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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热贡艺术其作品造型准确生动，工笔精细绝美，色彩艳丽富于装饰性，质朴的画风，匀
净、协调的设色，惟妙惟肖的神态刻画，充分展现了藏族人民的精湛技艺和藏族人民光
辉灿烂的文化，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是使人
在观赏中享受透空的艺术。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世界艺术
宝库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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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颇具广泛影响
的流派，从十五世纪开始，发祥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
内隆务河流域。
数百年来，这里有大批艺人从事民间佛教绘塑艺术，从艺人员
之众多，群体技艺之精妙，都为其他藏区所少见，故被誉为“藏族画
家之乡”，而同仁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热贡”，因此这一艺术便统称为
“热贡艺术”。
热贡艺术早期的作品手法粗放古朴，色彩单纯，绘画带有较典
型的印度、尼泊
尔风格。其笔调雄迈，人物、山
水、花鸟、草虫生动传“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颇具广泛影响
的流派，从十五世纪开始，发祥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隆务河流域。
数百年来，这里有大批艺人从事民间佛教绘塑艺术，从艺人员
之众多，群体技艺之精妙，都为其他藏区所少见，故被誉为“藏族画
家之乡”，而同仁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热贡”，因此这一艺术便统称为“热贡艺术”。
热贡艺术早期的作品手法粗放古朴，色彩单纯，绘画带有较典
型的印度、尼泊尔风格。其笔调雄迈，人物、山水、花鸟、草虫生动传
神，画面给人以雄浑、博大之感。
热贡艺术在它产生至今的几百年的历史中，逐渐提炼、发展，成
为独具一格的民族艺术。其作品造型准确生动，工笔精细绝美，色
彩艳丽富于装饰性，充分发挥了线条的节奏感、运动感和立体感，强调了整体的完美。
质朴的画风，匀净、协调的设色，惟妙惟肖的神态刻画，充分体
现了藏族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藏传佛教艺术给中华古老的文化艺术艺苑增添了新色，热贡艺
术就是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朵夺目的奇葩。前 言青海热贡艺术\剪纸002前言
剪纸，又叫刻纸，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它的历史
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窗花或剪画，区别在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
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
受。其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
剪纸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已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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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质朴、生动有趣的艺术造型，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特点
主要表现在空间观念的二维性，刀味纸感，线条与装饰，写意与寓意等许多方面。
剪纸的内容很多，寓意很广。祥和的图案企望吉祥避邪；娃娃、
葫芦、莲花等图案象征多子，中国农民认为多子便会多福；家禽家畜
和瓜果鱼虫等因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剪纸表现的重要内容。
剪纸虽然制作简便，造型单纯，由于其能够充分反映百姓的生活
内涵，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是中国农村众多民间美术形式的浓缩与夸张。
从对剪纸的了解中，可以便捷地了解中国民间美术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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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热贡唐卡画人物形象笔精而有神，形象栩栩如生；写走兽花鸟，则精于勾勒，注意设色
，姿态生动，配奇石山景，峰峦叠嶂，气势雄伟；绘宫殿楼阁，格调稳重，布置壮丽。
在取景布局上视野广阔，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把同一主题而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使一幅作品犹如一本连环画，使画面有咫尺千里之感，具有较
强的感染力。热贡唐卡这种独到之处的技巧，使其在同类艺术中别具一格，成为藏画艺
术的一种风范。
雕塑在热贡艺术中占有显要的地位，它主要包括泥塑、木雕、砖刻、石刻等，其中泥塑
最为发达。泥塑分为单色泥塑和彩塑，它是热贡雕塑的主体。
泥塑艺术的成熟期约在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塑像造型完美生动，
神态刻画惟妙惟肖，服饰衣褶既简练流畅，又富于质感，既玲珑剔透，又雅致大方，色
彩对比强烈又鲜艳协调，使单色泥塑和彩塑统为一体。
热贡泥塑和寺院建筑相结合，力求现其广泛的容。塑像的取范围也十分泛，除以日月辰
、山川草木、兽虫鱼作为装纹样和陪衬外，往往还根佛教故事或经典的需要塑色彩形象
，如奇谲多样、光怪陆离的护神，青面金刚、马头红发的天神，有的骑狮坐象，舞枪弄
棒，有的颈人头盖骨做的项链，狂怒舞蹈，神态各异使人敬畏。
选择具有概括性的一瞬表情与形体动态，使人们从静的形象联想其前因后果，从而间接
地把握与这一物体形态相联系的潜在涵，是热贡泥塑家极大的成功。
另外，木雕、砖雕、石雕也颇具规模，木刻主要是印刷用品的书板，门楣、柱头上的装
饰雕刻，也有相当量的木雕佛像。砖雕主见于建筑物，如屋脊上的花、龙凤、对狮，飞
檐上的兽物，墙壁上的雕等。
热贡艺术图案是依附于建筑物、室内摆设、日常用具而存在装饰艺术，多见于佛教寺院
的建筑物，多用于画像、书籍、壁画、裙、门窗、柱饰、藻井、画梁雕栋等。
这类图案画匀称、清晰、典雅、庄重，呈方形、圆形或者其他几图形。再运用色彩和表
现手法的不同，以及疏密、聚散、曲直、长短大小等手法来进行变化，同一花形，可以
产生多种多样的形式，构丰富多彩的图案。
图案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跳出了佛教艺术的范围。从宗教具、日用器皿到地毯、织物上
的装饰，处处琳琅满目，其特点是具更加浓郁的地方气息和民族色彩，并有较高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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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堆绣是一种运用“剪”“堆”技法塑造形象的特殊的艺术。从技法上区分，它又分为“
剪堆”和“刺绣”，热贡地区的堆绣主要以剪堆为主。
堆绣制作时，艺人根据内容表达需要选好种种颜色的绸缎，剪成一定尺寸的人物、走兽
、花鸟等，用彩色绸缎粘压在事先剪好的纸张模式上，然后让颜色从浓到淡，依次粘堆
。 热贡唐卡画人物形象笔精而有神，形象栩栩如生；写走兽花鸟，则精于勾勒，注意设
色，姿态生动，配奇石山景，峰峦叠嶂，气势雄伟；绘宫殿楼阁，格调稳重，布置壮丽
。 在取景布局上视野广阔，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把同一主题而发生在不同时间、不
同地点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使一幅作品犹如一本连环画，使画面有咫尺千里之感，具有
较强的感染力。热贡唐卡这种独到之处的技巧，使其在同类艺术中别具一格，成为藏画
艺术的一种风范。 雕塑在热贡艺术中占有显要的地位，它主要包括泥塑、木雕、砖刻、
石刻等，其中泥塑最为发达。泥塑分为单色泥塑和彩塑，它是热贡雕塑的主体。 泥塑艺
术的成熟期约在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塑像造型完美生动，神态刻
画惟妙惟肖，服饰衣褶既简练流畅，又富于质感，既玲珑剔透，又雅致大方，色彩对比
强烈又鲜艳协调，使单色泥塑和彩塑统为一体。 热贡泥塑和寺院建筑相结合，力求现其
广泛的容。塑像的取范围也十分泛，除以日月辰、山川草木、兽虫鱼作为装纹样和陪衬
外，往往还根佛教故事或经典的需要塑色彩形象，如奇谲多样、光怪陆离的护神，青面
金刚、马头红发的天神，有的骑狮坐象，舞枪弄棒，有的颈人头盖骨做的项链，狂怒舞
蹈，神态各异使人敬畏。 选择具有概括性的一瞬表情与形体动态，使人们从静的形象联
想其前因后果，从而间接地把握与这一物体形态相联系的潜在涵，是热贡泥塑家极大的
成功。 另外，木雕、砖雕、石雕也颇具规模，木刻主要是印刷用品的书板，门楣、柱头
上的装饰雕刻，也有相当量的木雕佛像。砖雕主见于建筑物，如屋脊上的花、龙凤、对
狮，飞檐上的兽物，墙壁上的雕等。 热贡艺术图案是依附于建筑物、室内摆设、日常用
具而存在装饰艺术，多见于佛教寺院的建筑物，多用于画像、书籍、壁画、裙、门窗、
柱饰、藻井、画梁雕栋等。 这类图案画匀称、清晰、典雅、庄重，呈方形、圆形或者其
他几图形。再运用色彩和表现手法的不同，以及疏密、聚散、曲直、长短大小等手法来
进行变化，同一花形，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形式，构丰富多彩的图案。 图案艺术在很大
程度上已跳出了佛教艺术的范围。从宗教具、日用器皿到地毯、织物上的装饰，处处琳
琅满目，其特点是具更加浓郁的地方气息和民族色彩，并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堆绣是一
种运用“剪”“堆”技法塑造形象的特殊的艺术。从技法上区分，它又分为“剪堆”和
“刺绣”，热贡地区的堆绣主要以剪堆为主。 堆绣制作时，艺人根据内容表达需要选好
种种颜色的绸缎，剪成一定尺寸的人物、走兽、花鸟等，用彩色绸缎粘压在事先剪好的
纸张模式上，然后让颜色从浓到淡，依次粘堆。 由于中间突出，故产生了较强的立体效
果，犹如一幅丝质的彩色浮雕。堆绣的取材大都是佛经故事，多以人物为主，一般不表
现大场面。 它注重人物的造型和神态，讲究各色绸缎的配置，粗犷中见细腻，由于主体
佛像突出，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有较强的立体感。堆绣，是刺绣艺术的创新，是刺绣
与浮雕的结合。一幅堆绣就是一幅丝质的彩色浮雕。 木刻主要是印刷用品的经书板，门
楣、柱头上的装饰雕刻，也有相当量的木雕佛像。佛像一般分为单色木雕和彩色木雕两
种，风格多样，刀法婉转劲利，刚柔相济，极富变化，民族特色浓厚，在热贡木雕艺术
中独具一格，名扬天下。 在热贡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到热贡不知道自己的技艺
少！不看唐卡不知道天下的颜色多！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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