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地艺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藏地艺术>>

13位ISBN编号：9787547209936

10位ISBN编号：7547209939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吉林文史

作者：饮水澈

页数：204

字数：10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地艺术>>

内容概要

　　西藏是一个充满着神秘气息的领域，西藏的艺术亦带着浓厚的地域色彩，那么藏地艺术究竟有着
怎样多姿的风情呢？

藏地艺术风格独特，底蕴深厚。
本书从西藏唐卡艺术、雕刻艺术、面具艺术、建筑艺术、歌舞艺术以及藏戏艺术六个方面出发，用优
美精练的文字对藏地艺术进行了描述，它们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藏地艺术非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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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饮水澈（笔名），文学爱好者，自由撰稿人，发表社科文学类作品多部，尤以文学艺术类作品见
长，文风简练，清新自如，内容深厚，知识性强，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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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已经知道唐卡对原色十分考究，而在绘制技法方面也有自已一套相当特殊的系统技艺。
在绘制一幅唐卡之前，首先要根据所要绘制的画面的大小来选择尺寸适宜的画布，接着把选择好的画
布缝在一个四方形的细木画框上，而这种画框的框条是用跟我们经常用的铅笔粗细差不多的树枝制做
成。
当画布绷紧后，还要用绳子将这个细木画框绑在名为“唐卓”的大画框上，为了能够绑得更加牢固，
人们发明了一种“之”字形的绳路式样的绑法，这样使得细木画框的四边能跟大画架的四个边牢牢地
绑在一起。
绘制唐卡的画布通常为浅色画布，而且不能太厚也不能太硬。
如果画布太厚或太硬，则很容易使颜料脱落或皱裂。
像织工细密的纯白棉布或府绸为画布的首选，另外像那没有图案的白丝绸也是很适合做画布的。
此外，有的唐卡的尺幅比较大，所以用一块画布根本是不够的，怎么办？
没关系，将几块画布缝合在一起，当然针脚要非常细密才行，不然做出的成品也是一个失败的唐卡艺
术品。
　　唐卡画布固定在“唐卓”上后，画师会在画布上涂上一层薄薄的胶水，作为“底色”，再晾干它
。
之所以涂淡胶，目的是为了防止颜料被画布所吸，避免颜料在画布上“变花”、失掉本色。
随后，再薄薄涂一层掺有石灰粉的糨糊。
等第二层涂料晾干后，画师则将画布铺在木板或桌面之类的平面上，用一块贝壳或圆石等光滑的东西
反复摩擦着画布面，直到画布上的布纹看不见为止。
　　画布磨平了，接下来就要画出定位线了，这可是整个绘制过程最重要的环节了，相当于“模具”
的地位。
定位线一般包括边线、中心垂直线、两条对角线等要绘制唐卡画面上的任何需要标出的轮廓线，如用
炭笔绘画出佛像的素描草图，再用墨勾成墨线。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用炭笔画出的素描草图称为“白画”，而墨勾成的墨线线描草图称为“黑画
”。
佛像是整幅唐卡的中心，故此其绘制是很讲究的，往往是先绘画莲花座，再绘画其布饰，最后才绘画
佛身。
等上面所说的部分画完之后，画师就用金色绘画衣服上的图案，藏语称这些金色图案为“金画”。
之前我们已经讲到金色是唐卡的主色调，故此在画面一些装饰上也会用金色来勾画边，人们把这种用
金色画出的线称为“金线”。
最后，画师还要把所有需要用墨勾画的线再勾画一遍，然后才画上眼睛。
　　勾墨的程序完毕后，画师就要根据画面上所描绘的水泊、岩石、山丘和云雾等不同的景物，涂上
相应的颜色，并且一次只能上一种颜色，还讲究先上浅色，后再上深色的原则。
背景色的绘制也十分讲究，先浅后浓，这些颜料都掺有石灰和胶水。
　　有些唐卡是在木板印制的佛像涂色的，如版印唐卡，其佛像轮廓是由木版印制出来的，然后画师
再对画面进行一次处理（如用炭笔勾线），使之更加清晰醒目，接下来就按照上面所说的方法绘画出
唐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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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卡、藏地雕刻、藏戏、藏而具、藏地建筑⋯⋯这些都是西藏独有而深厚的艺术，作者以细腻、
简练的笔触对其进行了描述，使《藏地艺术》成为大众走近西藏、了解藏地艺术的一扇窗口。
　　展示西藏艺术的画卷，展现藏地风情的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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