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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材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像叙事解读
———以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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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选择性必修 １ 中有一幅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叙事媒介。 利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可从三个维度深度解读该壁画：从艺

术形式解读，壁画可被视为记载东汉时期和林格尔与中原地区互动、联系的图像媒介；从内容主题解读，壁画展

示了东汉时期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多样性与

包容性；从价值意义解读，壁画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表征，呈现出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认同中的

精神共鸣。

　 关 键 词：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图像解读；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高中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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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解读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难题，这一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将图像视为艺术品是比较常

见的思路，因此教师未必真将其当作史料，而是当作课件的装饰，起到美观的作用。 即使有以图证史

的想法，也大多未从史料解读的视角进行深度教学。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

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图像研读：“知道绘画、雕刻、照片等图像是重要的史料，选择有

代表性的图像史料进行研读；认识图像史料的价值，知道对图像史料的运用不仅需要历史学的方法，
也需要借助艺术史等不同学科的方法。 所涉及的主要图像史料包括绘画、雕刻、照片、古地图。” ［１］３８

显然，课程标准有两个重要指向：一是，图像是史料且有重要价值；二是，要挖掘图像价值既要利

用“历史学的方法”，也要“借助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 中学历史老师虽然对历史学方法较为熟悉，
但对图像学的艺术史理论稍显不足。 关于图像学理论，瓦尔堡、潘诺夫斯基、梅洛 － 庞蒂、贡布里希、
米歇尔等皆有论述。 瓦尔堡注重图像细节中的文化与历史意义，潘诺夫斯基从前图像志、图像志和

图像学三个阶段阐释图像，梅洛 －庞蒂将图像视为身体、互动、生命三个叙事，贡布里希关注图像的

视错觉、视知觉、创作及观看心理等，米歇尔在“图像研究三部曲”中提出了“图像学转向”命题，深度

思考了图像表征问题、图像意识形态叙事、话语隐喻等［２］。
理论有何用？ 这是很多中学老师发出的灵魂拷问，而图像学这种跨学科理论有用与否更是备受

关注的话题。 不可否认，“充斥市场的大量的理论书籍，大多属于空洞、抽象、盛气凌人的一类，真正

对学科研究有实际指导价值的教育理论则比较少见” ［３］。 通过图像教学实验，笔者认为，有“艺术史

界的索绪尔”之称的潘诺夫斯基所确立的图像学理论对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该理论不仅

层次分明，而且易于老师理解，便于教学操作。 更重要的是，它契合研习，利于活动实施［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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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具有一套规整的图像意义三层次的阐释框架，图像与文献相互阐释，
突破了艺术研究停留在“单纯的鉴赏与形式分析”层面上，同时将图像学提升为人文学科中的一员，
因而该理论成为艺术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阐释学的通用框架［５］。 该理论把图像分析方法分为

三个层次：前图像志描述层次属于“自然主题”，着眼分析图像的表现题材，从图像形式上理解图像

的自然世界，如线条、用色等；图像志分析层次属于“程式主题”，着眼理解图像的内容题材，从图像

主题判断图像的故事世界，如特定史事的表现；图像学解释层次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着眼图像的

意义题材，即让读者以作者视角洞察图像的艺术创作历程，进而重建图像的价值或心灵世界［６］１３。 在

该理论中，三个层次的“解释对象和解释资质各不相同”，它们依次逐步递进、深入，“视角由外向内、
由表及里”，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在层级化的系统分析中直达图像内容的本质” ［７］。 这个过程既是

对图像的深入分析与理解的过程，也是对图像展开三个维度的解读过程。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图文并茂，呈现了丰富的图像史料。 要想利用好这些史料、深度解读其内

涵，就必须借助艺术史理论。 本文以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为工具，解读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选择

性必修 １ 中的“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 ［８］３０。 该壁画是迄今国内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榜题最

多的东汉墓壁画，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村西。 壁画描绘了墓主从步入仕途到

担任护乌桓校尉的经历，以及出行、宴饮、迎宾等日常生活和农耕、放牧等劳动场景，生动展现了北方

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景象。 它不仅是历史见证，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

叙事。

一、艺术形式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前图像志描述解读

前图像志描述反映图像的第一性或自然主题，将图像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经验相对应，洞
察对象和事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方式。 前图像志描述是基于对图像的线条、色彩、轮廓、构
图等判断所构成的基本艺术母题，聚焦对图像的自然题材和反映的事实主题的了解。 基于此，笔者

运用前图像志描述时，主要着眼于艺术形式的叙事解读，呈现东汉时期和林格尔与中原地区在艺术

创作上的交流、互动和联系。
（一）判断图像的基本形式

从整幅壁画的“形”入手，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在构图上总体遵循了汉代墓室壁画构图的一般

规则程式，即将墓室看作一个完整的宇宙存在，按照“天上—人间—地下”的顺序进行层次排列［９］。
该壁画采用经典的长卷式和满屏式构图，上层主要描绘的是神话、星云等内容，中层描绘了墓主生前

的经历和其他历史故事，下层描绘了墓主仕途升迁之路、车马出行、庄园的生产生活、底层人民的劳

动场景等。 以壁画中的“乐舞百戏图”为例，从图像形式看：左侧置有一红黄两色的鼓，鼓两侧站有

二人执槌敲击；在鼓的周围有飞弹、舞轮、掷剑、跳舞等表演，表演者身手矫健，均赤膊、束髻，肩臂缠

红色带子；右侧有一个九人的伴奏乐队，表演奏箫、排箫等节目。 从壁画颜色看，壁画色调偏暖，色彩

和谐且丰富。
（二）与中原壁画艺术形式的渊源

该壁画与汉代中原地区壁画的渊源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色彩的承袭，二是色调的统一，三是构

图的同工，四是画面的延续。 壁画以红、黑两色为主色，红色为人物的服饰颜色，黑色为勾勒人物的

颜色，色彩对比强烈，使人物更鲜明、立体。 同时期的中原汉墓壁画，其色彩也以红、黑两色为主。 可

见该壁画吸收了中原壁画的色彩风格，体现了色彩模式已从中原影响到边疆。 楚文化的暖色对比审

美特点，影响了汉墓壁画的色调取向，尤其中原区域更为明显［１０］。 该壁画色调以暖黄、暖橘色为主，
在整体色调中蕴藏局部的色调层次，壁画上部和下部的色调偏暖，利于突出主体。 可见，东汉中原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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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色调审美也已影响至边疆地区。 汉代中原壁画中的乐舞百戏演出场所主要有殿堂、庭院、广场

三种［１１］２７１，与厅堂图组合在同一画面是基本的图像配置方式［１２］。 该壁画的前室北壁左下方、中室北

壁及中室宴饮图与宁城图、后室的卧帐图等，都绘有乐舞百戏的场面［１３］６０。 以宁城图为例，图像上方

为绘有墓主的正堂，下方为正堂外的庭院，描绘了墓主观看乐舞百戏的场景。 这说明，当时中原的壁

画构图已经影响了边疆地区。 汉代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宴饮乐舞、车骑出行等墓主生前

的享乐生活，表现世俗的贵族生活。 相比中原车马出行图，该壁画中车马出行图中马的形态和姿势

虽然多了几分自由和野性的特色，但其形制配备却吸收了中原地区的特点，呈现规模宏大、车马排列

工整、并驾齐驱的气势。

二、内容主题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图像志分析解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边疆地区壁画与中原地区壁画颇有渊源，各民族呈现交往交流的状态。
该壁画中的人物神情、姿态分析需要主观的情感理解及生活经验和心理揣摩，故需基于图像内容对

图像主题展开解释，即进行图像志分析。 图像志分析着眼于壁画内容的叙事描述，展现东汉时期各

民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一）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

透过图像分析其内涵和主题，必须把握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创作于

东汉晚期，当地为多民族杂居的状态。 壁画本身既是历史，也是历史的载体，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离

不开人类的传播，而汉代壁画的发展也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汉时期设置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雁门、上谷等郡，都处于今天内蒙古的大部分地

区。 汉光武帝时的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归汉朝管辖，并使用西汉时的制度［１４］２７⁃４１。 东汉

时，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选择归附汉朝，汉朝对其采取和亲、赏赐和安置的政策，将其

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 从此，匈奴人和汉人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相互影

响，形成汉匈杂居的局面，促进了中原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融发展。
（二）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主题

１． 反映各民族交往的史实。 和林格尔地处现今内蒙古中南部，属于内蒙古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

渡地带，既存在草原景观，又存在山丘景观，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匈奴、鲜卑、乌桓等民族移居此

地，而中原部分汉人因逃避战乱等原因也移居此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该壁画描绘了墓主出行、饮
宴、迎宾等日常生活，以及农耕、放牧等场景，生动展现了各民族交往的景象。

２． 反映各民族交流的史实。 一是经济方面，反映农耕生产与畜牧生产的共存现象。 东汉豪强地

主势力膨胀，逐渐形成庄园制度。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庄园图”，不仅描绘了妇女环路种桑、
以刀渍麻和老农以牛犁地等生动的农耕场景，还描绘了牧马赶羊的游牧景象。 该壁画展现了东汉庄

园制度发展的具体情况，涵盖了和林格尔地区传统的畜牧经济、汉人北传的农桑、制曲，以及园圃作

业、捕鱼等，反映了亦耕亦牧的共生景象。 二是文化方面，反映儒家文化在草原地区的传播情况。 西

汉时期，由于常年战乱和经济凋敝，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的与民休息政策。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黄老之学”不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汉武帝在其

统治时期实行尊崇儒术的政策，奠定了儒家的官方正统地位。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的观念，其宣传的

“忠、孝、仁、义”等观念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

的“孔子问礼图”描绘了孔子及手捧竹简的孔门弟子颜回、子路、子贡等人，体现了儒家文化已经北

传，影响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思想。 此外，壁画中还有匈奴王子金日磾身着汉服向其母哭泣的场

景，他以推崇“孝悌”文化闻名，并以此教化子孙及民众，打破了匈奴原有的“贵壮贱老”观念。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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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文化交融的重要表征之一。 三是政治方面，反映察举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况。 汉朝在选

官制度上采用察举制。 墓主由此走上仕途，先后任“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使持节护乌

桓校尉”等职，其中多个官职涉及管理民族事务。 墓主边疆任职，体现了汉朝中央政府对北方民族地

区的治理。 这也说明察举制已深入边疆地区，中央选拔官员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落实。 四是民

俗方面，反映宴乐文化在北方的流行状况。 “乐舞百戏图”堪称汉代壁画的精品。 乐舞百戏原为北

方地区特有，后成为东汉宴乐文化的重要内容。 图中还出现了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传统乐器———鼓、
瑟等，这对北方百戏的形式、内容进行了补充，推动其成为一种丰富且完整的文化艺术。 可见，在宴

乐文化方面中原与北方地区实现了相互影响。
３． 反映各民族交融的史实。 壁画所反映的东汉时期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体现在农业、

畜牧业、选官制度、民俗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这些交往交流正是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由物

质层面逐渐深入精神层面，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壁画表明，汉族文化吸取了其他各族

文化的积极因素，并对其他各族文化有所影响和推动［１５］９９。 东汉时期的汉族与北方民族相互欣赏、
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和睦相处、尊重包容的局面，表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更加鲜明。

三、价值意义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图像学解释解读

该壁画作为墓葬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和成就，通过描绘其社会地位、
生活场景，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和历史故事，体现了对墓主的尊崇和对其死后世界的美好愿景。 该

壁画反映了当时中原汉族和边疆各民族包容共存、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史实，双方在经济上亦耕亦

牧、相互依存，在文化上兼容并蓄。 图像学解释着眼于意义层面的叙事阐释。 壁画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象的历史证据，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认同，由此可转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形象符号，成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重要素材。
（一）重现民族融合记忆，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共同历史叙事、共同社

会记忆为底色，这种底色常以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形式隐含于社会文化中，需要提供特定的叙事与梳

理才能得以凸显［１６］。 图像是最能直观反映历史发展状况的史料，是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

梁。 该壁画中所展现的图景虽然是“碎片化”的，如车驾出行、牧马放牛、农耕桑麻等，但是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现实，由此推动人们通过解读图像找寻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成与发展的史实。
东汉时期，中华大地上已形成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局面，壁画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承。

壁画中包含的多民族元素，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这种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以图像形式“再现历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土壤。
（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政治命运和情感认同。 其中，文化认同和情感

认同是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共鸣。 相较于文字史料，图像史料更加生动形象，蕴含着更丰富的历史

信息和情感价值。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壁画的视觉呈现表现在以下方面：在经济上体现了农耕经济

和游牧经济的互补，在文化上体现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融合，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央政

府管理边疆地区的史实。 这些都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以及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社会

生活、文化习俗上的相互影响，强调了文化认同的共通性。 从艺术表达角度看，壁画内容和风格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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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不同民族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成就，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从情感价值角度看，壁画中反映的孝悌观念等，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情感纽带。 该壁画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图像作为叙事载体，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
（三）以图鉴知民族团结，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动力

从图像中挖掘古代民族团结素材，能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描绘的场景，如祭祀、劳作、娱乐等，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各民族和谐

共处，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精神。 此外，壁画还反映了各民族相互依存、兼容并蓄，共同

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
这种团结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由“自在” “自觉”走向“自

强”。 中学历史教师应以历史为维度，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挖掘民族团结的精神本质，尤其可以从历史

遗留下来的图像中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表征，使中学生潜移默化地理解“我是谁”，认识到

自己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形成

共同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感。 这种身份认同超越了单一民族界限，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

族的身份。 由此，学生能够从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璀璨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国

家认同，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课程

肩负落实立德树人的重任，这就要求学生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感和正确的民族观［１］。 历史教科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了诸多探索，其中就

包括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等素材的植入。 为了利用好这些素材，教师有必要对其作深度解读，进一

步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至于如何在教学中将这些素材转化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

学设计或课例，则需要教师在现有图像理论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实践思考，从而使教学设计更符

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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