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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绘画的历史可追溯到释迦牟尼时代。
那是一个拈花微笑都会觉悟的时代，所以当画师要为世俗人间留下度化众生的佛陀形象，是对着佛陀
在明镜般的水中映下的倒影而描摹的。
西藏的每个受过传统训练的画师都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这美好的传说，包括西藏的第一幅唐卡是吐蕃
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画就的护法女神白拉姆。
但是传说通常不足为凭。
有人云，唐卡源于吐蕃时的文告和僧人讲经说法时随处悬挂的布画，历史长达1400多年。
也有人深信早在更为久远的象雄古国便已出现，用以传播巫术的土著宗教。
　　但不论何时，唐卡的形式必定与游牧部族的生活经验相关。
西藏人与他们的牲畜在辽阔而荒凉的高地上逐水草而居，裹成一卷的唐卡成为漫漫长途中随身携带的
庙宇。
唐卡甚至与西藏人的命运有十分隐秘的关系。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为了祈祷、礼拜和观想；而当亲人去世，根据卦算，家人会请一幅具有特殊意
义的唐卡，画的是护佑亡者度过中阴阶段的保护神。
也有很穷的人家请不起唐卡，但他们对唐卡并不陌生，因为每一座寺院都高悬唐卡，伴随着他们获得
慰藉的一生。
　　西藏人把唐卡画师统称为“拉日巴”，意思是画佛或神的人。
仿佛芸芸众生中，有一些被选中的人接受了描摹某种永恒的任务，他们往往是寺院的僧侣或民间的祖
传世家。
一幅唐卡的绘制，也就是一次神佛重现的过程，自有一份代代相传的范本，须得遵循。
而范本往往隐匿于密乘的经典之中，记载着至少8种成套的造像尺度，无论是姿态庄严的静相神佛还
是神情威猛的怒相神佛，所有的造像都有相应的比例，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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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丹，从小就酷爱手工酷爱旅行。
行走各地买来的要来的捡来的手工艺品足可以塞满三个大衣橱。
念大学的同时进八媒体行业工作十年来积累了许多传统手工艺方面的报道及几本关于藏区的著作，因
工作需要数次进藏后来强烈爱上西藏到拉萨居住了一年有余。
　　在拉萨定居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背了包独自到藏区各地游走。
　　最喜欢逛寺庙因为西藏最精美最有价值的手工艺术品都集中在那里建筑绘画雕塑都强烈鲜明硬朗
地张扬着它们是宗教文化与高原文化结台的硕果；也很爱民间的手工艺品它们质朴实用充满了藏族人
的智慧与个性最爱的还是那些手工艺人——那些安安静静聚精凝神的人们内心安然才可以用数月甚至
数年的时间去制作一件手工艺品那绚烂的世界就是在他们的手中诞生的。
　　但是看到这些手工艺术的珍品和延续千百年的技艺在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冲击下渐渐消逝我深切地
感到心痛和焦虑这些艺术的珍宝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不及时抢救它们将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以及记
忆中那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后人感知历史的依据没有了它们我们的子孙对自己民旅的精神依托将不
复存在。
　　我会为它们做点什么的不只是写作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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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教绘画的历史可追溯到释迦牟尼时代。
那是一个拈花微笑都会觉悟的时代，所以当画师要为世俗人间留下度化众生的佛陀形象，是对着佛陀
在明镜般的水中映下的倒影而描摹的。
西藏的每个受过传统训练的画师都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这美好的传说，包括西藏的第一幅唐卡是吐蕃
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画就的护法女神白拉姆。
但是传说通常不足为凭。
有人云，唐卡源于吐蕃时的文告和僧人讲经说法时随处悬挂的布画，历史长达1400多年。
也有人深信早在更为久远的象雄古国便已出现，用以传播巫术的土著宗教。
 但不论何时，唐卡的形式必定与游牧部族的生活经验相关。
西藏人与他们的牲畜在辽阔而荒凉的高地上逐水草而居，裹成一卷的唐卡成为漫漫长途中随身携带的
庙宇。
唐卡甚至与西藏人的命运有十分隐秘的关系。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为了祈祷、礼拜和观想；而当亲人去世，根据卦算，家人会请一幅具有特殊意
义的唐卡，画的是护佑亡者度过中阴阶段的保护神。
也有很穷的人家请不起唐卡，但他们对唐卡并不陌生，因为每一座寺院都高悬唐卡，伴随着他们获得
慰藉的一生。
 西藏人把唐卡画师统称为“拉日巴”，意思是画佛或神的人。
仿佛芸芸众生中，有一些被选中的人接受了描摹某种永恒的任务，他们往往是寺院的僧侣或民间的祖
传世家。
一幅唐卡的绘制，也就是一次神佛重现的过程，自有一份代代相传的范本，须得遵循。
而范本往往隐匿于密乘的经典之中，记载着至少8种成套的造像尺度，无论是姿态庄严的静相神佛还
是神情威猛的怒相神佛，所有的造像都有相应的比例，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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