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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本：让热贡唐卡艺术走向全世界
2022 年金秋，美国波士顿佩拉斯画廊，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热贡艺术”代表性传
承人、唐卡艺术大师娘本的个人画展开幕，他的好友、国际
钢琴大师郎朗用三首曲目《平湖秋月》《茉莉花》和《歌德堡
变奏曲》与娘本的作品相呼应，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吸
引了各国各界朋友。

近年来，娘本通过优秀作品展览，不仅密切了各地文化
交流，而且进一步发掘了热贡唐卡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传
承和保护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成果产生了积极作用。娘
本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
遗产——热贡艺术，培养更多的热贡唐卡艺术人才，促
进唐卡艺术的发展，让热贡艺术融入民众、融入当代，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磨难中淬炼，游历中求索

细细欣赏娘本的唐卡作品，你会发现，他的画结构严
谨，传统规制中蕴含丰富变化，设色明快而柔和、含蓄典
雅，运笔洒脱劲逸，人物刻画形神兼备，装饰精细繁丽却
不失庄重雅致。有的画作安详静谧，有的雄浑激越，蔚
为壮观。

娘本的作品独具个性审美和技艺的背后，是他数十年
在唐卡艺术道路上不断求索、不断进步、不断升华的心路
历程。

娘本 1971 年出生于同仁市隆务镇吾屯村。吾屯村具有
悠久的唐卡绘画历史，在青海省享有“户户有画师、人人能
作画”的美誉。

娘本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他有 4 个姐姐，为了减轻
家中负担，他 12 岁时便跟着同村的师父夏吾才让学画唐
卡。师父夏吾才让后来成为藏族历史上首位获得“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艺术家。

在师父的教导下，小小年纪的娘本，每天一笔一画地描
摹图案，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打底稿、碳描、构图、研磨颜料、上色……师父要求很
严格，天天坐在寺庙里一动不动地绘制唐卡很枯燥，非常
累！”他想离开这里，不想再学习绘画。

15 岁那年，他偷偷从寺庙逃了出去。在一众人等寻找
之后，他被找到、送回家。父亲问：“你不想画唐卡，那你想
做什么？将来靠什么谋生？”

“做什么都行，就是不想画唐卡！”
“那好，那你去做别的，有一个砖瓦厂打工的活，你

去吧。”
“终于不用一整天一整天地坐着画画了！”娘本开心极

了，兴致勃勃地去了当地一个砖瓦厂，做搬运工。
“一整天的苦力活儿下来，筋疲力尽，却只能赚三块钱。”
一个月无比艰辛的打工经历给娘本上了难忘的一课。

从那以后，娘本静下心来，听从老师的教导，踏踏实实学
画，再也没有想过放弃。

在线条和颜色的世界里来回穿梭，由懵懂到顿悟，再到
华美而精致的唐卡作品夺目呈现，年轻的娘本在唐卡艺术
里愈加沉浸，绘画技艺也渐入佳境。在 18 岁时，经师父允
许，他开始独立作画；20 岁时，独立带徒。

1996 年，娘本带几个徒弟去四川作画，结识了国家一级
美术师罗家宽先生，并拜他为师，在成都学习了两年汉族传
统工笔绘画艺术。老师欣赏娘本的刻苦聪慧，推荐他去西
藏创业。

“热贡以前不出名，很少有人知道热贡有会画唐卡的艺
人，而西藏是藏文化的发源地，老师建议我去西藏发展。”
娘本说。

1998 年冬天，娘本到达西藏。在拉萨的八角街租了一
个店铺，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笔画了一幅唐卡作品，挂
到自己的小店，当一个门脸。

“很多人看到那幅唐卡以后，很喜欢，开始跟我定制作
品。”因为这幅唐卡作品，店铺慢慢有了一些来自寺庙和市
场的生意。逐渐地，热贡唐卡在当地有了知名度，娘本承接
的唐卡绘制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2003 年开始，往来穿梭于西藏和热贡两地的他有了回
家乡的念头。他说：“西藏的市场虽然不错，但我的根在
热贡。”2006 年夏天，娘本决定回到热贡——他出生成长
的地方。

彼时，经历了四川和西藏的一路辗转一路求索，娘本吸
取各家所长，在热贡艺术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借鉴其师夏吾
才让大师作品中的“敦煌飞天”和西藏唐卡的色调风格，融
合热贡唐卡的用金技艺和汉族工笔画技法，逐步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唐卡艺术风格。

弘艺德、传技艺、续文脉

位于北京的娘本唐卡艺术馆里，陈设着各种颜色的自
然珍稀矿藏、宝石，如绿色的孔雀石、蓝色的青金石、红色
的朱砂、紫色的玳瑁石、白色的云母、黄色的砒石等，唐卡
绘制所用的颜料都取材于它们。

“唐卡的根就是颜料。”娘本说，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
拿石头研磨，调配，每一个程序都是手工完成，上千年不褪
色。其中，唐卡中所用金色颜料均由纯金研磨制成，以极细
的金线入画。

娘本介绍，唐卡有勉唐、泽钦和噶玛嘎孜三大主要画
派，每个画派又有多个分支。热贡唐卡善用黄金做颜料呈
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色彩比较明亮，花纹细腻精美，人
物众多，长于表现丰富的宗教故事。

这些年，在国家的保护下，已有 700 多年历史的热贡
艺术先后入围国家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唐卡
外，还有泥塑、堆绣、木雕、石雕四种艺术形式，但以唐卡
更胜，在当地从事唐卡制作的艺人非常多，制作技艺代代
相传。

在四川、西藏等多地数年的游历与钻研中，娘本不断探
索，融合创新，促进了其对热贡唐卡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
回到家乡，他一直在思索，能做什么对民族艺术传承发展以
及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他认为藏传佛教需要与时俱进，传
统的宗教艺术应该走出寺院，面向社会。于是，他有了创办
画院的想法。“画院不仅是一个艺术品的展览馆，也是一个
教书育人、培养更多艺术人才的地方，在这里，热贡唐卡艺
术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

由于缺乏资金，娘本不得不四处借钱。“画院可以让穷
苦人家的孩子们一边学习手艺一边挣钱”，这看似投入大、
回报低的运作模式，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在不断劝说下，亲
人朋友最终被娘本的坚定和执着打动，娘本共筹得资金 380
万元。

2006 年 8 月，娘本创办第一家唐卡画院——青海黄南
州热贡画院。画院还打破“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
教学传统，招收贫困家庭子女和孤儿，免费提供条件学习
唐卡。

在画院里，娘本投入极大心血教授学生。“画唐卡是门
苦功夫，要盘腿席地而坐，从早到晚画一天，这个过程练就
专注力”，他注重培养学生沉稳安静的性情。“盘腿才能坐
得稳，拉线条的时候手也稳，坐在凳子上是不行的”，他培
养学生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作画习惯。

娘本对学生们绘画要求极为严苛，“开的脸相、起的稿，
每一个线条的柔软度、细腻度都要看，线条的粗细变化也要
看”，“佛像脸上那种慈祥，必须要画出来”。对画作中任何
不够完美的地方，他都会严厉地指出，很多学生为了不挨批

评，常常将自己的画藏起来，怕被老师看到。
仁青多杰回忆学画的经历时说：“学白描时，一个图案

让我一遍遍擦了重画，画不会就不要学其他的。我用了很
长一段时间，线条从生硬画到柔软，到自己都喜欢，学会后
的激动心情到现在都记得。”

仁青多杰是娘本的儿子，从小也在画院里跟着父亲学
习，“从刚开始拿起笔，父亲就耐心地手把手教我，让我在
一遍遍擦了一遍遍重画中，领悟遇到问题时该如何正确
面对。”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体悟到，无论是生活还是画画，都
有事物本身的道理。应该正确认识生活，又找到自己，找到
人生的目标和内心所热爱的那股力量。

现已是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仁青多杰说：“父亲教给我
最重要的是，先做人再做艺人，以德为主，不然学会再好的
技艺都是白费。”

多年来，娘本带徒弟不仅仅是传授技艺，而是坚持德艺
双馨、以德为先，用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
以身作则。他先后荣获“首届中华艺文青年奖”、青海省劳
动模范、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标兵和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树
立走正道的好榜样。

艺术传承是一面镜子，当你对它倾注心血，待以真诚，
它会映出世界最美的样子。在娘本的言传身教、倾囊相授
下，一批批学生快速成长、独立作画，走出画院。如今在当
地两万多名唐卡艺人中，近 60%都是娘本的学生。其中，被
评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州级工艺美术大师、县级工艺美术
大师的有 270 余人。

家国情怀谱写人生旋律
用心用情传播热贡文化

在北京崇文门外的娘本唐卡艺术馆，艺术收藏家郑先
生在一幅唐卡画作前驻足良久，他被娘本所作的一幅兼具
艺术审美与顶级工艺的画作深深吸引，最终将其收入囊中，
成为自己最为喜爱的一件藏品。

“方寸之内，大有乾坤”，郑先生时常拿起放大镜仔细观
赏其细腻入微的笔触，常常被画作中极具尊贵与神韵的佛
像人物神态所折服。

近年来，娘本唐卡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影响扩大，深受国
内外文化艺术界、宗教界和藏学界人士喜爱。为了让更多
的民众认识热贡艺术、喜欢唐卡艺术，娘本十几年如一日，
为抢救、传承、保护和弘扬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各
地奔忙。从最初奔波于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澳门等地，
到现在远赴澳大利亚、德国、荷兰、韩国等国，向世人展示
热贡艺术精品，为热贡艺术赢得了至高的评价和赞誉。

如今，在热贡地区，娘本带领学生和乡亲们用审美艺术
的方式传承藏民族古老的唐卡绘画技艺，并用他们虔诚的
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协助更多当地的藏族家庭走向了一
条以艺脱贫的致富之路。

娘本创办的热贡画院现在已经成为同仁地区名气最大
的一家画院，并作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的传习基地，成为向
全国各地的顾客介绍和宣传热贡唐卡艺术的一个阵地，一
座集热贡艺术保护、传承、展演、创研、培训、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性文化机构。

“我们非物质文化代代传承，一定要在传统技艺和题材
上创新，要适应社会新时代发展和广大民众的文化精神需
求和审美需求。”娘本在唐卡的内容题材上还作了很多带有
时代感的尝试，创作了《文成公主进藏》《藏汉一家亲》《澳
门回归十周年》《开国大典》《四部医典》曼唐长卷等题材的
作品，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收藏。

作品中不难感受到娘本热爱祖国和家乡、热爱民族传
统艺术的真挚感情。古老的唐卡艺术与新时代的融合创
新，呈现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唐卡艺术的新时
代特色和艺术魅力。

娘本是一位对自我极苛求的艺术家，他怀着对美的宗
教式的虔诚，不懈地追求艺术上的尽善尽美。他 37 岁被评
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时，是国内当时最年轻的大师。娘
本原可以活得休闲自在，而他却像苦行僧一样，拒绝享乐，
年复一年地在非遗艺术创作、传承和传播中艰苦跋涉，全身
心致力于热贡艺术创作和传承工作。

娘本说：“作为一名唐卡传承人，既是一种光荣，更是一
种责任。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各国人民通过热贡艺
术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来源 / 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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