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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海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国最
美”系列（第一辑）是为配合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编创的介绍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系列读本，包括剪纸、年画、皮影、木偶、唐卡、风筝、泥塑、织染绣、玩具、面具脸谱。
虽然这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国非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但因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尤其是其形式美
感十分显著，故选择这些项目作为“中国最美”系列的开篇，让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大美，也是我们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所做的一份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经济上获得了极大发展，但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现代化、全球化
、商业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依靠口传心授的传统手工艺术和技艺陷
入濒危。
在青少年中，传统节日被逐步淡忘，相反，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却十分受捧。
传统技艺在年轻人中很难找到愿意学习的传承人，青少年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隔膜变得越来越深。
20。
3年，我国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也开始了解和喜爱上
了充满魅力、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的保护工作也在全面推开的同时，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和个案调查的阶段。
如何让我们的青少年了解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让世界各国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之美？
我想，我们首先要把那些美轮美奂的民间艺术进行一番梳理，进行系统的整合，然后编辑一套最能体
现中国文化之美和中国非物质文化工艺特色的丛书，让人们看到它，了解它，爱上它。
我们深信，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夸张写意的表现，随心所欲
的创作力以及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加上它独具匠心的制作工艺，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都会让
我们沉浸在它所传达出的大爱和大美之中。
这套丛书，就是我们奉献给广大中外读者的一份礼物。
    这套丛书，我们会持续做下去，我们将力争把各地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传统民间艺术，按照既有
视觉之美又有内涵之美的原则挑选出来，呈现给大家，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充分了解我们民族民
间文化中的“中国最美”。
我们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身为读者的您来告诉大家还有更多的“中国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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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最美唐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门类中，选择具有视觉美感的传统美术和手工艺作品——
唐卡，对构成其形态的传统制作技艺进行描述和分析，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认识其珍贵而又独特
的价值。
这项美好的传统艺术蕴含了人们的创造智慧，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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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唐卡历史沿革 唐卡是一种卷轴画，是藏传佛教绘画艺术中的代表性品类。
关于唐卡的起源，并无详细的史料记载，相传最早有记载的唐卡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绘
制的护法女神白拉姆画像。
从现存资料看，唐卡的历史可追溯到西藏吐蕃时期，距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从尼泊尔和中原传人藏区，佛像、佛堂、佛塔等成为传播佛教艺术的主要艺术
形式。
公元9世纪，佛教进入衰微期，绘画艺术也面临灭顶之灾，大批佛教经典、绘画、塑像被毁。
公元10世纪末，东印度高僧阿底峡到阿里弘扬佛法，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阿里成为西藏佛教的中心
，后来，伴随着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唐卡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取
汉地、印度、尼泊尔等地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
在藏传佛教的大小寺院里，各式殿堂的墙壁上绘制着各种壁画，主要记述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等；唐
卡画内容则以佛主、四臂观音、宗喀巴、弥勒佛、白度母、绿度母等藏传佛教的佛像为主，信徒们认
为，佛堂里供奉的佛像可以护佑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吉祥如意。
在牧区，唐卡这种易于卷起、便于携带的卷轴画，受到了牧民的喜爱。
所以，千百年来，唐卡绘制技艺在藏区得以保留和传承。
 解放初至“文革”是唐卡艺术的新生期和转折期，“文革”期间唐卡和寺院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僧人
被迫还俗，唐卡几乎消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卡艺术进入了复苏时期，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二、唐卡的类别与产地分布 唐卡的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上师像、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人物传
记、历史、医学、民俗等。
唐卡描绘的题材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宗教内容，还有一部分表现的是藏族的历史和民俗生活，可谓是
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唐卡的种类繁多，按材料和制作方式可以分成绣像唐卡、绘画唐卡和版印唐卡三大类。
绘画唐卡是唐卡艺术形式中流行最广，也最为常见的形式。
按底色，绘画唐卡又分为彩色唐卡、金色唐卡、朱砂（红色）唐卡和黑色唐卡等几种。
 藏传佛教后来又流布到邻近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区以及北京、山西、内蒙古地区。
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藏区各地留下了无数的装饰华美、佛像云集的寺院，每一座藏传佛教寺
院部是一座珍藏着绘画、雕塑、木雕、石刻等艺术的宫殿，传承着古老的美术、音乐、舞蹈、吟诵艺
术。
 各地习俗和风土不同，唐卡的风格也不同，从西藏和青海两大主要唐卡产地看，唐卡的主要派别有五
个，这五大画派在西藏的分布如下： 勉唐画派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及山南周边地区； 
钦则画派14—15世纪开始流行，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周边地区； 勉萨画派产
生于公元17世纪中叶，主要分布在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为中心的周边县乡，也流传到西藏拉萨、山
南、昌都等地区，也称为新勉唐派； 嘎玛嘎赤画派创于16世纪，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及其
周边地区； 除此之外，曾经的画派和比较式微的画派是藏传尼泊尔派、齐吾岗派、嘎尔赤派等，现在
基本上难见踪迹。
青海唐卡主要集中在黄南帅『同仁县吾屯等五个自然村，流行的画派主要有勉唐派和钦则派，还有融
合了各地技巧和画风的现代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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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最美唐卡》是“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之一，由王海霞编著，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
讲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的有关内容。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等诸多领域，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
传世唐卡大都是藏传佛教和苯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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