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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巴唐卡》所编著藏传康巴地区唐卡名画124幅，画面斑斓、绚丽、夺目。
佛、菩萨、罗汉宝相庄严，展现了藏区画师超凡脱俗的绘画技艺以及洁净虔诚的佛心。
在藏传佛教的绘画中，主要是所缘佛菩萨造像，给修行者观想来建立自性中的本尊佛。
    人人本具天真佛，本具大菩提心，大圆满见，宇宙万有，生死涅槃一切诸法，莫不包罗在自心本性
——明空妙觉之中，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当你看到画的时候，画就是你，你就是画，画人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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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就唐卡的画风而言，化石性地保留有唐卡绘画的许多特征。
西藏唐卡与中原绘画的关系，甚至可以与汉地历史十分久远的幡画相联系。
吐蕃时期的旗幡画是西藏唐卡的源头之一，敦煌时期的“幡”与吐蕃的幡画渊源关系更为直接。
　　4.唐卡一词中的“唐”，“它直接指明唐卡这一艺术形式来源于唐文化的影响”。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和形成，首先是离不开对本土民族的文化理解。
这个文化理解应当是对本民族原生态艺术的自我审势和文化变迁过程中的适应。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外来艺术成分的取舍和选择。
在藏区，唐卡与壁画、装饰画虽然都属于美术或藏传绘画这一范畴，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极具特色
的综合艺术。
一幅唐卡的完成，不仅包括绘画、装帧，还包括材料的来源、选用和制作，所以，应当全方位地对唐
卡的早期源头进行考量才是。
再则，在雪域西藏，大量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藏族的绘画艺术就已发端，而且在不断延
续和发展。
应当说，印度的布画和中原唐代的幡画以及绘画装裱、材料等都对西藏唐卡的初始和形成产生过重大
影响。
换句话说，西藏唐卡的起源与汉地和印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如果仅仅认为西藏唐卡源于印度，或源于中原汉地，都是不全面的。
而是同一时期两者作用于雪域的绘画艺术，又在藏民族对自己民族艺术文化理解的背景下，碰撞、取
舍、融合而成的。
那么，西藏唐卡起源于西藏早期本教传教布道的挂轴画和吐蕃时期悬挂的布面文书、布告的说法，也
就不难理解了。
唐卡，之所以成为西藏卷轴画像的专用词，以及西藏唐卡的特殊形制，充分表明了它鲜明的民族性和
地域特色，而不是印度布画、汉地卷轴画的简单移植或翻版。
在藏族历史传说中，认为西藏的第一幅唐卡出自松赞干布之手，便在于此。
丰富的类型　　自7世纪以来，唐卡艺术已经历了13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唐卡艺术体系得
到了完善，门类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就唐卡的定义“卷轴画像”而言，其图像已经不是一个“画”字所能涵盖的了，它在材料质地、绘画
题材、构图技巧和手法、尺寸等方面都发生了趋向成熟的变化，装帧部分也经过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一
种特有的成熟定式，故而出现了多种相应的关于唐卡分类的方法。
　　根据画师在创作时使用的材料质地，大多将唐卡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国唐。
国唐中的“国”在藏语中意为“彩绸”，泛指使用帛、丝绸、彩缎等材料，用织、绣、贴等工艺制作
的唐卡，这类唐卡分别称为刺绣唐卡、织锦唐卡、堆绣唐卡、缂丝唐卡，其唐卡的图像严格遵循藏传
绘画的构图规范。
除堆绣唐卡外，其余多系内地制作，由历代中央王朝政府作为布施馈赠于西藏一些著名寺庙、高僧、
贵族等。
在国唐中，缂丝唐卡和堆绣唐卡极负盛名。
缂丝唐卡兴于宋元时期，织绣工艺十分特殊，史称通经断纬法，且织绣图像极为精细，存世作品不仅
十分有限，而且弥足珍贵，至清中叶以后，绝技失传。
堆绣唐卡制作主要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热贡地区盛行。
现珍藏于青海塔尔寺的堆绣唐卡和拉萨布达拉宫的巨型堆绣唐卡是藏区堆绣的突出代表。
其中青海塔尔寺珍藏的堆绣唐卡被誉为该寺的三绝之一。
堆绣是一种融西藏绘画唐卡雕塑与内地刺绣工艺为一体的特殊唐卡。
根据其工艺制作和艺术效果，又可分为软浮雕式堆绣、重叠式堆贴。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巴唐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巴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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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