

桂东南地处广西东南部，属于岭南地区，虽然早

在秦汉时就已纳入中国的版图，但是长期被视为“蛮

荒”和“化外”之地。隋唐以前，中原文化借助于移

民、戍边、商旅和流贬官以及布道等“他者”的身份传

入桂东南。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为岭南士人通

过正常途径晋升统治阶层提供了可能性[4]。“就整个

封建社会的职官制度和选举制度来说，由于各级官

吏特别是高级官吏通过科举来进行选拔，地主阶级

各阶层人士都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报名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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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他们有可能通过科举进入最高统治机构，从

而打破了两汉以来由地主阶级中某一集团、某些家

族世代垄断政权，独占高位的局面。”[5](P182)唐后期岭

南科举进士数量的大量增加，也反映了唐代北方家

族南迁对岭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唐容管经略使题名

记》载：“宋璟、李勉、杜佑、马植、卢钧、李勃之贤，皆

一时名宦，由五管趋朝，多至卿相。”名宦留迹桂东

南，其所采取的措施，推动了该地区文化进程。20世
纪初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称：“对中国人来说，科举

就是登龙门。过去中国人的学问教育，大半以科举

为目的，因此登科者的多寡，可以说是卜算一个地方

文运的指标。”[6](P26)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扩大和流

贬官文化的蔓延，原来的中原文化逐渐摆脱“他者”

的身份，成为桂东南文化发展的常态。清人谢启昆

《广西通志》卷八七《舆地略八》说：“元明以来，腹地

数郡，四方寓居者多，风气无异中土。”腹地于此包括

桂东南地区。明清时期，随着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

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桂东南的文化属性随之改变，

仕宦阶层在文化上的引领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文化中

的一大特色。仕宦阶层在文化上占据着绝对的话语

权，他们的喜好影响甚至左右着这一地区文化的走

向，在对耕读传统的秉持下，“渔樵耕读”和“二十四

孝”等题材的壁画成为他们播化教育、传承道德的载

体。山水、花鸟等题材的壁画，则体现了仕宦阶层

“居庙堂之高”不忘“江湖之远”。而一些壁画还具有

叙事功能，如庞村的一幅题款为“岁在丁酉孟秋之初

浣屋此以应传胪欣报甲及第考连科”的壁画，以画描

述了冲洗房子应对及第考连科的情景。诸如此类的

叙事壁画，既可以给人带来“天人合一”的审美愉悦，

又可以在“生活世界”中潜移默化陶冶情操，成为仕

宦阶层记录事件、播化教育和传承道德的载体。

(二)儒商群体财富积累和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儒商，是指作为商人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

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

准则去从商、经商。桂东南商业发展，始于秦汉，兴

于唐宋，盛于明清。据清《郁林州志》载：“南宋淳熙

七年，重修州城记碑云……夫郁林由岭以南亦一都

会……地平广而无险，水纡回而不深，况盐利所在，

舟车之会，巨商富贾于此聚居。”自明末以来，船埠成

为广西食盐的运销点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由于经

济的发展，玉林逐渐有“岭南都会，胜景如林”的美

称。社会的繁荣和环境的优美，岭南成为了人们流

连忘返之地，为桂东南壁画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大

量的巨商富贾聚居于此，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

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巨商富贾占有大量的财富，

但是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士农工商”的末位，其财富

与身份地位不相符。为了改变这种地位，他们需要

借助于一种文化载体进行文化标定，进而达到身份

认同。壁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很好地承载了儒商

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在桂东南地区，民居墙壁上

有无壁画在身份上具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民居

墙壁上有壁画和脊饰的多为仕宦阶层和儒商群体，

他们的民居建造得比较高大，装修较为奢华，源于他

们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而庶民阶层的建筑

物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壁画绘制费用和脊饰灰塑费

用，因此较少或者没有壁画和脊饰。依据外墙有无

壁画和脊饰可以判断居住者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说

壁画与脊饰是文化标定身份的象征。又由于这些建

筑物比普通民居要高大、宽阔、雄伟得多，在当地有

一种鹤立鸡群之感，很容易识别，其外墙的壁画也描

绘在靠近屋檐的位置，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给

人一种距视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壁画这种文化载

体的珍贵。通过这种外在的视觉审美，人们“只可远

观、仰视”，从而达到以文化标定身份认同。这种在

建筑物上绘制壁画的行为，与那些旌表显赫家族的

牌坊一样，既彰显家族的荣耀，又体现了个人身份的

尊贵。

(三)土客交融的崇文情结与再造宗族

桂东南地区，在古代具有较为特殊的地理优

势。宋以降，由于地理环境优越，交通较为便利，桂

东南逐渐成为宋代客家人迁移的主要地区。西江、

南流江流域温暖湿润、水土肥沃，具有适宜农耕的自

然环境，成为客家人理想的聚居之地。这些移民既

有士大夫阶层，又有庶民阶层，还有守边屯田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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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等，他们聚居桂东南，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思想，

对于促进桂东南地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代

从政者先后移居桂东南，戍边屯田的将士以及中原

人民迁居该地，建筑风格和民间信仰也发生变化，特

别是土客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促进了土

客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客家人在与周边少数民族交

流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品格，客家民系的本质特征是

中原情结，传承耕读与勤俭，崇文尚武的文化精神。

这些客家人既继承了汉民族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又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同时，由于寄居桂东南，中原

的耕读文化思想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其家族的传统，

尤其是仕宦阶层中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薪火传承

中原文化的精英。

桂东南作为边徼之地，民风较为彪悍，族群关系

比较紧张。各族群为了安全，壮、瑶等族群效仿汉族

宗族制度，将自己的宗族进行了再造。“县下唯宗族，

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7](P8)通过敬

祖宗、修族谱、建祠堂、捐资助学等方式强化宗族观

念和宗族文化意识。如有些学者研究指出，以进士

和科举文化闻名的高山村，“原本多是南迁的回民，

进入南流江后，多种因缘巧合，成功营建了十足齐全

的汉人宗族村落。”[8](P61)宗法制逐渐在乡村盛行，使宅

祠合一的民居建筑发展成为了可能。这些宅祠合一

的建筑，兼具民居和祠堂的功能。

(四)庶民阶层的耕读传承与文化认同

庶民阶层与仕宦阶层相对应，处于社会的底层，

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着多数。庶民阶层包含“士农工

商”中“农工商”，即农民、手工艺人、工商业者以及处

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等。明清时期，受到“学而优

则仕”思想的影响，桂东南的一些庶民阶层通过参加

科举考试而入仕，逐步从庶民阶层走向仕宦阶层。

但入仕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庶民

的身份，但是这一部分庶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庶民

阶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开

办私塾，兴办教育，传授正统的儒家思想，对庶民阶

层的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庶民阶层的知识

分子大多来自于农民阶层，是农民阶层中的精英，他

们对于耕读文化的重视亦代表了多数农民阶层的观

念，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亦即农民对文化的认同。

而对于具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来说，

他们在庶民阶层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整

个国家的体制中，却居于末位，因此，他们也想提升

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而要提高社会文化身份需要

与皇权思想相统一，与国家文化认同相一致。壁画

这种具有形象性的视觉艺术，对于广大的庶民阶层

来说，即使不认识字，也能从其形象性的特点进行解

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壁画中书画一体的形式，一

方面可以从视觉体验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也可以从

文字的认知与识别中进行解读。再者，一些不能入

仕者“退而求其生业有着，不至沦为贫窭，则所优先

者以绘画书艺为先……儒生所不屑者，庶民则趋向

有家，持为衣食之源，则商贾工匠是务”[9](P2序言)。从这

段文字也可看出他们对耕读文化的秉持和对文化的

认同。

桂东南明清壁画的绘制，并非是民间画工或者

文人画家的信手涂鸦，而是基于某些需要刻意为之，

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又传播了传统文化。特

别是一些具有特定题材和特殊意义的绘画作品和书

法作品，直接向民众图解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

以生动形象的绘画方式或者人们喜闻乐见的书法形

式，成为了当时的道德伦理传播的有效形式之一。

三、桂东南明清壁画的文化认同构建

文化认同，“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

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

化的社会心理过程”[10](P36)。文化认同包括多方面的

内容，其中也包含艺术文化的认同。从个人角度看，

文化认同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人对社会身份的认同；

从社会层面看，文化认同以民族文化或者国家文化

为核心，使之成为多元一体文化之中的一元。明清

时期，文化认同构建基于国家以皇权为核心、以礼制

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由于“皇权止于县政”，广袤的

乡村社会长期处于法典规则的游离状态，仕宦阶层

和宗族权威以及地方精英成为村落社会的主导力

量。尽管桂东南地区偏安于一隅，但作为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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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元，始终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儒家所倡导

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的伦理观，以及礼乐的行为规

范，伴随着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深深影响着该地

区。儒礼思想不仅成为地方仕宦阶层以及庶民阶层

的精神纽带与坐标，而且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

精神向往，这种精神向往构成了文化认同。桂东南

地区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在长期的文化传播和载

体的选择过程中，文化认同本身所具有的“同一性”

和“差异性”，恰好能够通过壁画这种载体将具有不

同文化特质的人和社会联系起来，并成为村落社会

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壁画的图像内涵在

官商群体、官民群体有效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文

化交流作用，建构者与使用者在这些物质载体的时

空中呈现美、感受美、实践美。

(一)文化认同的场域构建

桂东南明清壁画以传统村落和圩镇为场域，将

壁画与当地的人文思想和建筑融为一体，成为该地

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壁画作为一种文化的器物载

体，是该地区多元一体文化的折射，也是该地区传统

村落文化特质的表征。这些壁画主要描绘于民居、

祠堂、寺观和会馆以及当铺等传统建筑物壁面上，与

仕宦阶层、儒商群体和庶民阶层的家庭生活空间、公

共交往空间和经济交流空间交织一起，成为地方民

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壁画生成的时

间维度来看，可分为明和清两个朝代，这一时期中央

集权的封建制度进一步强化，在长期较为稳定的社

会环境下，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并逐渐发

展壮大，各个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日趋密切。

从壁画存在的空间维度来看，可以将这些壁画发生

的场域分为家庭生活空间、公共交往空间和经济交

流空间。家庭生活空间的壁画主要指绘制于明清时

期的仕宦阶层或者儒商群体的民居之中。公共交往

空间的壁画主要指描绘于祠堂和寺观之中。经济交

流空间，主要是指绘制于会馆和当铺之中的绘画。

前两种空间，主要以传统村落为场域，后一种空间则

以圩镇为场域，但无论是哪种场域，都体现了人们对

美的追求。“壁画不是其他绘画作品在墙上的放大，

而是直接参与建筑空间的构成，使建筑空间与环境

的精神寓意更加突出与明确，发挥其命名空间的作

用，使空间环境锦上添花，为建筑增色，使壁画与空

间相得益彰。”[11]鉴于壁画绘制于墙壁之上的原因，

其所处位置不同，给人的视觉效果也不同，与环境相

融的效果也不一样。通过壁画这种载体，使壁画与

建筑的空间融为一体，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具体来

说，对于仕宦阶层而言，主要具有装饰审美功能和代

际文化传播功能；对于儒商阶层而言，主要具有文化

标定身份地位和彰显荣耀的功能；对于庶民阶层而

言，除了视觉审美之外，基于他们对于耕读文化思想

的秉持和向上的动力。

明清时期，绘画和书法行为是权利的象征面貌，

具有高度的文化声望。随着绘画题跋以及书法的推

广，越来越多的仕宦阶层和文化精英将此作为身份

的象征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壁画由于具有视觉形象

性，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认识现实和再现历史的功

能，能够“穷神变，测幽微”[3](P9)和“明劝戒，著升沉”[3](P6)

以及“怡悦情性”。而“‘书法’是明代艺术体系的中

心，具有高度的文化声望。”[12](P110)将绘画与书法合为

一体绘制于墙壁之上，除了绘画和书法所具有的功

能以及声望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便于鉴

赏。卷轴的书画作品在鉴赏时需要从保存的地方拿

出来，然后在桌面上展开鉴赏，而且需要小心翼翼，

以免损坏，步骤比较麻烦。而将绘画和书法绘制于

墙壁之上，只需抬头就可鉴赏，省却卷轴画鉴赏时带

来的琐碎。二是便于保存。卷轴画的保存较为讲

究，稍不注意可能发生意外，如霉变、蛀虫等，而将其

绘制于墙壁之上则很少存在这些问题。桂东南明清

壁画一般绘制于屋内或屋外靠近于屋顶或屋檐的地

方，能够有效隔绝湿气的浸蚀与日晒风吹雨淋。除

非房屋坍塌或者屋顶漏水，否则很难损毁。至于尘

烟污染，在明清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是近二三

十年间靠近公路边的外墙上的壁画才蒙受灰尘的污

染。三是装饰作用。桂东南明清壁画采用仿书画装

裱形式，将作品放置于类似卷轴画装饰的形式之中，

并以精美的图案加以装饰，使之美轮美奂，不仅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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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仕宦阶层和知识分子对书画这种高雅艺术的消费

追逐，也满足了庶民阶层对美的消费追求，可以说是

雅俗共赏。由于这些壁画绘制于民居、祠堂、寺观与

会馆等的墙壁之上，以传统村落、圩镇为场域，与民

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通过壁画这种视觉形象，

将传统文化注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村落民

众的认识与思想，从而达到“成教化”的文化认同的

目的。

(二)文化认同的图像构建

文化认同有多种方式，视觉形象性是最直接的

表达方式之一。桂东南明清壁画的视觉形象性，其

逻辑生成与当地的耕读文化、文人审美、商品经济、

外来文化交流互鉴、族群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多元文

化等息息相关。对于壁画的图像构建，源自于壁画

的审美主体与客体。主体是创作活动与审美认识活

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创作活动与审美认识活动

指向的对象 [13](P53)。构成审美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

是创作者，二是欣赏者。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创作活

动是美的生产过程，也是图像形象的构建过程，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创作者的技能有关，如视觉形象

的构想、笔墨语言的运用等，通过形象的视觉图像将

其认为“美”的物象创作出来。而对于欣赏者而言，

其对图像的认知，主要源自于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

是视觉图像的审美形成过程，也是图像审美的构建

过程。简而言之，创作者是视觉图像的“美”的生产

者，而欣赏者则是视觉图像审美过程的生产者，这两

者都是图像的建构者。审美的客体，是创作活动和

审美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亦即壁画本体。就壁画

本体而言，其内容、题材、构图、色彩以及笔墨等在创

作者完成创作时已经决定，亦即决定于创作者的水

平，而创作者的水平依赖于个人的学识和技能水

平。就桂东南明清壁画而言，其本身是以中国传统

的笔墨关系和色彩运用，借助于壁面载体，将传统的

文化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并通过这种视觉

图像传达文化认知的一种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

壁画本体是图像认知的逻辑起点，对壁画图像

的认知基于壁画的视觉形象性和审美的文化认同体

验活动。壁画艺术是画家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一

种审美活动的结果，体现了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审

美心理。审美意识，是审美活动中人对审美对象的

能动反映，即广义的美感。审美心理是指基于人的

心理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具有感性直观的特

征 [14](P60)。就桂东南明清壁画而言，由于其具有书画

装裱图式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艺匠与画家相

互配合完成的，在装饰部分有可能是由艺匠绘制，而

画心则有可能是专业画家创作，因为这些作品既具

有传统国画清新淡雅的韵味，又具有民间艺术色彩

绚烂的特点，可以说是雅俗共赏。

图像认知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背

景之下产生，具有时空性的特点。壁画的时空性特

点决定了壁画审美主体的主观意识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对文化认同属性的解读。罗樾认为明清绘画是历

时性的绘画艺术，传统风格的主题日渐突出，“关于绘

画的绘画，是成为引喻、评注和日益抽象的绘画，因为

其内容就是思想。”[15]正统文化以壁画为载体介入到

仕宦阶层、儒商阶层和庶民阶层的日常性生活、经济

性生活及娱乐性生活，成为传统村落文化的组成部

分。这种以图化人、以美育人的视觉图像已经获得民

众的认同，并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文化认同的符号构建

桂东南明清壁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文治构

建”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明清时

期，桂东南地区的传统村落，是一个多民族交往、交

流和交融的以地缘和血缘结构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由于“皇权不下县”，使得国家的政治权力止于郡县

一级的行政单位，对于乡村一级，特别是传统村落，

国家权利难以渗透并触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宗族势

力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国家权力的缺失，使

得以血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为代表的乡村宗族势力成

为文化治理的主导。仕宦阶层和儒商群体在乡村社

会中占有大量物质财富和话语权，成为传统乡村社

会主导力量。壁画由于绘制于民居、祠堂等建筑物

的墙壁之上，一方面具有装饰审美功能。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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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教化育人功能，同时还具有文人的书卷气息，与

其他类型的文化符号相比既与国家的文化事业相一

致，又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还能反映出民情、民俗

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逐渐成为明清时期桂东南地

区的文化符号。

桂东南明清壁画存在于家庭生活空间、公共活

动空间和经济交往空间之中，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

密相连。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符号，其具有多种内

涵。壁画图像所包含的内容、视觉形象等对于维护

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起了

积极作用。乡村传统社会的乡土性，反映了人在社

会的差序格局中的远近、亲属关系，这种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的宗族关系造就了仕宦阶层与儒商群体在乡

土传统社会中的独特话语权。通过壁画这种特殊的

文化符号，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

廉、耻等融于视觉图像之中，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对

传统村落中的民众予以潜移默化。例如，在桂东南

明清壁画中反复出现的《雁塔题名》《义方教子》《二

甲传胪》等图像成为传统村落民众期待通过科举考

试成就功名利禄的文化符号。又如壁画中反复出现

的蝙蝠、梅花鹿、仙鹤、喜鹊、松树、梧桐等视觉形象，

成为地方民众期盼福、禄、寿、喜的文化符号表征。

当然，壁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视觉形象则成为

文人标榜的士人品格的文化符号。可以说，桂东南

明清壁画所构建的文化符号是多种文化符号的集合

体，具有维系与建构族群认同的文化功能，既表征了

仕宦阶层的审美愉悦性，又表征了儒商阶层的文化

身份，同时还表征了庶民阶层求福、求富的心理诉

求。在明清社会历史的嬗变之中，壁画的艺术性和

功能性使其在族群交往、交流与交融中互证互辩，逐

渐成为多元一体文化共生共存文化符号的表征。

四、结语

桂东南明清壁画的生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

果，既与明清两朝开边、治边有关，又与当时的仕宦

阶层、儒商群体和庶民阶层对耕读传统的秉持以及

商道贸易带来的丰厚财富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其

生成过程是文化传播方式与文化载体选择的过程，

也是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与互证互辩的过程。从桂东

南明清壁画的形成因素来看，仕宦阶层、儒商群体以

及庶民阶层通过壁画这种载体和纽带，维系了各个

族群之间的关系，融会着各个群体的文化，使之成为

桂东南地区最具有文化气息的文化遗产之一。它的

产生不仅是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也是多元文化交

往、交流与交融的结果。一方面壁画的生成体现了

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多元一体

文化中的“一体”的向前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

导着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过程是多元文

化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元一体文化的体现。这

种文化认同，对于维护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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