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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博物馆惊现成吉思汗唐卡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4-25 期数：531 阅读：296次

                        包头博物馆发现的首幅成吉思汗唐卡（阿勒得尔图供图） 
 
      本报讯（记者 阿勒得尔图）最近，内蒙古包头博物馆在征集文物过程中发现一幅成吉思汗

唐卡，该唐卡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 

      唐卡是一种为宗教服务的绘画艺术，纯宗教内容的唐卡占唐卡总数的80%以上；宗喀巴的

《影像观察明镜》、曼拉端珠的《如来尺度如意宝》等佛教经典著作中对唐卡的尺寸、比例都有

严格的规定，鉴定唐卡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尺寸、比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包头博物馆发现的成吉思汗唐卡和其它几幅反映蒙古贵族世俗生活的唐卡，从内容到形式，

对传统唐卡都是一种突破。包头博物馆副馆长邬海鹰解释这种现象时说，自忽必烈封八思巴为

“帝师”以来，藏传佛教大举东进，至明朝中叶，阿拉坦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又将藏传佛

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藏族高僧到蒙古地区传法、蒙古喇嘛到西藏学习已经成为司

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文化交流中自然包括绘画技术的交流。清末民初，擅长画技的喇嘛走出寺

院、走入民间的也不乏其人，成吉思汗唐卡以及反映蒙古贵族世俗生活的唐卡应为这一时期走出

寺院的喇嘛所作。 

      自忽必烈时期创作的第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以来的700多年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观

点画家笔下的成吉思汗画像难以计数，但以唐卡画法创作的成吉思汗画像还是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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