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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一个总的感觉，可以概括为“新”，立意新，见解新，体例新。
再细读其中部分章节，又多了一层体会，突出的印象，就是具有“独特性”，视角独特、功用独特、
研究方法独特。
    本书运用成熟的美术理论，摆脱了对佛教史的依赖，对西藏绘画史进行了独立的美术研究。
系统全面、图文并茂的介绍了西藏绘画从产生到成熟的各阶段的情况，提炼出了西藏绘画的形式语言
系统，形成了完整的西藏绘画风格史，填补了西藏绘画史图像志的空白，解释了西藏绘画乃至符号化
线形造型语言遭遇写实问题的缘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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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小冬，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
1963年生于沈阳。
1984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自愿申请进藏工作。
1984-1997年任教于西藏大学艺术系，在西藏有13年的生活经历。
1986年《佛像》获“中华杯中国画大赛”优秀作品奖。
1994年《维米尔构图》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7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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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绘画《度量经》　　后弘期早期出现了翻译佛经的高潮，与西藏佛教绘画的发展关系密
切的绘画《度量经》被译成了藏文。
译者是雅隆人札巴坚赞和印度人达玛达热，两人合作译于芝域贡塘，同时他们还译成《造像度量经》
，并由此传遍西藏各地。
从画史中的作品看，公元10世纪至1 3世纪《度量经》的作用尚不明显，在后来的几百年当中，《度量
经》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直至成为造像遵循的唯一法度，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度量经》的基本
内容了解清楚。
　　《度量经》大概产生于公元4世纪以后印度的笈多王朝时期，笈多王朝时期是佛教在印度的全盛
期，笈多时代被誉为印度古典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佛教艺术臻于鼎盛，印度教艺术也蔚然勃兴，名
作迭出，流派纷呈。
无论是建筑的型制还是雕刻的样式和绘画的风格，都确立了印度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规范。
笈多古典主义艺术正处于印度艺术从明畅淳朴向繁缛雕饰演变过程的中间阶段，既不像早期古风艺术
那样质朴硬直，又不像晚期“印度罗可可”艺术那样浮华繁琐，而是文质并重，形神兼备，既朴素又
华丽，既庄严又优美，分寸掌握得极好，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空前绝后的典范。
从这一时期的雕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图D1)，笈多艺术在继承了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犍陀罗艺术的
基础上，又融入了印度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创造了纯印度风格的佛像，圆润流畅和谐优美。
在高贵单纯的人体中灌注了沉思冥想的宁静气息。
从《度量经》所遵循的审美理想和造型特征等内容看，经书的量度尺寸正是对笈多时代创造的完美艺
术典范的文字化描述和记录，因而断定《度量经》成书于笈多时代。
笈多时代的绘画雕塑作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域里都是西藏艺术的范本。
后来对西藏影响重大的“尼泊尔风格”是笈多艺术的发展，波罗样式是波罗王朝时代笈多艺术在孟加
拉西部地的变化形式。
被藏族绘画尊为金科玉律的《度量经》建立的正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的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
。
所以我们讨论笈多艺术的意义正在这里，笈多艺术是早期藏族绘画接受外来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
。
笈多时期的艺术对印度周边的佛教国家的美术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西藏的影响更直接也更久远
。
在今天画师授徒用的度量范本中，我们还能看出与]600年前笈多艺术之间的联系(图D2)。
　　《度量经》内容主要是论述造像基本尺度。
全文分为九拃度、八拃度、七拃度、六拃度造像的具体比例和迎送残旧造像仪轨等六个部分。
对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
译成藏文的《度量经》创造了适应西藏的度量单位，把柞、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
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
《度量经》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
然。
例如：以乌卯比喻椭圆形脸，以树叶比喻上宽下窄形脸，以弯月比喻眉形；脚背如龟，五脚趾如莲瓣
，身背如雄狮等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印度著名画师阿邦宁德拉纳特·泰戈尔对笈多式佛教造像的绘图说明进行对照(
图D3--图D5)。
　　同时，《度量经》还强调了佛教造像度量失准，比例不当的恶果，称“长度尺度量不足，灾荒降
临家乡毁”：“如果腹肚不鼓圆，五谷歉收年年减”等等。
后代的藏族绘画理论著作也继承了《度量经》以威慑和恐吓的办法来建立理论权威的方式。
后来以《度量经》为理论基础，结合早期西藏佛教艺术实践经验，逐渐产生了藏民族的绘画理论体系
，代表著作有：布顿大师和杰米坚赞的《大同鉴》；勉唐画派开山鼻祖勉拉·顿珠嘉措的《造像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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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宝》；米庞·索南嘉措的《造像度量总集》；白玛葛波的《不空见画像论述》及格巴堪布·益希
班觉的《佛像绘塑度量经》等著作。
代表了藏族绘画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勉派大师的著作，成了标准样式独霸画坛、
排斥其他艺术风格的有力武器。
　　在这里我们对这一时期译入藏地的《度量经》和藏族绘画度量传统的了解意义在于：看到这一传
统如何在发展和建立符合藏民族审美心理的视觉艺术原则和在规范绘画美学标准，延续和保留古代传
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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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的佛教绘画绝不是般概念当中粗陋的民间绘画绝不是汉文化边缘的普通意义的少数民族土著
艺术。
这些绘画无须解释，靠着自身的完美便足以证实她应有的地位。
她是衰落的印度佛教的中心向北方迂徙，是喜马拉雅以北的高原之上佛教正统传承的中心地带的艺术
，她曾是政教台一的古格王朝萨迦王朝格鲁派喇嘛王国的具宫廷气派的艺术，她是融汇了西域南亚和
中原艺术的因子，消化综合而后产生的具独特绘画面貌的自成体系的艺术。
在佛教艺术领域，西藏的绘画在她的鼎盛时期是可以称誉整个亚洲的。
从公元12世纪到16世纪，西藏绘画的贡献与所有亚洲的宗教艺术相比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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