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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神奇的藏传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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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合道在向人们介绍唐卡的绘制方法    王辉 摄 
 
 
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写在前头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期，几千年来口传身授的民族

民间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

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宗教艺术是这个百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传统正面临着急剧的流变和消失，抢救、保护正在以救火般的速度进行着。从本期开始，《宗教

周刊》以记者见闻或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向读者展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宗教部分的神奇魅力。 

 
 
 

唐卡：神奇的藏传佛教艺术 
 

 
□     本报记者 张广艳 

 
 
     “传说在释迦牟尼30多岁时，他的弟子们想为其画像，虽百般努力，但没有一人成功。一

天，文殊菩萨化身请释迦牟尼来到河边，通过水中之影画出了释迦牟尼画像。这便是唐卡的由

来，唐卡在藏语中的意思是‘佛祖的卷轴画’。”自称给喇嘛打工的唐卡艺术创作大师西合道得



知采访目的后向记者侃侃而谈。 

      在电视上，我们常会见到一些有关藏区的纪录片，其中不乏成千上万的藏民聚于寺庙广场或

山头上，展开一幅大至覆盖整个小山头的布质佛画的场面，这种仪式被称作“晒大佛”。而被展

开的布质佛画就是藏族宗教艺术瑰宝——唐卡。晒大佛只有在雪顿节等特定的日子举行，数以万

计的信众及穿着整齐僧袍的僧众聚集在一起，梵音缭绕、钟鼓齐鸣，仪式庄重而神秘,唐卡就是这

个仪式的主角。随着国家及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唐卡也为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所熟知。 

      西合道介绍，绘制唐卡有严格的流程：先要在画布上刷上白色涂料，以便着色和固色；然后

用炭笔打底稿；再就是上色，将用松石、珊瑚捣碎的颜料按深浅不同点上去、晕染开，上乘的唐

卡作品还必须使用纯金碾磨的金粉勾勒神佛、莲座乃至法器的轮廓。 

     “绘制唐卡的画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宗教知识和历史知识，这样在细节的处理上才能符合佛法

的精神。”在藏区长大的藏族民间艺术创作大师西合道对唐卡的制作有着深刻的理解。“绝大多

数唐卡表现的是藏传佛教的主题；也有很少一部分表现其他题材、服务于其他内容。” 

      他介绍说，对于藏传佛教僧众来说，唐卡是修行时必不可少的用具，礼拜唐卡可获功德，同

时也要通过观看唐卡引发关于佛像义理的联想。同样，在家信徒也要请画师绘制唐卡并加以供

奉，有人还亲自作画，奉献给寺院装饰殿堂。最壮观的则是节日和法会时的晒佛仪式了，僧人们

将寺院中珍藏的唐卡取出郑重展示，向民众及香客展现净土世界的光辉、佛陀祖师的伟大，或说

或唱，载歌载舞，场面隆重而盛大。平常室内供奉用的唐卡一般不逾一米，但晒佛时展开的巨幅

唐卡能够铺满整整一面山。 

     “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有的因为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重点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评审委员

会副主任王文章直指要害。有约50年唐卡制作经验的西合道是一部唐卡制作技艺的活字典。西合

道集毕生经验总结出《热贡艺术（唐卡绘画工）职业技能鉴定地方标准》，去年9月在青海获得通

过，今后的唐卡艺人必须通过这个标准获得初、中、高级技师资格，才能从事唐卡艺术工作。这

个《地方标准》对唐卡这项无形文化遗产的规范、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过去，西合道家族的唐卡绘制技术是不传授给外人的，但是西合道改变了这个祖训。他把工

笔技术传授给学生们，还警戒他们制作唐卡一定要严格遵守“神佛造像法”的限制。过去，在青

海从事唐卡绘制的艺人不过千余人，现在已经有3000多人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认真画唐卡的人就逐渐减少，很多人开始复制别人的唐卡或者粗制

滥造一些唐卡到市场上出售。”西合道的眼神中充满了忧虑。他呼吁，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保护它的原生态至关重要。 

      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指导下，西合道的热贡唐卡已经成为国内首批以个人名义申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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