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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藏族艺术 名家唐卡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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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卡:《佛祖释迦牟尼》 （资料图片） 

 
      近年来，唐卡收藏市场不断升温，明清唐卡屡屡在拍卖市场上制造天价，高不可及的身价让

众多收藏者望洋兴叹。事实上，人们忽略了那些现当代唐卡大师创作的工艺精湛的现当代唐卡。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得当代唐卡别具特色，吸引了藏家开始关注，其中一些唐卡精

品在收藏市场上的身价也同样不菲。 

 
      唐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一种新颖绘画艺术，但是到了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

以后，西藏地区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发展十分迟缓。到了

元代，西藏地方政权萨迦王朝受命管理西藏事务，为元朝敕封的13个万户之首，但萨迦王朝并未

能统一全藏，各万户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时期也使得绘画艺术前进的步伐受限。所以，宋元

时期的唐卡，流传下来的已十分罕见。1994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幅明永乐御

制的巨型刺绣红夜魔唐卡曾以10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2002年，这件唐卡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

上亮相，最终以3087.41万港元成交，在8年的时间里增值30倍以上，并创下唐卡成交价最高记

录。 

 
      17、18世纪的唐卡数量目前相对较多。这与当时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也让西

藏的唐卡艺术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除了绘画唐卡外，清代宫廷还在苏州定制刺绣和缂丝

唐卡。刺绣和缂丝唐卡不仅材质珍贵，而且制作难度极大、保存不易，清代流传下来的此类作品

非常稀少，在宫廷唐卡中也是极其珍罕的。 

 



      唐卡艺术在西藏地区有着良好传承，一代代的唐卡工艺师将这一独特的艺术工艺继承了下来

并有所发展，很多工艺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精品层出不穷。现代唐卡艺术发展得更加完善和

规范化，西藏大学还成立了艺术系，设置了藏画专业。除了有很强的教学班子，在继承藏族传统

绘画技法上，还吸收东西方各种绘画精华，不断创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新一代的艺术绘画人

才。次旦朗杰便是当代最著名的民间艺术家之一，他的画作在海内外深受欢迎。为了使唐卡这一

民族艺术瑰宝得以发扬光大，他先后收徒10人，悉心赐教，为彭波画派的顺利传承打下了基础。  
 
      相对于明清唐卡而言，现当代唐卡的存世数量是最多的，在西藏的收藏品市场上经常能看到

大量各式各样的唐卡，因此有些收藏者就认为这一时期的唐卡收藏价值不大，实则不然。那种短

时间画出来甚至批量生产的唐卡的确是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但收藏者也不能忽视现当代精品唐

卡的存在。一些现当代唐卡艺术大师如次旦朗杰、夏吾才朗等人的作品，由于功底深厚，在传承

之中又有所发展，因此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当代唐卡大师的作品动辄数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一些尺寸大的精

品唐卡更是价值不菲，其市场潜力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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