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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佛与菩萨两部分。
佛画中《树下说法图》是敦煌藏经洞中创作年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完好的一件作品。
其中不论主尊、胁侍菩萨，还是女供养人的勾勒和敷色都十分细腻，特别是六位比丘弟子的表情刻画
得极为生动，是敦煌遗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关于《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干佛洞Ch.VⅢ洞窟甬道南壁的壁画上，尺幅和场面更
为宏大。
读者不妨将两者做一对比，定然会对因不同材质而限定的绘制技法有所理解。
《释迦瑞相图》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虽为断片，但细密劲健的勾线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当年“曹衣
出水”的风采。
书中《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干手干眼观世音菩萨图》均属于曼荼罗类型的作品，即依照一定的
佛典仪轨而绘制，供修行者借相悟体、修持密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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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宝树华盖之下，释迦牟尼佛身着朱红色的和软袈裟，跏趺坐于宝莲台，正在向四围的众菩萨、比
丘说法。
莲座呈多层装饰之须弥座，和上方的华盖相应。
四尊菩萨端坐莲台，姿态相各异，手中分别持莲花、净瓶、宝珠等，神情皆安详雍容。
六弟子侍立佛后，闻听妙法而心生欢喜，颜色和悦疏朗。
画面上方，天女乘祥云俯身散花，飘带共云气随风舒卷。
下方各有男女供养人，右侧男供养人已缺损。
女供养人为一少女形象，椎式发髻，窄袖衫裙，双手持莲，长跪于方形垫上，态度温婉闲静。
下方正中留有题写发愿文的位置，作石碑形，空白未题记。
　　该作品的创作年代约为8世纪初，是敦煌藏经洞中绢画年代较早的一件。
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进行时代的印证。
首先，相同的说法题材，其构图与敦煌唐初洞窟的表现最为类似；而且，这一图式正是从隋代石窟壁
画中表现佛与二胁侍菩萨的简单图像中演化而来。
其次，主尊嘴角的线描式样，与永泰公主墓室壁画非常相近。
因为到了8世纪后半叶，一般上下唇之间的勾线，两端要稍粗一些；再到10世纪，线条则拉得更长，末
端弯曲得很尖。
再次，画中女供养人的发型、着装，甚至是表情，完全与唐初壁画、陶俑中的侍女形象相一致。
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该作品的创造年代，即华盖、莲座上灵芝状的祥云，也正是唐初敦煌壁画常见
的图样。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在表现人物肌肤的立体感上尤为独到。
除了线描本身的刻画，自北朝以来从西域所传的晕染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晕染法通常沿轮廓线向内染，边沿部分颜色较深，高光部分颜色浅。
在鼻梁、眉棱、脸颊等部位往往先施白色，再以肉色相晕染。
从而造就了肌肤的微妙变化。
观作品正中的释迦牟尼佛，眼神透出无限悲悯，这跟细腻的晕染技法是分不开的。
　　敦煌遗画中，许多作品皆以对称工致的布局示现。
该幅作品即是一例，如胁侍菩萨、六比丘弟子的安排无不是围绕主尊分左右而设，异常的严整对称。
有些读者难免产生这样的误会：缺乏变化的布局将限制画工的自由发挥。
这里何以称作误会，大致缘于读者忽略了两点重要的信息：其一，佛画的构图往往需要严格遵循相关
佛典中所记载的仪轨，不可能像后来文人画家那般随意发挥。
其二，高明的画工善于凭借细微处的精妙变化，来化解严整布局所带来的局限。
前者此处就不详述了，就后者而言，不妨做几处提示。
如画面下方左右二胁侍菩萨，侧面的角度、表情、身姿、手姿都有明显的差异；上方有二比丘均被菩
提树遮挡，但眼神各异。
再如画中的女供养人，上方是菩萨乘坐的莲花宝座，从莲茎斜出一花蕾，恰好衬出她乌黑的头发、娇
嫩的脸庞。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域绘画1>>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