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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宁明花山文化产业化发展探究

刘继辉　农佩瑶

（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　要：借助花山岩画申遗成功的契机，广西宁明创新发展花山文化产品，如民歌艺术、武术、舞台实景演出、创意饮食等；但也存在着

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广西宁明花山文化的资本化、产业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有效的措施，如开发文化纪念产品、

拍摄系列影视产品、打造系列文艺活动，更好地推动花山文化创新与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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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ashan cultural 
derivatives industry in Ningming of Guangx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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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Huashan rock paintings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Guangxi Ningming innovatively 

developed the Huashan cultural derivatives industry, such as folk song art, martial arts, live stage performances, creative food, etc.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ap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Huashan Culture in Ningming, Guangxi,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Such as developing cultural commemorative products, shooting a ser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s, and creating a seri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ties.thereby better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Hua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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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5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心举行的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艺术文化景观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功弥补了我国在世界岩画类遗产名录的空白。

随着花山岩画知名度的提高，在广西左江流域产生了许多蕴含花山

文化的衍生品，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转化 ；同时也出现了问题。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广西宁明花山文化的资本化、产业化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有效的措施，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了花山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

一、广西宁明花山文化产品发展现状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融合了壮族先祖祭祀活动、花

山文化与周边自然景观，岩壁上的图案是壮族先祖的巧夺天工之作，

展现了花山岩画的神秘莫测之美。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产生了许多积

极影响，如提高花山岩画知名度，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来到花山游

玩，促进消费，推动广西宁明经济增长。依托花山岩画，当地民众

对花山文化进行了创新研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文化产品。

（一）以花山岩画历史为核心的民歌艺术

《花山迎客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极具宁明花山特色的壮家歌

曲，由宁明县壮族音乐家吕少贤先生为庆祝花山岩画申遗成功而亲

自作词。其歌词大意是远方贵客到花山，壮家人人心欢畅 ；饮水思

源不忘本，山歌伴酒唱春光 ；贵客来到真吉祥，香茶捧给亲人尝 ；

山高水长情意在，敬双杯酒表心肠。《花山迎客歌》歌词虽然简单，

只有寥寥几句，但是把世界遗产花山岩画写入歌词中，打造了花山

岩画代表广西宁明的形象，以主人翁的形态意识邀请世界各地的贵

客来到花山岩画游玩 ；再次融合了宁明本地的壮乡话，歌曲旋律大

气欢快，朗朗上口 ；《花山迎客歌》讴歌了宁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

开放包容、朴实善良。

《花山行》以游客的视角欣赏花山岩画，坐船在水中游行，看

到岩崖上先人的画作，拿起相机拍照留作纪念，岩画上重重谜团还

未解开，花山岩画是令世人多么惊奇震撼呀，岩画上的图案颜料历

经两千多年的时间至今还未退却，人世间早已沧桑，但是花山岩画

永远绽放出光芒。《花山行》表明了花山岩画的重要地位，它是中

华文明的瑰宝、壮人先祖的辉煌，我们为拥有花山岩画而感到骄傲。

《多情花山妹》是一首首壮语民歌，旋律优美，音调活泼欢快，

感情质朴，把花山喻为一位多情美丽的“花山妹子”形象，表达了

她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

出花山既有水的灵动，更有山的挺拔，赞美花山的神奇，歌词字里

行间展现了花山文化的深远悠长，唱出了花山儿女独特的气质”[1]

这首民歌充分展示了当地壮族民众自信大方、多情美丽、善良温柔。

（二）以花山岩画中人物动作为主的武术

花山壮拳是壮族先祖耕种狩猎、自卫防身、守土保家、抵抗

外侵等实践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攻防搏斗技艺，它以气运身，内外结

核，蓄气运动，刚劲猛烈，方法以四平马主，下盘稳固，虚步、仆步、

歌步为辅，左右迎缝，结构紧凑，节奏分明，快速勇猛。花山壮拳

有七段表演，五十六个招式，每一个招式都是根据花山岩画中的人

物动作进行创作，如“花山拜祖”按照花山岩画上的人物先扎稳马

步，抬头挺胸，大小臂呈九十度，大臂平行于地面，小臂垂直。“此

套花山壮拳糅合了壮族演练、排兵布阵、祭祀等元素，同时也包含

了猛虎、雄鹰、白鹤、叶猴、豹子等多种动物的动作，它把壮族先

祖的行为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再现了当年壮族先祖耕种狩猎、

抵御外敌入侵的生活场景”。[2] 花山壮拳的拳法不仅富有运动趣味，

而且还可以防身和增强体质。现在花山壮拳被推广到广西宁明县各

个中小学校的体育课堂和大课间操时间进行练习，深受学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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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喜爱，从而营造了花山壮拳在校园传播的氛围。

（三）以花山岩画为载体的舞台实景演出

“实景剧作为中国现代语境下文化旅游产业转型的特殊产物，

突破了传统的演出模式，花山岩画作为一种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图

像，富有表演性。”[3] 大型壮族神话实景剧《花山》把花山岩画上

的图像转化为舞台表演，并融入唱山歌、弹天琴、击铜鼓、跳杆舞

等多种壮族非遗文化。壮族神话实景剧《花山》在表演中向观众讲

述了壮族先民与洪灾的斗争过程，演出共有四幕六场：序幕《传说》

《求花·风情篇》《阿爸·战争篇》《阿妈·祭祀篇》《赤子·勇士篇》、

尾声《传唱永恒》。演出过程中，“花山时空剧场”作为穿越时空之

旅的载体，以花山文化、骆越文化为背景，身处于大山密林以及泛

舟而游的互动观演形式，依托声、光、电、音等高科技手段，为游

客诠释了左江花山岩画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再现了古老的骆越

民族的习俗和仪式。壮族神话实景剧《花山》自首演以来共演出

十五场次，接待观众上万人次，收获众多粉丝，将其宁明花山岩画

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不仅是对花山岩画的创新，更带动了花山文

化旅游的腾飞，给附近村屯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以花山为品牌的创意饮食

自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以来，当地企业的品牌商标意识也越来

越强，许多商家抓住花山岩画申遗成功这个契机，纷纷注册“花山”

商标，打造“花山”连锁品牌，如“花山王中式快餐”“花山王古

方纯粮酒坊”“花山王红糖”等。“花山王古方纯粮酒坊”以酒制品

生产为主，主营小蒸米酒、玉米酒，冠上具有宁明本土特色的“花

山王”品牌，极具纪念性，成为花山旅游景区的特色产品，吸引了

大量外地游客竞相购买，其销量比以往增多。“花山王红糖”采用

纯天然手工的做法，将甘蔗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熬制出完美的成色，形成一块独特的“手工糖、精品糖、文化糖”，

展示出中国“糖都”的魅力 ；“花山王红糖”造型设计加入了花山

文化的文创元素，花山图案被刻进一颗颗红糖里，其包装纸上印有

花山图案，以此来打造“花山王”红糖品牌。通过精心的设计与精

美的包装，红糖的品相和档次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实现了实用性和

文化审美的完美结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花

山王红糖”荣登央视《美丽中国城》的舞台上、得到了《焦点访谈》

等国家级和省级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增强了花山文化的影响力。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宁明花山文化衍生品产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

 广西宁明依托花山岩画出现了许多花山文化产品，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花山岩画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消费，拉动当

地经济增长 ；但也发现了花山文化产业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文创产品创新有待进一步深化

花山岩画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但是存在创新不足，花山文

化的创新仅仅只是在民歌、武术、实景演出、品牌饮食等小部分方

面，《花山迎客歌》《花山行》《多情花山妹》、花山壮拳、壮族神话

实景剧《花山》属于艺术方面的创新，为传承和发展花山岩画还需

要培养传承人才，培养传承人才时间长，培养难度大，花费金钱多；

“花山王中式快餐”“花山王红糖”属于饮食方面的创新，但品种较

为单一、日常生活需求量小、销售模式仅限于自产自销等原因，限

制了花山文化的发展，其衍生品对于花山岩画资源的创新还只是九

牛一毛。

（三）文艺创新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广西宁明花山岩画申遗成功是一件举国上下骄傲自豪的事情，

弥补了我国在世界岩画类遗产名录的空白。花山岩画是人类的瑰

宝，是广西宁明对外的一张“金名片”。由于当地政府对于花山岩

画、花山岩画申遗成功的价值认识不深，依托花山岩画大力发展旅

游业，在发展旅游业给当地增加收入的同时，当地政府对花山岩画

过度开发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硬件设施的建设，如观景台、珠连

码头、景区便利店等的建设都会破坏花山岩画周边的自然景观，由

大量的游客所产生的喧嚣、脏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花山岩画的

环境，政府对于花山岩画的价值认识不深，把目光停留在花山岩画

表面，大力发展旅游业，没有深入研究花山岩画，挖掘岩画艺术价

值，文艺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3）花山岩画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国专门从事花山岩画及花山文化研究的文化遗产专家较

少，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单一”[4]“申遗过程充满艰辛，岩画地处偏

远，原来的研究基础较薄弱。申遗过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不够

充分 ”；[5] 历史遗留下来关于花山岩画的资料较少，花山岩画又有

众多未解之谜，研究花山岩画和花山文化的难度大。相关专家学者

的稀缺和研究花山难度大，这对花山文化产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的困

难。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宁明花山文化衍生品产业发展的路

径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申遗成功对花山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将极大地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

此，应该借助“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的影响与资

源，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花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拓宽花山文化

产业化发展路径，带动宁明及周边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一）以世界遗产为依托，开发文化纪念产品，提升产品附加

值

作为非遗文化的元素，花山岩画元素更应该引起世人的关注，

让更多花山壁画元素文化得到人们的了解和认同。宁明拥有花山岩

画这一世界遗产，吸引世界各国游客纷纷前来观赏花山崖壁上各种

人物图案的神秘面纱，人流量的增多，必然会促进消费。因此，以

此为契机，以花山岩画为依托，开发各种文化纪念产品。如把具有

花山岩画上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印在纪念章上，制作花山纪

念章套装，花山纪念章套装设计构思独特，具有鲜明的花山特征，

既有单独的独立性，又有全套的系列性 ；此套花山纪念套装具有较

高的收藏价值，会随着花山知名度的日益提升而带来升值空间的日

益增大。利用花山岩画上个体图案或组图形式刻成木雕工艺品，既

可作为礼品也可作为家庭装饰品，花山文化由岩壁上的符号转变成

实物，在一定形式上改变了花山文化的传承形式，创新和传播了花

山文化。制作花山岩画纪念册，介绍花山岩画的历史渊源、蛙的人

物造型、铜鼓的演奏、动物的陪同、岩画中的造型特色以及绘画方

式，并配上花山岩画精美插图，让观赏者在了解世界遗产花山文化

源远流长的同时，扩大视野窥探花山岩画的宏伟壮丽。“在花山岩

画元素的文化纪念产品设计上，深入调研、挖掘花山岩画元素来进

行设计，寻找花山岩画与今天社会生活的衔接点，让更多人了解花

山岩画和花山文化，促进旅游文化纪念产品的销售”。[6] 

（二）以花山岩画内容为根源，拍摄系列影视产品，深化旅游

宣传

花山岩画是壮族先祖留下的传奇符号，内容神秘且丰富，可

以以花山岩画内容为根源，拍摄音乐故事微电影，把音乐、壁画、

故事三者相结合，借助网络媒体平台播放，微电影主要取景于花山

岩画，题材为岩画上的人物演绎花山先祖的爱情、祭祀等故事，用

音乐舞台演出穿插其中，实现穿越时空的现代与远古的对话，摇滚

与传统的碰撞，存在与流逝的思考，用现代摇滚演绎，架子鼓与壮

族铜鼓激烈碰撞，电吉他与壮族天琴相呼应，此外拍摄还应加入壮

族民间的礼仪风俗文化内容，在花山岩画景区，花山先祖祭祀典礼

下，以现代与传统精妙融合的演绎形式对话远古，把两千多年前骆

越祖先的狂欢记录在的音乐故事里，给观众带来听觉上的震撼、视

觉上的冲击、心灵上的洗涤。借用快手、抖音、微博等 APP 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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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语境调整了译文，使其更贴合读者，便于理解，也能更好地传

播中国特色文化。

以上即是基于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下的几个翻译技巧，即直

译、意译、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进行了概述，并举例说明其所指。

而直译、语义翻译和异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是比较靠近原文；

意译、交际翻译和归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共同点是比较靠近目的语或

目的语读者。 而它们的最大区别是 ：当人们讨论直译 / 意译时，他

们的焦点是具体的操作方法 ；当人们讨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时，

他们心里想到的是语言的意义及其交际功能 ； 而人们讨论异化翻译

与归化翻译时，他们的关注点是抵制外来文化还是引入外来文化。

在《治国理政》英译本中，也绝不是单一地采用一种翻译策略，而

是多种翻译策略与技巧的混合使用，最终的目的是更好地向世界传

播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

五、结语

本文总结归纳了《治国理政》（卷二）英译本中中国特色文化

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以及基于此翻译策略

下的几种翻译技巧。通过这些理论及具体例子不难看出，中国特色

文化词汇的翻译要坚持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树立

和强化受众意识，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受众群体的语言

特点、习惯、表达与思考方式，特别是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的翻译

策略。借此，其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

含义，还为中外读者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了一扇重要

窗口，从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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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上传播影视产品，目前这些视频类 APP 的注册用户非常多，

主要以青少年为主，用视频做推广，是给青少年介绍花山岩画的一

种手段，以达到宣传花山文化的目的。

（三）以花山文化为核心，举办系列文艺活动，打造岩画文化

创意中心区

花山申遗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花山文化资源的转化亦

需要政府的参与。因此，为有效提升花山文化的挖掘和力度，政府

必须加大力度以花山文化为核心，打造系列文艺活动，每年各大中

小学校以及政府单位都会举办元旦晚会活动，以此为契机，以花山

文化为晚会主题，参演人员根据花山文化自编自创节目，在编排中

融合花山文化，在表演中体现花山精神 ；举办花山文化诗词创作活

动，主要针对学生群体以及诗歌创作爱好者，这类群体教育水平相

对而言较高，知识储备较为丰富，在遣词造句，语言情感、音韵和

谐等方面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独到见解，挑选创作较好的诗歌作品收

集起来，出版一本花山诗词集 ；“举办一次影展或者画展，邀请全

国的摄影家或画家来拍摄花山 , 描画花山 , 借助他们的眼睛发现花

山的美 , 借助他们的镜头和笔表现花山的美。”[7]

（四）以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为牵引，定期举办交流活动，提

升花山文化产业创新内涵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依托各种活动为载体，花山文化是属

于民族文化的一种，为传承和发展花山文化，以民族文化传承和保

护为牵引，定期举办各种交流活动。一是以学者为中心的学术交流

活动，有些学者在某一领域内有自己的研究，他们可以在自己所研

究的领域范围内就花山文化传承与保护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是

以民众为中心的节庆活动，广西宁明每年都会举办“三月三·歌圩

节”， 每逢“三月三·歌圩节”，方圆几十里的村民们都喜欢前来参加，

现场听众多达几百号人，过去歌圩上男女青年通过对歌，如果双方

情投意合，就互赠定情信物。现如今以花山岩画历史为核心的民歌

众多，也有男女对唱的花山民歌，可以借助“三月三·歌圩节”把

花山民歌在此节庆活动上进行对唱，在促进花山文化交流的同时也

传承和保护花山文化。

结语

广西宁明依托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创新发展了花山文化衍生品

产业，如以花山岩画历史为核心的民歌艺术、花山岩画中人物动作

为主的武术、花山岩画为载体的舞台实景演出、花山为品牌的创意

饮食等 ；同时也出现了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

广西宁明花山文化的资本化、产业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有效的路

径，如开发文化纪念产品、拍摄系列影视产品、打造系列文艺活动、

定期举办各类交流活动等，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了

花山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如何进一步推动花山文化资源转化、加快

文化资本的运行、促使花山文化与旅游业全面融合从而实现产业兴

旺等问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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