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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的唐卡绘画

唐卡原指藏传佛教中的一种宗教卷轴
画。在历史上，它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和不可替代的宗教功用受到信教群众的极大
尊崇，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美
术史上和藏传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被誉为绽放在雪域高原的一朵奇术奇葩。唐
卡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历数个阶段，形成多
种画派，且处在不断的传承发展和变革创新
之中。

访问尖扎的各类唐卡艺人，举凡才让、
仁青尖措、羊忠才让、桑本、普华、环克、

才旦、旦正加、罗藏尼玛、多杰楞保等等，
其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
的；有取法临摹的，也有注重写实的；有偏
重传统藏画的，也有倾向中西结合的。形形
色色，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
是他们力求突破临摹为主的藏族传统绘画艺
术，而执着于推陈出新的艺术变革。他们大
都比较谙熟藏族传统绘画工艺，掌握一定的
西方古典绘画技艺和国画的工笔重彩美术，
并注意对现实实物的写生训练。其特点如下：

一、表现内容丰富

藏族传统绘画工艺，尽管题材也算广
泛，但总体而言是一种佛画艺术，它以佛教
文化为主要内容，诸如佛、菩萨、护法神、
佛教史迹、学经故事等，而尖扎上述艺人的
画作中既有反映藏传佛教文化方面的，又有
表现藏族英雄人物为主的，还有一些对山水
名胜、风土人情的描绘成份，因而作品的内
容广泛丰富。比如现年 73岁，擅长木刻与唐
卡绘画艺术的仁青尖措，据说 38 岁 （1980
年） 时在 《中国美术》 杂志发表 《春到草
原》、《文成公主进藏》等唐卡画作，并开始
专心研究格萨尔绘画艺术，经过二十年磨
练，56岁 （1998年） 的仁青尖措进入格萨尔
史诗绘画的创作新境界，其创作的被中国社
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收藏的以格萨尔史
诗为主题的《霍岭大战》、《赛马成王》、《辛
丹虎狮对峙》、《格萨尔祈福颂》、《降魔篇》、

《阴界霞光》、《岭域诞辰》、《世界公桑》等八
幅作品，画面中既有格萨尔等英雄人物的不
同形象，又有人仰马翻的大战场景，还有天
空、草地、旭日、盘龙、飞鸟、旌旗及虎、
狮、鹿、牛、狼、猴、蛇等动物。这种画面
在藏族传统绘画中是绝无仅有的。热贡艺术
的绘画传统中，不仅《释迦牟尼本生传》等
佛像造型、比例严格遵奉《造像度量经》的
规定，而且其内容不能超出宗教范畴，表现
的是一陈不变的经典形象。就是在格萨尔王
的唐卡绘画传统中，也是有严格度量和规定
的，是那种骑着骏马手持鞭子的史诗英雄唐
卡，显然这是一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其画
面是相对固定而单调的。就如汉族的门神绘
画，千百年来不是神乎其神的神奈、郁垒，
就是手持刀剑、威武雄壮的秦琼、敬德，不
论谁画，都难以摆脱这个窠臼。

二、艺术手法新颖

藏族的传统绘画工艺有自成体系的理论
和严格的制作程序，它完全按照《选像量度
经》、《佛说造像量度经疏》、《绘画量度》、

《造像量度》等经典作为一贯的佛像绘画、塑
造的依据，为艺术家们提供佛像创作所必须
遵守的人体基本比例。一般采用单线平涂、
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匀的手法，作品一律设色
匀净、线条流畅、笔法细腻、构图完美、主
题突出、用色鲜艳、画风华丽，装饰性强；
着色以矿物质颜料、金银色为主，在使用金
粉、朱砂、石膏等技巧方面尤有独到之处，
使其显得十分精美。尖扎上述艺人的唐卡绘
画则不然，拿格萨尔绘画创作而言，不仅格
萨尔的题材每一幅都不一样，在运笔技法上
也有突破和创新。如 2008年，仁青尖措创作
的一组名为《岭·格萨尔王与七大强将》的新
画，这组新画包括八幅作品，分别是《岭·格
萨尔王》、《嘉察·夏嘎尔》、《丹玛香查》、《嘎
德·确琼巴纳》、《桑德阿东》、《达尔潘》、《纳
查·阿旦》、《阿努·色潘》。这些作品不仅构思
大胆，题材丰富，充分运用了古代象雄红黑
相间的用色笔法，仅这一点，就完全打破了
传统藏画艺术的风格，开拓了格萨尔绘画艺
术的新思路，也使他的唐卡作品具有了与众
不同的价值。近两年他的新作 《岭·格萨尔
王》、《岭·格萨尔王与三十大将出征》等，屡
屡获得“创新奖”，而被业内人士冠之以“藏
族绘画艺术中史无前例的创新转折点”。

这是格萨尔等英雄人物的描绘情形，即
便是佛像绘画，其神灵、行云遵循传统藏族
绘画方法外，山体、湖水等又采用国画中的
山水丹青艺术，鲜见使用金粉，更有甚者则
完全与传统藏画迥然不同。这里我们有必要
提到尖扎唐卡艺人推崇备至的一代藏画宗
师、原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安多强巴。出生
于尖扎措周的安多强巴，自小在家乡寺院学
经作画，28岁前往西藏深造，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时回来家乡长期写生。他融多种画技于
唐卡，对尖扎唐卡艺人的画风有重大影响。
因而他的画技成为引领尖扎唐卡艺人的样

板，他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尖扎的唐卡宗
师。他除画唐卡外，装饰、人物、风景画无
所不能。他有时也画佛祖、菩萨等内容的佛
画，但他夙早就对作为藏画艺术最重要的经
典《造像度量经》提出质疑，他常常不按传
统藏画规则的局限去画，对自己笔下描绘的
释迦牟尼、菩萨罗汉等的造像比例和方法上
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刻画的造像和神态更
加自然和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他绘制在
罗布林卡达丹明久颇章经堂内的壁画《释迦
牟尼初次说法图》，完全打破了西藏传统壁画
的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吸收了现实主义的表
现手法，人物刻画生动自然，周围的山鸟及
风景细致而不繁琐，这是画家对历史的辩证
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相结合，而绘
制的前无古人的杰作。更有甚者，有人说安
多强巴绘画的佛陀等形象，从其面部皱纹、
身体着装等表情特征可以判断出他的少年、
成年、老年或更为详细的年岁阶段，这可以
说是藏画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三、艺人少精品少

尖扎地区的唐卡绘制工艺正处在摸索、
形成阶段，它与邻近的热贡唐卡艺术相比，
从艺人员少，唐卡种类少，精品总量少。

藏族历史上受典型的“汉式藏画”、“印
式藏画”等等的影响，先后产生了许多画
派。就驰名中外的热贡唐卡，也分为协岗
派、曼唐派、钦泽派、噶玛尔派等派系，这
些门派的艺人经过数百年一代一代长年累月
的艺术传承，绘制了数以万计的绘画作品，
而且培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远的不说，新
时期就产生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0名，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美术大师 44名，而普通
艺人约有 2000多人。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些艺人加工使用的材料质地也日益丰富，
增加了唐卡的种类，自然出现了卷轴唐卡、
壁画唐卡、珍珠唐卡、缂丝唐卡、堆绣唐卡
等等名目繁多的唐卡种类。

尖扎的唐卡从艺人员中取得画师资格的
约 40余人，取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仅十
数名，没有评为国家级的艺术家，而且普通
的唐卡绘制人员较少，总共300余人。民间唐
卡手工作坊不多，上规模上档次的唐卡制售
公司更少，难以形成产业规模化，因而它只
是个别人拉家糊口的门道和实现自己艺术追
求的事业，而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作用微乎其
微。而且尖扎唐卡艺人显示的技艺各有千
秋，难以整齐划一，无法严格分门别类，如
果要定型归类的话，大约可以划入“格萨尔
绘画艺术”或“安多强巴画派”，但几乎谈不
上传承体系，也没有紧密合作的协会联盟和
分工协作的内部组织，是名符其实的自成体
系，单打独斗。因而显得整体发展能力不
强，产业孕育速度缓慢，唐卡种类单一，总
量不足，产业化程度不高，市场化运行滞
后。之所以造成目前的状况，原因恐怕很
多，但艺术自身的发育和政府社会的扶持有
其重要因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多强巴
就出名于西藏乃至整个藏区，但他当时在拉
萨兴办的“西藏安多·强巴私立美术学校”由
于种种原因成效甚微，1998年他85岁高龄时
以夜校形式面向全社会招徒授业，这似乎是
他的精湛技艺得以大量传播的契机，但系统
讲授的时间仅仅三年，2002年他不幸去世，
得到他亲手指教的学生很少，尤其他的家乡
尖扎得到他亲传的弟子更是寥寥无几。这对
于“立志将自己的技艺广授社会，寄留后
世”的一代艺术巨匠而言是十分遗憾的，这
也是他的绘画艺术没能在家乡很广的层面得
到发扬光大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早在
1979 年黄南州成立“格萨尔艺术抢救办”
时，尖扎唐卡艺人仁青尖措就崭露头角，担
任负责人，但鉴于地区、门户之见和有关决
策人员的一叶障目，在热贡艺术一花独放的
艺苑里，对仁青尖措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现
代唐卡艺人，未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支
持，使其“怀抢候珠无人识”，这是尖扎唐卡
事业缺乏推手、趑趄不前的原因之一。

四、名气小潜力大

由于尖扎的唐卡绘画艺术兴起的时间不
长，根基比较浅薄，弘扬传播受限，未打出
响亮的牌子，加之群众的宗教膜拜心理和艺
术审美观念存在时代隔膜，多数人对新内
涵、新风格的唐卡还未充分肯定，欣赏人群
少，传扬范围小，使尖扎的唐卡制作未形成

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更谈不上“公司+
协会+基地”的制作和销售模式。

然而尖扎的唐卡艺术制作力求与当地民
俗风情、文化方式、审美习惯与社会发展相
适应，唐卡艺术家们着眼于身边的生活场
景，按照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和感知方式去制
作，就是绘制的佛画唐卡也逐步从宗教膜拜
功用向写实创作艺术发展，这自然符合社会
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普遍水准，因而必将受到
收藏者和广大群众的青睐。对艺术家而言，
因为有取之不竭的现实生活这个艺术营养，
有永不到头的绘画道路这个艺术追求，他的
创作前景广阔，他的艺术潜力巨大，必将取
得同类艺术家无法企及的丰硕成果。

突飞猛进的木工技艺

在尖扎昔日出名的木工制作技艺当属箭
制作，在盛行民间射箭活动的尖扎、化隆、
乐都等安多农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卓
仓的弓，尖扎的箭”。说明尖扎境内保留着古
老而相对成熟的造箭等木工技术。而且在奉
行箭崇拜的当地民间对箭已神化为五彩神
箭，箭的类型、功用较为广泛，除过用来矢
射的箭，民间还有很多用于箭崇拜活动的
箭，比如婚礼喜宴、降生子女、建房入住、
祭祀禳灾、祈寿招福以及秋收入库等，经常
给木箭系上哈达、小铜镜、绿松石等，祈求
福禄、运气，甚至在有些民间仪式上，把木
箭制作成数米长的巨型大箭，安插在“拉
则”上。

因为木箭的广泛用途，加上当地出产的
松杉、桦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原料，自古至
今尖扎造箭手工艺相对发达，出现了众多以
师带徒、父子相传的制箭作坊，成为远近闻
名的“射箭之乡”。与其相媲美，现今尖扎木
工技艺中的建筑装饰及木雕家具等行业，蓬
勃兴起，井喷式发展，在尖扎、黄南乃至整
个藏区中后来居上，几乎让原先独占鳌头的
热贡同类艺术黯然失色。据智合寺洋江仓·更
登凯增加措活佛介绍，现在尖扎涌现出大批
出类拔萃擅长寺院建筑装饰及传统藏式家具
的精工良匠，他们的足迹遍及青海、甘肃、
四川及西藏，许多地方的许多寺院都留下了
尖扎木匠的杰作。其匠人数量之多，手艺成
就之大，让人们寡目相看，这方面最突出的
具有代表性的匠人便是现年63岁的多杰昂青。

早年因地主成分而备受生活磨难的多杰
昂青，凭借自己的钻研和闯练，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掌握了一套为人称道的建房屋做家具
的木工本领，后来又得到拉茂雍增活佛的慕
名聘请，为他修建经堂僧舍，并受到他的长
期指点，使其技艺大增，身手不凡。拉茂雍
增活佛不仅精通佛学，而且身怀绝技，精通
工巧明艺术，尤为娴熟藏式传统建筑技艺。
他在各界信徒的支持下，利用八九年时间，
聘请多杰昂青等人设计重建了他的主寺贵南
塔秀寺的大经堂、弥勒殿、宗喀巴殿、文殊
遍知殿、藏经殿等庙宇殿堂。在此期间，多
杰昂青边实践边请教，系统掌握了藏式传统
建筑的柱网结构、门窗套型、木雕装饰等方
法和要领，并领会了他关于建筑艺术中的平
衡、对比、韵律、和谐、统一等设计原理、
构图规律和审美思想。

在拉茂雍增活佛的指导下，历经九年重
建完成的塔秀寺建筑群，依山层叠、错落有
致、富丽别致、庄严肃穆，为多杰昂青赢得
了良好声誉，从此他不断接到安多乃至康
巴、西藏等地寺僧的邀请，先后主持或参与
了德钦寺、江泽寺 （贵德）、赛科寺 （大
通）、塔尔寺、哲蚌寺（西藏）等十余个寺院
经堂及僧舍的设计建造工程 （还创办了宗喀
藏式木雕公司）。他的房屋建筑，无论是寺院
建筑还是民居建筑，无论是土木结构的囊
欠、僧舍，还是石木结构的经堂、佛殿，无
论是藏族平顶式宫殿，还是汉藏合壁式楼
房，由于设计严谨、造型精美、讲究实用而
受到雇主的广泛赞誉。同时他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带徒传艺，每年带出五六十人，二十
年不废一日，从最初出师的 17个高徒到后来
的数百人，而且徒弟带徒弟，使其弟子与再
传弟子遍布安多及整个藏区，成为藏区最为
看重的“尖扎木匠”。总之尖扎以藏式传统建
筑为主的木工行业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预计不久的将来能产生如邻县“化隆拉面”
之类的经济效应，为尖扎经济社会的发展注
入强劲的动力。从尖扎木工技艺的异军突起
反观尖扎唐卡绘画的曲高和寡，我们还可以
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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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顺
禄

在
热
贡
艺
术
盛
名
远
扬
的
黄
南
，尖
扎
的
唐
卡
与
木
工
独
辟
蹊
径
、别
具
一
格
，实
在
让
人
惊
奇
。

考
察
尖
扎
的
唐
卡
与
木
工
技
艺
，给
人
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创
新
与
迅
猛
，就
是
发
展
的
新
潮
与
前
景
的
广
阔
。
也
许
不
久
的
将
来
，这
种
唐
卡
和
木
工
技
艺
，也
会
争
奇
斗
艳
、竞
相
怒

放
，成
为
唐
卡
和
木
工
技
艺
的
佼
佼
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