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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存 续 和 当 今 缩 影  

— — 以 成 都 拉 孟 绘 画 艺 术 交 流 中 心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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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都是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重要场域。唐卡（噶玛噶孜画派）非遗传承人拉孟及其创办经营的成都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

和四川省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传习基地凭借唐卡艺术，依托社区平台，招收多民族学生，传播藏族

文化艺术，促进汉藏文化双向互动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对其研究，探讨新时代汉藏文化交流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式，勾勒现代性背景下藏族传统宗教艺术——唐卡的异地传承图景，为加强

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繁荣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民族志个

案和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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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题与主线 

1988 年，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

演中就提到：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

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

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

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1]
，这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

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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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1]
。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中国式民族政策：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当下民族工作的主题。

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 

1.2“藏羌彝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 

四川省地处中国第二级阶梯上，地理环境差异大，导致四

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涵括了中国 56 个民族。据《四川年

鉴（2022）》资料显示，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约 568.8 万人，约

占全省总人口的 6.8%。四川是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

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将

该地区称作“藏彝走廊”
[2]
。在这一区域内，各民族因其历史

上纷繁复杂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形成了多民族和而不同、

交互共生的事实。民族走廊学说对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成都“不仅是内地进入西藏及四川藏区最近、最便捷的门

户与通道，同时也成为内地与西藏及汉藏之间最重要的连接枢

纽”
[3]
，在“藏羌彝走廊”中具有重要地理区位，是多民族和

文化的交汇点、融合区、发散地。 

2．成都汉藏文化交流和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演变 
成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汉藏等

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广泛，交往频繁。“汉藏

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两种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并且渗透

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艺术领域和文学作品中更为直观地

予以体现。”
[4]
 

“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等各民族间以

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历史上，各朝发展茶

马贸易，川藏道成为汉藏往来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清朝

有诗证：“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

在，独买饶钲响器回。”
[5]
“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

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

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
[6]
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

意义。 

清初，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清朝控制四

川之后，以“因俗而治”、“因俗而安”的方针政策为指导，

通过实行改土归流，设置卫所、土司制度加强统治等措施加强

对西南地区的管理，逐步加强与盆地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区域

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加强，民族间交往

交流交融也大大增加。有研究者说，推行土司制度“就是为了

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增添贡赋，稳定社会秩序，

促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并保持长治久安”
[7]
。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平等地位，成都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

史阶段。改革开放后，成都紧跟国家战略，抓住西部大开发和

“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加快发展步伐，一步步成为了西南

地区经济核心城市和国家级中心城市，吸引了很多藏族同胞来

此工作、求学、旅游、生活。据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统计，

当前成都 56 个民族成分齐全，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 38.95 万，

其中藏族人口占比最大。成都市已然成为我国多民族交错杂居

和融合的特大型中心城市。 

因此，成都市的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既有着历史基础，

也有着当代机遇。这样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过去

式的、现在进行时的，还将是未来式的。在当下，位于成都吉

福社区的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暨四川省唐卡（嘎玛噶孜画

派）传习基地能够体现和说明新时代城市中民族文化交流和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运行机制。 

3．拉孟唐卡：当代多民族文化交流典范和现实经验 
唐卡，thang-ga/ka/kha，兴起于松赞干布时期（公元

617-650 年），一般将其解释为“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

是藏族人民特有的藏传佛教绘画形式。自 2006 年起，唐卡被

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就目前来说，唐卡一

方面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传承；另一方面也受到商业资本的影

响，出现了商品化、同质化、神圣性解构的现象。而目前有关

唐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以美学和艺术学的角

度对传统唐卡的绘画技法、色彩运用和材料使用等进行分析。

二是关于唐卡与藏传佛教关系，将唐卡绘画置于藏传佛教中理

解和思考唐卡艺术的宗教内涵和社会属性。而本研究聚焦成都

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暨四川省唐卡（嘎玛噶孜画派）传习基

地，将其置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题与主线下，思考唐卡艺

术如何在异地传承中传播藏族文化，促进汉藏文化双向交流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1 多民族传承和文化交流：拉孟唐卡的异地传承情况 

拉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籍人士，2018 年被授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目前在中国获得

藏族唐卡（噶玛噶孜画派）两位国家级传承人之一。2003 年，

拉孟由于成都气候温暖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便在成都市吉福社

区租下一间屋子作为画室。拉孟先后以免费开班和个别授课的

形式，累计给上千名的多民族学生传授噶玛噶孜画派唐卡绘画

技艺。这些学生里有藏族、蒙古族、彝族、羌族、门巴族、汉

族等，也有香港、台湾、丽江这些地方来的学生。只要他们想

学，拉孟都会倾囊相授，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在免费教画唐

卡同时，拉孟还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们提供吃住、路费、衣物、

以及每人每周 50 元的生活费。此外，他还通过回购唐卡，帮

助贫困学生。拉孟说：“我是穷苦出身，我的学生基本也是。

希望画唐卡能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学生来学习后要遵循画

室的《纪律十项规定》，并逐步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民

族团结意识。二十余年来，拉孟的徒弟已达 1400 余人，有 50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4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余位曾获国家一级画家、二级画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

传承人。“很多孩子都是靠着这种手艺，才能摆脱穷困潦倒的

生活，成家立业，出人头地。”拉孟骄傲地说，“这就是传承。” 

传统的噶玛嘎孜画派题材一般为宗教佛像或历史故事，以

史实为依据，以画言史、以画叙史、以画传史。但对于拉孟而

言，题材的选择从来不唯一。2021 年，拉孟带着学生耗时 9

个月完成的《红船精神》唐卡画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红船精神》画作采用了唐卡绘画技法，绘制了 1921 年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船上召开的场景。整个画作施

色浓重，对比强烈，画面富丽堂皇。拉孟讲解道：“高悬的党

徽代表着党的领导，沐浴阳光的天安门城楼、蜿蜒的八达岭长

城代表着国家。祥云、彩虹、仙鹤、白鸽、牡丹表达的是国富

民强、国泰安康。莲花寓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洁与无私奉献

精神。向日葵传递民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此外，拉

孟还制作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故事主题画作、藏文书法书写核心

价值观等作品。 

拉孟不仅在技法上创新完善，还大胆借鉴其他画派风格。

他不仅进一步融入了汉族传统绘画中青绿山水和工笔花鸟绘

画技巧，还学习了西方绘画的透视方式以及西方现代美术的人

物造型特点等。学员在学习画马时，会参考学习西欧中世纪古

罗马风格的骑士骑马图。一位在拉孟画室工作的唐卡设计师解

释道：“因为古罗马风格的马很有力量感，它的线条的力量感

很饱满，我们在宗教类唐卡画马的时候需要把马的力量感表现

出来，所以要借鉴他们的画法。” 

目前，拉孟及其画室主要承接订单，几乎没有导向市场销

售的唐卡作品。唐卡定制的主要甲方是政府及其公共事业单

位，例如武侯区人民政府就曾和拉孟合作，采用唐卡技法绘画

三国人物故事。其次是西藏或涉藏地区的寺庙，因为现在画派

与教派的关系解绑，定制唐卡的寺庙范围和数量也很广泛和众

多。可见，拉孟及其唐卡中心，在新时代画派与教派关系解构

的背景下，与公共事业单位和宗教寺庙间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制

作唐卡作品，使得唐卡在政治、宗教的双重力量下转换内容题

材，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和审美。 

3.2宣传展览和承接活动：拉孟唐卡与所在社区的互动关系 

2013 年拉孟在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成

立了“成都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2015 年升级为四川省唐

卡（嘎玛噶孜画派）传习基地。2016 年被设立为甘孜州职业技

术学校（唐卡专业）校外教学点。现阶段拉盂绘画艺术交流中

心形成教学、创作、展览三位一体结构，受到各级领导关注、

访问。除此以外，拉孟唐卡基地还会承接各类社区活动，例如：

各级领导访问、学生课外教学实践、公益学术讲座等。 

3.3 小结 

拉孟数年来在社区、政府的帮扶下，招收多民族学生，传

播藏族文化艺术，促进汉藏文化双向互动和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成都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和四川省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

派传习基地既是唐卡艺术传承保护的文化场所，也是汉藏民族

文化交流的社会场所。该基地和中心是“藏羌彝走廊”上汉藏

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存续和当今典范。 

4．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新时代下，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带来了远超以

往的民族文化交流碰撞、演变融合。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成都作为藏羌彝走廊上的重要门

户和枢纽，在“藏羌彝走廊”中具有重要地理区位，是多民族

和文化的交汇点、融合区、发散地。唐卡（噶玛噶孜画派）非

遗传承人拉孟及其创办经营的成都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和

四川省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传习基地凭借唐卡艺术，数年来

依托社区平台，招收多民族学生，传播藏族文化艺术，促进汉

藏文化双向互动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此，拉孟绘画艺术交

流中心是“藏羌彝走廊”上汉藏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存续和当今缩影。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注重民族文

化的实际行动和日常实践，才能让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广泛

民众基础，使各族人民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如此以来，费老心中“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也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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