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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印度佛教艺术随丝绸之路东传中原，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出
现了崭新的艺术面貌。
作为中原文化在陇西的堡垒——敦煌，受到了深远影响。
敦煌壁画中菩萨、飞天、乐舞伎的形象，在唐代逐渐趋于女性化，富含美感，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欣
赏趣味，其造型、装扮深深打上了中西融合的烙印。
阮立编著的《唐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对画史中唐人“以丰肥为美”的惯性思维提出质疑，并通过
大量的文史和图像资料进行分析论述。

敦煌莫高窟唐代艺术，是当时佛教艺术兴盛和繁荣的里程碑，同时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遗产，是
由无数的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结晶，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也高度体现了民
间艺术家充满智慧的创造性和丰富生动的表现力。
在敦煌壁画中塑造了美神形象的典型代表，其中菩萨、反弹琵琶、飞天的形象已成为敦煌艺术的标志
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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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飞天造型分析 唐代壁画中的飞天，十分繁盛和成熟，表现出热烈欢快、歌
舞升平的时代主题，这也使得画师们能摆脱以往思维的束缚，自由发挥想象力，创造出形态各异、变
化多姿的美妙飞天形象。
从初唐起，飞天艺术创作进入高潮期，飞天以对称的形式出现在藻井四周、龛楣背光处、说法图上端
等处；风格质朴、神态悠闲。
与初唐相比，盛唐飞天的造型更加华丽富有装饰性，风格热烈而奔放，表现出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
飞动之美。
进入中晚唐，飞天呈现出成熟、雍容、典雅之美，但也因过分的庄重而显得缺乏活力，造型及动态上
已无创新，从整体结构看，趋向于平庸和衰落，逐渐走向公式化，略显呆板和沉闷。
 一、自然纯朴、青春魅力——初唐飞天造型研究 唐代的说法图，突出的是佛、菩萨的形象，飞天往
往画得很小，然而这些小小的飞天同样展现出迷人的风采。
初唐飞天在数量上远没有隋代飞天那么多，但画家更注重对其个性特征的刻画，表现出优雅的气质和
热烈的气氛。
 初唐飞天的面容皆趋于圆润，体态大部分皆窈窕，胸部丰满，体现出女性特征，大部分呈“L”形。
从其动态看，或持花供养，或乘彩云，或拂飘带，或持乐器，载歌载舞；姿态优美、活泼生动。
 如第322窟藻井外缘，画出淡蓝色的天空，白云飘过，飞天轻盈舒展地飞过，他们演奏着琵琶、方响
、排箫等乐器，上身半裸，没有华丽的衣饰，着红色或白色长裙，双臂缠绕长长的飘带，不像隋代飞
天那样迅疾、快速地飞行，而表现出一种悠闲、慵懒的神情。
 第57窟北壁说法图中的飞天，在菩提宝盖左侧这身飞天双手平平展开，像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雁，从上
面迅疾地飞了下来，流云的弧线展示出飞行的轨迹。
敦煌的画家要表现飞行于天空中的飞天，一定是通过对飞鸟姿态的仔细观察，来获得对飞行形态的把
握。
右侧的飞天，一手俯头，一手向外伸展，神态悠闲。
 第322窟说法图中，南壁中央绘有四身飞天，在菩提宝盖两侧相对画出，他们的体态呈“L”形，身体
在上，头朝下，一手向上，持莲花，一手向下，似乎在彩云缥缈的天空中奋力前进。
 初唐飞天与隋代飞天相比，飞天的动态感增强，姿态各异，体现了敦煌画师技法的进步，因而飞天的
形象灵动活泼、气氛热烈。
 第329窟是一个方形覆斗顶窟，藻井中央是一朵14瓣的大莲花，莲花中心则表现出五彩的光轮，这就
是《华严经》中所说的“宝华旋布放光明”的奇妙景象。
在深蓝的底色中，有四身飞天伴随着流云自由自在的飞翔，在藻井外缘的帷幔外，又画有12身伎乐飞
天，浅黄色背景，与中间的蓝底色形成对比，在五色彩云的衬托下，他们演奏着琵琶、箜篌、腰鼓等
乐器，朝着一个方向连续不断地飞去，富丽堂皇的图案以及他们变化多姿的动态给观者无限的遐想，
你会觉得天空是那样的广阔无垠，而又充满着美妙悦耳的音乐之声。
这个飞天藻井是敦煌藻井艺术中的典型代表。
 第329窟佛龛顶北侧，绘有“乘象入胎”的佛教故事，画中一菩萨乘象奔驰，前有乘龙仙人引导，前
后有二仙人侍立，前面有四身飞天迎着菩萨，有的托花供养、有的演奏音乐，载歌载舞，形态优美，
天空着飘洒着云彩和鲜花，洋溢着热烈而欢快的气氛。
龛顶南侧画悉达太子乘马而行，前面也有乘龙仙人引导，风神电神伴随，前面有四身飞天欢快地歌舞
，后又有二身飞天持花供养，伴随着彩云、鲜花、飞天们体态柔和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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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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