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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加

格萨尔彩绘石刻的主要特点为：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刀法精细、取材考究，表现了岭·格萨
尔王、岭国 30 员大将、80 位将士的前世、天竺 80
大成就者和中阴百位文武尊神的形象。该石刻
无论从数量上、谱系的完整性上、以及艺人技艺
的传承性上都具有代表性，它已经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整的刻绘工艺体系，以及相应的传承标准，
实为我国藏族民间美术工艺中的一技奇葩。

格萨尔彩绘艺术沿袭着中国整体石刻艺术
的加工手法，却又有异于大范围立体规模的石
刻艺术。在选材上，格萨尔彩绘艺术选材主要
以英雄史诗《格萨尔》为核心内容和表现对象；
在加工技艺上，放弃了立体框架，融精湛的刻石
技艺和传统绘画为一体，多以红、黄、蓝、白、
黑、绿等六色着彩，给人以强烈的平面视觉冲
击；在审美上，以自然、和平、自由、信仰、英雄
崇拜主义为主。色彩鲜艳，丰富多彩，即可单独
成画，单独保存，组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
体系。同时，雕刻与彩绘协调统一，以画补空，
以色填空，弥补了石刻本身在画面效果上的不
足。是集合藏族美学艺术内在、符合中国石刻
审美要求的一种藏族美学艺术形式；在表现形
式上，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忠实于《格萨尔》
文本的精神和内容，不断重现岭·格萨尔王及其
岭国众将士铲奸除恶、坚持正义、为民造福、英
勇奋战的活生生的战斗场面，一次又一次将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片对英雄的格萨尔王有着浓厚感情的
雪山草地深处，格萨尔彩绘艺人和石刻无处不
在。其中尤以泥朵乡《格萨尔》彩绘石刻群最为
系统而全面。它不仅从侧面全方位的再现了石
刻艺人精湛的刻石、绘画技艺，还将博大精深的
格萨尔文化以独特的风格、非文本的方式记录
了下来。

格萨尔彩绘石刻这种“梦幻般的艺术”，填补
了藏族世俗的空白，它作为格萨尔文化的一种新
的传承方式，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艺术
中的空白。

虽然格萨尔彩绘石刻为弘扬藏族民间传统
文化特别是格萨尔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
保存环境的恶劣和技艺传承后继乏人的阴影并
未消除。长期以来，格萨尔彩绘石刻均露天放
置，加上高原的严寒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等因
素，色达早期格萨尔彩绘石刻遭受到严重的自然
损坏。特别是在“文革”10 年中，格萨尔彩绘石
刻群遭受到近乎毁灭性的破坏，艺人的传承几乎
濒临殆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阿亚喇嘛的
组织下，才慢慢得以复原。由于格萨尔彩绘石刻
对艺人素质的特殊要求和艺人从业性质的局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艺人放弃了这项要求特
殊的技艺而改从其他行业，艺人青黄不接的情况
十分突出。

值得欣慰的是州委、州政府十分重视对格萨
尔彩绘石刻的保护，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组织机
构，对州境内的格萨尔彩绘石刻群和民间艺人进
行了普查，制定了保护措施，拨出了专款，复原了
以泥朵乡格萨尔石刻群为代表的多处格萨尔彩
绘石刻艺术，以睿智的头脑、行之有效的措施、脚
踏实地的行动、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促使着格萨
尔文化彩绘石刻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石刻舞台
上大放光彩。

英雄之魂

康巴画卷
KANGBAHUAJUAN

前弘期（公元七——九世纪）
西藏佛教是从印度和中原分

两路传入的，所以前弘期的绘画风
格一是受到印度波罗艺术的影响；
第二，则是文成公主进藏时，把中
原佛教绘画风格也带入了西藏。
于是，这一时期，印度、中原的绘画
风格同时在青藏高原上交响，也常
常在同一面墙壁上并存。如同当
时修建的桑耶寺一样，糅合了印、
汉、藏三种审美风格。

大昭寺法王殿的古代壁画，
大约绘制于吐蕃时期，其菩萨造
型就是典型的印度波罗风格。而
绘制于同时期的、现存于布达拉
宫法王洞的《贡日贡赞像》却是典
型的汉地风格绘画。

另外，在唐代敦煌绘画《药
师佛及两菩萨》的画面上，药师
佛及胁侍菩萨造型和大昭寺法
王殿壁画的风格非常一致的，都
是属于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但
是画面中部的文殊菩萨、普贤菩
萨则又是中原汉地绘画风格。
在这幅画的背后有藏文和汉文
的题记，讲述这幅画是由一个叫
白央的藏族画家和几个汉族画
家一起合作完成的。印度的风
格影响到了敦煌，同时敦煌的中
原绘画风格又再次传到了吐蕃。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前弘期的
绘画风格是深受印度波罗艺术和
汉地绘画艺术的双重影响。

后弘期（公元十世纪至今）
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藏传佛

教在吐蕃复兴，历史学家称之为

“后弘期”。后弘期有“上路弘法”
和“下路弘法”两次佛教传入西藏
的运动。在“上路弘法”的过程中，
犍陀罗艺术被带到了拉达克、古
格，也带进了卫藏地区。而“下路
弘法”则把汉地的绘画风格再次带
到了卫藏地区的扎塘寺等地。

上路弘法中的绘画风格变
迁。公元十世纪，吐蕃王朝西部
三个小王国：古格、普兰、拉达克
迎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区传教，史
称“上路弘法”。随着从西向东的
弘法路线，绘画风格也从犍陀罗
艺术逐步变得本土化。在这个过
程中，体积感减弱、平面加强、线
条逐步得到增加。比如现存于拉
达克阿基寺的壁画《太子逾城》就
是比较典型的犍陀罗风格。这种
接近中亚的风格，带着“希腊化”
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
的画法是有体积的写实，人的长
相呈现明显的中亚人特征。此
后，犍陀罗绘画风格往东来到了
托林寺，随着地域的改变，绘画风
格也有了细微变化。以托林寺壁
画中的《骑羊的女神》来做对比，
我们发现风格最大的变化是：《太
子逾城》表现的是体积为主，而

《骑羊的女神》开始出现了许多线
条，并且线条开始慢慢成为绘画
语言的主导。还有一幅《度母》，
人物保留了犍陀罗国印巴人种的
形象，但是在绘画手法上，体积感
已经越来越少、线条越来越多了。

再到托林寺的《水难图》，人
体从写实变得概括，画面主要为

平涂的色块而少有分染的体积，
同时线条变得更多。绘画风格走
向了粗犷审美，逐步本土化了。

下路弘法中的绘画风格变
迁。公元十世纪，山南国王意希
坚赞派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到
多康的丹底寺跟随喇钦学习佛教

“律藏”，学成后回到卫藏弘法，史
称“下路弘法”。由于丹底寺地处
汉、藏杂糅地区，绘画也受到汉风
影响较多。所以下路弘法的过程
中，汉地佛教绘画风格被带回了
卫藏的扎塘寺、夏鲁寺等地。

扎塘寺的绘画风格接近敦煌
的绘画风格，特别是卷草和莲花
纹样都是敦煌绘画常常使用的。
扎塘寺壁画《说法图》中释迦牟尼
佛穿着大翻领的吐蕃服装，脚上
还穿了一双锦缎的靴子（一般释
迦牟尼像都是光脚），这是本土化
的特征。释迦牟尼佛四周出现的
罗汉们就完全是中原人的形象；
莲座下面是几个汉地侍女，穿着
唐装梳着汉地发冠。从这些细节
看来，扎塘寺壁画是典型由下路
弘法带回的汉地绘画风格。

早期唐卡的风格。后弘期，
阿底峡尊者入藏弘法。他有感于
当时卫藏地区绘画缺乏规范，于
是就派人回古印度请超戒寺画僧
绘制了三幅精美的布画带回西
藏，作为佛教绘画的标准和典
范。而现存最早的唐卡《绿度
母· 阿底峡· 仲敦巴》也是十一
世纪后弘初期的作品。

现存于境外的《绿度母· 阿

底峡· 仲敦巴》画面正中倚坐着
绿度母，绿度母的左上角是阿底
峡尊者，右上角是仲敦巴。这幅
唐卡的显著特征是：整个构图像
棋盘一样横平竖直、平铺排列。
此外，它把山石画成带尖的柱状，
用这些柱状山石组成大小近似的
佛龛，也许意寓当时的佛教徒是
坐在山洞里修行。甚至也有学者
觉得早期唐卡的棋盘排列构图是
建立在石窟设计图的基础上。因
为开凿石窟需要画设计图，设计
图上色以后变成绘画了。而早期
佛教绘画都是按照石窟方式排
列：中间有主尊，旁边是体型较小
的胁侍，主尊后面是深进去的空
间。用山石组成的分隔，其实源
于古代石窟的山岩间隔。这种棋
盘格的绘画，越早期就越接近石
窟的概念。

公元十二世纪的唐卡《贡塘
喇嘛向》保持了和《绿度母》一样
的风格特征，也是这种棋盘格构
图。可以看出：后弘期唐卡的棋
盘格构图全是平面的，背景缺少
对空间的表达。

跟之前两幅作品相较而言，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缂丝唐卡《绿
度母》有几个不同地方：首先主供
菩萨居然穿了一件背心。可能是
西夏位于西北、临近大漠，气候较
冷的缘故，所以艺术家觉得应该
给菩萨保暖吧；其次，画面颜色也
变得偏绿灰色调；第三，整体构成
有所变化，画面的细节也更加精
致和细腻。

■刘洵

经典音乐陶冶性情的说法非常有诱惑力，如
果真能达到这种效果是再好不过了。实际的情况
却并非完全如此，我接触过许多音乐爱好者、鉴赏
家，生活反而出现了问题，封闭在个人的“帝王心
态”里面，只有兴趣说教，流于浅表的名词、版本、
录音公司和年代背诵，阻断与人平等、正常的交
流，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同意“音乐在诸种艺术形式当中是帝王级
的艺术”这种说法，甚至包括“其它艺术不过是对
音乐艺术的模仿”。优秀的音乐家，无论是作曲还
是指挥抑或是演奏，可以想象只要进入状态，必然
会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也很容易
连带作品同时传递给聆听它的我们，使我们在还
没有真正领悟音乐本身之前就产生进入神圣的漂
浮感，并在后来者面前展示出来，当得到倾心认可
的时候，我们自己从上帝的仆人变成了上帝本身，
尽管此刻对上帝还一无所知。

音乐艺术的另一特征既：流淌的音乐不断在
空气里消失掉，因此给鉴赏和解释带来极大的宽
松性，言辞地套用遮蔽了无知和错误地聆听。

音乐艺术的幽深、玄妙更包容我们无知的假想
畅行无阻。在音乐领域里，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延伸到“这就是我的感觉！”，往往令我
们视普遍规律于不顾，陷入自言自语的封闭状态。

当我们具备了天才的烦恼和厌世，但并不具
备创造性的才情，后果不堪设想。类似情况常常
出现在爱乐群体中间，由于没有平实的心态去聆
听、琢磨音乐本身，寻求到完全属于个人的音乐感
悟，心灵并未得到升华，而又阻断了其他摄取智慧
的来源，生活的局促尴尬，往往在处理现实事物的
时候全然失措，显出幼稚的自私和偏极。

当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创造才能，如果还
能够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平常人对世俗的忍耐力，
那我们会是最快乐的人。

雅趣
YAQU

经典音乐的陷阱

■覃光林

一 夜 北 风 ，让 泸 沽 湖 脱 离 尘
世。让泸沽湖苏醒的不是天边的曙
色，而是草海的凌冰。寒风把草海
边缘地带的浅水区域变成了明晃晃
的镜子。光亮的镜子和深黄色的草
让曙光逊色，它们更早地宣布了光
明的来临。曙光从山的边线上露
出，与草海遥相呼应，天堂的大门幽
缓而抒情地打开。

太阳还没出来。湖边的远山敦
厚朴素，近山的苏醒过程亲切可人，
充满感动。连绵的山脉用高大的身
躯，渲染出一种不可阻挡的温柔。湖
面上，深黄色的水草神奇地承接了还
未露面的阳光，土黄中透出了金亮的

鲜活。凌冰比较张扬，它们对太阳似
乎更为敏感，阳光即将照耀的这一
刻，是凌冰生命的顶峰，它们银光闪
闪，让人眼花缭乱。湖水把天空染成
一片深蓝，杜绝尘埃。湖的深处，已
经不露声色地碧波荡漾，准备迎接太
阳的升起。

猪槽船搁在草海边上，像一支用
来抒写泸沽湖诗意的笔。冬天的泸沽
湖少有人至，摩梭女儿喇表妹和摩梭
男儿李表哥，等候着两位与众不同的
要在冬日的泸沽湖寻找诗意的游客。

小船划破草海薄脆的凌冰，缓慢而
诗意地迂回于水草之中，寒气袭人，却
又十二分的清新，让人精神抖擞。

一只白色的水鸟，展开双翅，贴
着水面滑翔而来，临近猪槽船，扇动

双翅上升，盘旋飞翔。这是天堂派来
的友好使者，水鸟们接踵而至，它们
是演奏泸沽湖华彩乐章的精灵。

白色的水鸟其实就是海鸥。当
它们翩翩飞舞时，泸沽湖优雅而灵
动。海鸥在行过迎宾之礼后，便平和
地落在水面上，随着小船游弋。海鸥
丰厚而洁白的羽毛超凡脱俗，不沾染
尘世的任何东西。浑身雪白，鲜红的
嘴喙，美丽极了。那种无邪的神态，
就像天堂的仙子。

我们惊喜万分。没有想到，在泸
沽湖能遇见这么多长途跋涉来越冬
的候鸟，如此地愿意与人亲近。在海
鸥的前呼后拥之中，我们目瞪口呆，
恍若隔世。

我们拿出小饼干，随手洒向空中，

海鸥们腾地一下群起而飞，冲向抛物
线的顶端，用嘴在空中衔住了食物。
更有绝技者是在食物一眨眼便会落入
水中的千钧一发之际，俯冲而来抓住
了食物。那种扇动双翅在空中冲击拼
搏的姿态，极富激情，极富生命力。海
鸥们营造的热烈而欢快的场面，让泸
沽湖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太阳出来了，身上于是暖洋洋
的。突然，远处的湖边，黑压压地涌起
一片乌云，乌云铺天盖地地向湖中扩
散开来。原来，那是一群野鸭子，成千
上万。野鸭群眼看是由远向近而来，
但是没有一只出现在猪槽船的周围。
转瞬即逝，落在湖里的水草之中。真
正有个性的野鸭和人类基本上是不来
往，决不附庸人类的任何风雅。

海鸥却永不疲倦地游弋、飞翔，
没有离去之意。在高原的强烈阳光
之下，湖水湛蓝，白色的海鸥浮在水
面上，就像一朵朵洁白丰硕的荷花，
它们守护着泸沽湖的安详宁静。抢
夺食物的兴奋让海鸥欢唱起舞，它们
的歌声在水面上弹奏起清脆的回声，
反射到高远的天空中余音不绝。

猪槽船像在湖面上写一首抒情
长诗。我们在里务比岛停息一阵之
后，终于划到湖的对岸。在从彼岸划
回此岸的两个多小时，没有任何逗
留，有不少落户彩云之南的海鸥竟然
伴随猪槽船飞到了清晨时的出发
地。它们一路歌唱，一路起舞，在泸
沽湖这个生态大舞台上唱着人与自
然和谐之歌。

书山行路
SHUSHANXINGLU

诗意泸沽湖

唐卡溯源
唐卡印象
TANGKAYINXIANG

■刘忠俊 文/图

画风的流变

■杨燕

在跑马山上俯瞰康定城，两排汉
白玉的栏杆像白色的带子围绕着折多
河水穿城而过，四座桥横跨河上，沿河
是黄色转经筒式的路灯，具有藏民族
特色的楼房在折多河的两旁。随着一
首《康定情歌》的传唱，小城康定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知道，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有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有藏族风情
的小城，他们穿梭在每条街道，看极有
民族特色的房屋、庙宇，买各式民族饰
品，吃特色小吃，拿相机将小城的美丽
景色定格。他们不知道，许多年以前，
康定的街道上也往来着许多像他们一

样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然而，他们到这
里却不为看风景，而是到康定做生意
的各地商人。

历史文献中记载，康定在元代就
有以土头为土官的长河西千户、长河
西招讨司的设置，雍正七年（1729年）
设置打箭炉厅，成为当时川边政治、
经济、军事中心，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康定的商
贸可以追述到宋代，交易方式是最原
始的以物易物，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
年）在打箭炉设关，并派官员监督贸
易，打箭炉逐渐成为了汉藏贸易中
心，从以物易物的交易转变为以货币
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这时来自全国各

地的商人越来越多，外地商人用边
茶、绸缎、布匹、烟草、粮食等与藏商的
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羊毛、皮张、黄
金等土畜特产交易。民国17年（1928
年）国民政府发布《全国商会条例》，定
上海、武汉、康定为总商会，康定成为
了当时与上海、武汉齐名的商埠。

这些历史已经变成了印刷在纸
张上的文字，看到一些书中写到的近
代康定北门上的王婆婆推磨石，香火
鼎盛的将军庙，还有大大小小的几十
家锅庄，相信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康
定人以外，很多人现在都不会知道这
些康定以前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流
逝，很多东西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很

多记忆已被尘封。
对于从小在康定长大的我来说，

脑海里仍然存有许多小时候康定城
的印象，沿河低矮的瓦房，白石条砌
成的水井子，这都是一些零碎的片
段，回忆起来很多的东西都已经模
糊。现在，一座座高楼已经取代了曾
经康定街上那些低矮的木板瓦房，特
别是在 1995 年的洪水过后，康定的
老房子、街道被冲毁，城市重建，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新的城市。

老康定的故事有很多，现在能讲这
些故事的人却越来越少，那些在康定生
活了几十年的能给我们讲康定的人已
经不多了，当知道能采访到一位会给我

们讲康定老故事的老人时，我很期待，
想认认真真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康定的过去，一个离
我们并不太远的过去，一个不同与史料
记载的鲜活的过去。

2007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太阳暖
暖的，在清真寺旁边一个中医诊所
里，一位老人正忙着给病人号脉、开
药方，他就是将要给我讲康定故事的
人—倪海源。倪海源这个名字对许
多康定人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个老
中医，在康定生活了几十年，是一个
老康定，同时他又是一个比较活跃的
人，关注康定的历史文化，平时也爱
写一些关于康定人文历史的文章。

记忆
JIYI

康定老故事

大昭寺法王殿壁画局部。

《骑羊女神》托林寺壁画局部（公元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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