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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绘画唐卡》从内容功用分类，这些西藏民间绘画有壁画、喇嘛玛尼布画唐卡、布幔画、木板漆
画、风马旗以及灶房画建筑或器具装饰画、表示种种象征意义的图案纹样等。
民间绘画的材料大多就地取材，传统的颜料系列是矿物质和植物性颜料组合而成。
微型唐卡的幅面很小，一般在5—10厘米长宽或更小，画在特制的布面或藏纸上，题材内容为单体佛像
或法器，更多的是神怪灵异、人身兽头一类的形象，是民间信众延请喇嘛做法事的用具，表达攘灾祈
福的意义。
这类作品成系列配套，每套几幅至十几幅不等，画法多样，艺术水准高低不齐，然其中的精妙佳作，
却反映了西藏民间绘画的风格与面貌。
其艺术的内在精神和表象形式都十分鲜活，富有动人、动神的艺术生命力和视觉冲击力。
总之，绘画唐卡在静态的表现中，显露出活生生的民族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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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韩书力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不爱美的民族的话，那么我以为藏民族应算是最懂美又最
会美的民族之一。
　　亿万年前，天公之伟力在地球这片高耸的大地上塑造出近乎平行的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和羌
塘草原那寥远苍茫的自然景观。
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地的世界屋脊最显著的生态特征便是高寒缺氧与关山阻隔。
然而，千百年来向以骁勇、智慧、隐忍、善良著称的藏民族(也包括生活在西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不仅
极好地顺应了艰苦的生存环境，并且能世代连绵，不屈不挠地在这片无垠的生命禁区里创造与传承着
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令世人钦羡与瞩目。
　　毫无疑问，藏民族正是得益于险恶的生存环境，才锤炼与锻造了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坚忍的性格，
同时又激发培养出人们那超乎寻常的宗教感与想象力。
人们在获取了物质上的温饱之后，自然而然地生出改善与提升其生活品质的念头。
对于藏民族来说，羊皮袍是必需的，是形而下的；而袍上缝缀出的五色护边，后背部位勾挑出的吉祥
图案连同胸前的松石佩饰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形而上的，是信仰与理想的体现与物化。
而一件未经加工装饰的羊皮袍，藏族人是难以接受的，就如同他们不能接受酥油茶里没有盐，劳作时
没有歌一样。
又如我们在两藏的农村与牧场会常常见到脸颊上对称贴满白胶布和涂抹着厚厚的牛羊鲜血的妇女，其
本意是美化容颜。
而追根溯源遥想当初恐怕仅仅是为了吓跑与驱赶魔鬼。
斗转星移，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是否可以归解为藏民族的生活文化、习惯文化或是经验文化的动态表
现。
　　在两藏城乡各地稍作细心观察，便会发现称得上民间艺术的物品车载斗量，称得上艺术家的工匠
比比皆是。
由于信仰与民俗使然，自古以来，西藏的社会分工较内地要粗疏许多，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回到家里
可能是飞针走线的好手，忙碌的家庭主妇同时会是厨房糌粑画和院墙牛粪饼的创作者。
即使是技艺要求　　经年累月地浸淫于现实生活这个艺术源泉中的民间艺术家，在放牧、耕作、纺织
、建筑、礼佛、庆典、宴乐乃至饮食起居等浩繁丰饶的生活内容中，会很容易地得到创作的主题与灵
感，伴随着饱满的激情，就地取材，甚至随形就势地进入创作。
　件件美的奇思与佳构便会从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掌间层出不穷。
　　尚需提及的是西藏民间艺术家在创作的功利性上有时又是相当模糊的，他们绝少刻意与执拗，而
更多地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从容气度。
所以，一幅尺寸不大的唐卡，他们可以连续画三四年，还未肯杀青。
另。
方面，西藏社会对民间艺术家仍是轻视的，至少是平视的，好比农民见到牧民一样的普通与随便，这
又直接导致了许多身怀绝技的艺匠人亡艺绝的凄楚与无奈。
　　由于大封闭与小间隔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所囿，西藏民间艺术往往还显露出其超稳定的保守性与料
想不及的突变性。
在西藏高原上，神话与传说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每个人的耳畔心际，又仰赖着每个人对它的丰富与传扬
。
所以在西藏的民间，古往今来存在着一个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一幅幅永远也画不尽的K卷，一座
座永远也封不了顶的浮图。
　　两藏的民间艺术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艺术一样，有时在“本质上是附属性的，有时则是独立性的
，它本身原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目的也并非全为满足生活直接之需，而更多的为唤起一种气氛与情绪
”(刘奇伟语)。
换句话说是一种娱神与娱己的行为。
而这种情绪，这种行为，在立场上是处于平民化的，在心态上是趋吉避邪的，是芸芸众生看得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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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用得上，感受得到的。
故此，也就成为藏民族生命内容和生活方式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多年来，通过学习与思索，我曾试图将两藏民间艺术的荚学特征理解为封闭与变异，单纯与丰富
，现实与幻想的交汇和谐。
在细细拜读了皇皇八大卷的《两藏民间艺术丛书》稿之后，似乎更强化了如上的认识。
　　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长期深入生活，贴近人民，
在草原牧场，在田野边寨，在寺院村镇，在圣⋯神湖之间的各个角落，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踏访采风的
足迹与汗水。
文艺家们彼时彼境记录的、描绘的、拍摄的数不胜数的珍贵民间艺术掌故与图像，尘封多年后，现在
分门别类地编辑成集，寓观赏、研究、收藏三性于一身，其在文化建设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在‘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民间艺术很难逃脱的“人琴俱息”的遗憾，应该说是’项很大的功德。
　　《两藏民间艺术丛书》各分卷的丰编，都是在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具有建树享有声誉的专家学
者，称得上是。
时之选，他们以各自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式，结合第一手的考察成果，潜心著述，从而有可能在较深
较宽的层面上，为我们展现出藏民族观念与意识的真善美的炫目彩练。
　　1999年2月于拉萨水流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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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绘画唐卡》关注西藏的民间绘画，以期展示藏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西
藏民间绘画的风格与面貌，增进同各兄弟民族以至与世界的沟通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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