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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塔尔寺壁画艺术的民俗文化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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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壁画艺术历史悠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壁画艺术又迅速与宗教相结合，发展出了特色鲜明的宗

教壁画艺术。被称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的壁画，便是宗教艺术、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本文运

用民俗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塔尔寺壁画艺术作了初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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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画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堪称是寺
院宗教艺术的奇葩。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来看，这

些壁画艺术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１］予

以关照。本文试图运用“象征—解释”等理论，将塔
尔寺壁画艺术放置在历时性和共同性两个维度上，

就中国壁画艺术的起源、塔尔寺壁画和却西画派的
现状、壁画的象征与信仰，以及塔尔寺壁画艺术的兴
盛原因、其传承与流布等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一、壁画艺术源流
我国最早的壁画发现于“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

古大发现”之一的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发掘中，在遗址的一处“女神庙”墙面
上发现了绘有赭红间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
和赭红色的勾连纹图形，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壁画，

距今有５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２］这一发现说明在墙壁

上作画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１９７５年考古人
员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的一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发现
了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的形似对称的图案，说

明殷商晚期的建筑物上也有壁画。［３］据《说文·反质

篇》引《墨子》佚文说，殷商时期“宫墙文画”，宫殿的

墙面上绘有图画。明堂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祀场所，
周代时在明堂墙壁上绘有大型壁画。《孔子家语·
观周第十一》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墙
壁），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
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
侯之图焉。”这些明堂壁画中画有尧舜等圣王，形象
为善；也画有夏商两朝的末代暴君夏桀和纣王，形象
为恶；同时还画有周公抱着成王，在宫殿上天子之位
处面南接受诸侯朝见的画像。不过那时候壁画多出
现在祭祀的明堂和宗祠等处，战国时屈原观壁画而
作《天问》，东汉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
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
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
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４］东汉时王延寿游鲁
国，作《灵光殿赋》，描写殿中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
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
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
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
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
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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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
世，善以示后。”鲁国的灵光殿壁画场面非常宏大，不
仅画有天地万物，山川神怪，还有五条龙驾云齐翔，
神的形状也稀奇古怪，人皇长了九个头，伏羲、女娲
都是人首蛇身。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
央集权制帝国，秦朝的宫廷壁画内容丰富，并有长卷
轴式壁画，其中就有《车马图》等图画，壁画采用矿物
颜料，有黑、赭、黄、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色彩，整
体采用侧面鸟瞰的角度，这些壁画实物保存至今，弥
足珍贵。［５］后世的壁画变得越来越普遍，公元前５１
年（甘露三年），汉宣帝刘询将１１位国家功臣肖像绘
画在麒麟阁壁画中，使壁画发挥“恶以诫世，善以示
后”的教育功能，后世不断效仿。公元６０年（永平三
年），汉明帝刘庄将２８位开国功臣肖像绘画在南宫
云台阁，史称为“云台二十八将”。唐朝李世民也将

２４位开国元勋像画在凌烟阁，史称为“凌烟阁二十
四功臣”。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虽然有多种说法，但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认为，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
国内地，在汉明帝时兴建佛寺，传统壁画也被搬入汉
地最早的佛寺———白马寺中。《冥祥记》：“又于白马
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６］自此，佛教寺院
画壁画便相沿成习，到唐朝时佛教壁画达到了一个
高峰，杰出的代表就是敦煌壁画。

青藏高原上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青海柴
达木盆地曾发现二三万年以前的大型石器制造场。
留下的多处较大的岩画，大多分布在海西和海南两
个藏族自治州，［７］仅海西就已发现了２５处岩画，专
家认为，这些岩画最早始于青铜时代，历经秦汉时
期，中古到近代，甚至还有当代的内容。［８］在佛教传
入青藏高原的同时，壁画就被引入到寺院之中。公
元７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迎娶了尼泊尔尺尊公
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她们都带去了不少本国的建筑
师和画师，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大昭寺留下了
释迦牟尼、药师佛、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供养天女
及千佛等尼泊尔绘画艺人的佳作。［９］佛教在青藏高
原的发展传播过程中，也培养了当地的绘画艺人，建
于公元１０２７年后弘期初期的西藏夏鲁寺中，便留下
了大量的宋元时期壁画，这些壁画有的是内地汉人
的作品，有的是尼泊尔人的作品，也有的是当地艺人
的作品。［１０］

自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后，西藏僧人逃到青海，
并在化隆丹斗寺附近收徒传经，传播佛教，修建寺
院，青海因而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发祥
地。真正的藏传佛教文化据认为是在公元９７８年以

后的藏传佛教后弘期时传入青海的，此后历代都兴
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至宋代时青海境内有藏传
佛教寺院４６座，其中有３６座建于宋代，在今玉树
市、称多县和囊谦县就分布有２９座，其他寺院都集
中在青海东部的河湟流域。［１１］元代时在青海形成了
三江源地区和河湟地区两个藏传佛教中心，共有寺
院９２座，其中在三江源地区的玉树市、囊谦县和称
多县就集中了其中的５３座，另有３座分布在杂多、
曲麻莱和班玛三县；在河湟地区以化隆回族自治县
为中心，在贵德、尖扎、同仁、循化、化隆、互助、乐都、
平安、西宁、湟源、湟中和民和等地分布有３５座，另
有一座在兴海县。［１２］明代时在青海有１３１座藏传佛
教寺院，［１３］塔尔寺便是其中之一。

在寺院建设的同时壁画艺术也蓬勃发展。青海
现存最早的藏传佛教壁画绘于唃厮啰时期，在藏传
佛教后弘期发祥地的化隆回族自治县丹斗寺，其５
个岩窟中保留着２００平方米的壁画，主要内容有释
迦牟尼、弥勒佛、千佛、供养人、莲花及几何形图案，
藏学专家谢继胜认为这些壁画绘于公元１１世纪至

１２世纪。［１４］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壁画艺
术被称为该寺的“艺术三绝”之一，久负盛名。由于
这些壁画缺少文字记载，且经过多次的重绘，因而推
断其年代比较困难，但从佛教建寺与壁画相伴生的
传统和塔尔寺殿堂建筑的历史分析，最早的塔尔寺
壁画大概出现于明代后期，在清代前期时达到鼎盛。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塔尔寺画僧云集，他们
来自全省各地。

二、塔尔寺的壁画艺术
（一）壁画的类型与分布
塔尔寺壁画主要分布在大金瓦殿、小金瓦殿、大

经堂、弥勒佛殿、四大学院、祈寿殿等殿堂内外、回廊
墙壁，以及活佛院门道两侧的墙壁、二门门扇之上。
壁画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墙面进行粉刷处理之
后，直接在上面作画涂色，这类壁画属于传统的壁画
类型，弥勒佛殿内外墙的壁画，以及一些活佛院门道
两侧的墙面上都画有这种类型的壁画；第二种称为
间唐壁画，其实就是大型的唐卡，先在墙面大小的布
上作画，然后用木框将唐卡镶嵌在墙壁上面。这类
壁画的数量很多，大经堂内外、小金瓦殿和玉池贡玛
廊内的壁画都属于此种类型。２０１２年嵌在释迦牟
尼殿外墙上的间唐画是塔尔寺最新的壁画，代表了
新时期壁画的风格和走向；第三种是将木板刨平嵌
在墙面上，用胶和石膏打底，直接在木板上绘画，这
类壁画在殿堂中的数量最少。活佛府邸二门门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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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绘画也可以归入这种类型。
（二）多元化的壁画内容
塔尔寺壁画之所以被称为一绝，首先表现在壁

画数量多，其中弥勒殿外墙面有９幅壁画，殿内三面
墙都绘有壁画。宗喀巴殿三面外墙有７幅壁画。小
金瓦殿中院回廊墙壁上嵌装了５４幅间唐壁画，壁画
多表现战斗的场面，气氛较为紧张，还有些画面具有
农民画的布局特点。大经堂外墙及院内二层的回廊
上下墙面上，都绘有大幅壁画；大门顶的墙面上也绘
有壁画，大小共有４８幅；在大殿墙上还有１０幅殿堂
壁画，内容有四大天王、须弥山、文殊菩萨、吉祥天
女、六臂观音、六道轮回等。祈寿殿有２幅。医明学
院回廊上有壁画１８幅，另在大殿墙面上绘有６幅，
其中两幅为小间唐。密宗学院回廊中一楼有１８幅
壁画，二楼１０幅，大殿墙面有８幅。时轮学院回廊
有２２幅壁画，其中间唐画２０幅，小间唐画２幅。玉
池贡玛有１３幅间唐壁画，两侧墙面上绘有度母画
像。仅上述壁画数量就已达到２２８幅之多。据说在
隆波赞康（隆波护法殿）上画有类似汉式阴间景象的
画像，还有“二胜六庄严”等唐卡画２４幅，因为正在
维修，笔者未能面见。为了保护壁画，间唐画的下半
部分都用黄布遮挡起来，密宗学院将所有壁画都用
白幔布遮挡起来，也许是因为游客太多而影响了僧
人的修行，为拒绝游客观看而设置的。这些壁画年
代跨度大，风格迥异，文殊菩萨殿前两侧的山墙上还
画有仿锦缎壁画。塔尔寺壁画的数量仍无法准确统
计，因为在辨经院内的若干墙面已经经过了处理，是
否要绘制壁画不得而知。活佛家的院门内墙上也多
绘有壁画，不少活佛院内的墙面也经过了处理，还没
有绘画。２０１４年，塔尔寺不少活佛家在大量翻修和
新盖殿堂，还在兴建新的酥油花馆等工程，完工之
后，也会绘制壁画，因而壁画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

弥勒殿内三面墙上都有壁画，正中为十六尊者
围绕释迦牟尼画；北壁上绘有宗喀巴师徒三尊为主，
围有噶当派和格鲁派高僧的佛像画；南壁上绘有三
层画像，上二层共１３尊打座佛像，底下一层图像较
大，占到一半墙面，中间画的是宗喀巴画像，右侧为
仁钦宗哲坚赞，左侧为塔尔寺第一任法台沃赛嘉措
画像；门内侧的墙壁上绘有吉祥天女，也称为骡子天
王，是护法神，整个殿内壁画主基调为浅绿色。外墙
上也画有大幅壁画，风格不同于殿内，布局比较规整
严谨，佛像属汉式造型。大殿两侧的外墙面上各有
三幅壁画，每一幅中间画有大圆圈，圈内画拉毛佛
像、白象驮经等画像，外围画“万字不断头”（藏语称

为“云贡”）图案，四个墙角画有三角形勾连云纹（称
为“云子”），形成内圆外方的格局，显得主题突出。
殿门正面两侧还画有两幅小型壁画，弥勒佛为汉式
站立像，周围的背光等图案用贴金装饰，线条凸起，
主色调为蓝色。因为年代久远，图像较为模糊。大
殿背面墙面上新安装了三幅木板壁画，因为是新作
的，画面五彩突出，与传统的风格迥异。

释迦牟尼殿内没有壁画，殿外墙三面墙三幅图，
在黄色的墙底上作画，正中用红绿蓝三色画一个变
形太极图，周边用三蓝色画云纹，四角也画有三角形
的云纹。２０１２年，塔尔寺艺僧印巴尖措历时三年完
成长３３米的间唐壁画，用木框嵌装在旧壁画上面。
殿门正面两侧是两幅四大天王壁画。新壁画采用通
墙作画，每面墙有三位主人公，其中间为释迦牟尼主
佛，主佛两侧属故事内容，其中主人公较大，周围有
许多小的场面，完全取材于佛本生的宗教故事。其
中大殿右侧的第一幅画中为释迦牟尼的母亲，双鬓
插花，左手扶胯，右手上抓树枝，众侍女环绕周围，佛
龛中有佛祖像；中间为主佛，佛祖托钵，显现出绿色
的佛光，佛座背景周围有鲜花祥云和龙盘绕；第三幅
是释迦牟尼太子图，头戴皇冠，手持莲花，坐在宫殿
中，画有很多房屋殿堂和人物、树木、山川、佛塔等故
事。殿后通墙画的第一幅为佛祖运用法力降伏外道
故事；中间为主佛，如来佛身披黄色袈裟，手托鲜桃，
祥云缭绕；第三幅为佛祖传道，众弟子听法图。大殿
左侧第一幅为释迦牟尼上天为母亲讲法后于农历九
月二十二日走下人间的故事，众仙女在天梯下迎接
佛祖；中间的主佛为打坐图，飘逸的佛光中显出若干
佛像；最后为释迦牟尼涅槃图，佛祖侧卧，头顶宝伞，
内容讲述了佛祖涅槃、佛舍利的故事。画面用红黄
蓝白等诸色，显得鲜艳夺目，属藏式特色。

宗喀巴殿外墙面都有壁画。大殿侧面墙上，在
红底色的墙面正中画有一个黑色的变形双“喜”字，
字体的四周画四朵菊花，象征着长寿。左右两侧再
画三角形的“云子”（勾连云纹），使图案横向延长，但
整体上又比较协调。菊花和“云子”用深中浅三种蓝
色画成，这是汉式绘画的特点。大殿后墙根据柱子
分为三间，一间房一幅画，中间是在红底色上用黑蓝
白黄红等色画了一幅“十相自在”图，色彩对比强烈，
图下信众贴有硬币，墙面四角也画有三角形的“云
子”。左右两间的图案对称相同，都是在红底色正中
画圆圈形的双“喜”字，字体四周绘以桃子、石榴、佛
手、杮子图间云纹，整体上构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墙
面四角也画有三角形的“云子”。大殿正门两侧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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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称地画有“十相自在”图。整体壁画的主色调为
三蓝，属汉藏结合风格。

祈寿殿的一幅壁画位于大殿门边的墙壁上，画
的是阿尼玛卿山神像。山神穿袍戴盔，白马飞奔，左
脚在云烟中蹬起，显出脚底的一只蝙蝠，周围有树有
鹿。两上角也有两位神像，一角的神像骑白马，穿交
领袍，外披宽袖披风。另一角的神像为蓝面神，骑龙
驾云。整幅画面的主色调也是蓝色。大殿右前间设
了一间小屋，内供阿米刘琪山神神位，屋子较窄小，
一侧为窗户，另一侧为墙面，上面绘有壁画，是一位
头戴银盔红缨、宽袖大袍的武将，骑一匹白马。四周
有树有岩，腾云驾雾，主基调也是蓝色。

度母殿有两幅四大天王壁画，绘画于２００４年以
后。一幅图画中东方持国天王怀抱琵琶，南方增长
天王手持宝剑。另一幅画中北方多闻天王右手持
伞，左手拿吐宝鼠；西方广目天王右手抓蛇，左手托
着佛塔。

吉祥新宫五华门内的两侧墙壁壁画较简单，一
侧画的是“青狮驮宝”图，一头青狮背上驮着盘子，内
盛桃子、佛手、石榴和杮子等。狮头向着院内，旁边
有一胡人身穿短红袍，右手托举着一盘元宝，背负绢
帛和珊瑚。另一侧墙面上是“白象驮宝”图，画面中
一头白象，头向院内，背负象牙、宝珠等，一位胡人一
手抱着花瓶，另一手执弯钩镰，促象快走。

上花院院门内两侧的壁画一面画“蒙人伏虎”，
另一面画“白象驮宝”。活佛院大门道两侧的墙面上
也绘有壁画，却没有“蒙人伏虎”图，大多是“八铵进
宝”（也称为“八南进宝”）、“青狮驮宝”和“白象驮宝”
等主题。“蒙人伏虎”据说有预防瘟疫、招徕吉祥的
意义。［１５］在“青狮驮宝”中壁画，正中为背负宝物的
青狮，四墙角为四个不同形象的人，分别端捧一样宝
物做进送状，其中有一人是和尚，拿着玉如意，也有
壁画中换成了道人的。有人穿的是汉式的圆领袍，
有的穿交领，有的穿宽袖大袍，形象各异，代表着四
面八方不同国家的人们前来进献宝物。卓仓活佛院
门墙上绘的是“长寿六种”和“和瑞四兽”，而寿星是
道教人物。活佛院的二门上大多绘画有福禄寿三星
图，也有的画汉式财神和朝廷命官；二门的背面大多
绘有巨大的金色盘龙。

塔尔寺壁画的形式和内容也表现出了一种神圣
的等级，壁画只出现在供有佛像的殿堂和活佛家中，
在大厨房等一般建筑上都没有壁画。

三、塔尔寺却西画派及其艺术特色
（一）却西其人

却西·洛桑协宁（音译）是塔尔寺著名的艺僧。
据塔尔寺艺僧印巴尖措介绍，这位艺僧约于二三百
年前出生于今湟中县共和镇维新乡，这里旧称为却
西嫡哇。因为是位艺术奇才，后来又传说他是宗喀
巴大师的化身，据说大金瓦殿“圣迹塔”佛龛中的小
佛像、文殊菩萨殿中的文殊菩萨和吉祥天母像（藏语
称为班旦拉毛，音译）等塑像便是这位艺僧亲手塑造
的，九间殿中的《五部辨法图》壁画也是这位艺僧的
作品。却西开创的塔尔寺画风被称为却西画派。

围绕着这位传奇艺僧还产生了许多传说。据说
在塑造“圣迹塔”中的小佛像时，他对佛像说：“佛爷
你个家（自己）长大点，不然以后人们有钱时，会把你
卖掉哩。”听了他的话，这尊佛像便自己长高了一些。

后来佛教兴盛于外蒙古地区，有一位蒙古王爷做了
一尊与这尊佛像等高的黄金佛来换这尊佛像时，却
怎么也拿不出佛龛来，于是交换未成。这个故事主
要流传在塔尔寺僧人中。传说却西拉佐（却西画匠）

在去世前告诉僧人们要将他倒埋在今天摆上花架的
地方，这样塔尔寺的艺僧会越来越多。但是当时寺
院中掌权的僧人们没有同意，因为这里太靠近大金
瓦殿，只将其遗体在那里短暂停放后便抬至西面山
中火葬了，所以塔尔寺后来就没有出过那样有名气
的艺僧。

（二）画风特点
据艺僧印巴尖措介绍，却西画派是后创的，属新

勉唐①画法，佛像的造型风格仍然遵循着《度量经》

等传统要求，但却采用了最古老的绘画技法，整体上
看来画风粗犷，比较豪放，线条非常流畅，但在细节
上又画得异常精细。图案的主色调以绿蓝为主，配
合其他用色，对人物面部不用金色是塔尔寺却西画
派的精髓。绘画技法上将点染与平染相结合，先平
后点，这种染色法极费功夫，用时长而要求非常精
细。绘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塔尔寺壁画
都属于却西画派作品。

却西画派所用的颜料全部是矿物颜料，且研磨
非常精细，颗粒要求极细，据说比西藏所用的颜料还
要细。颜料有矿物和植物两种，其中绿、蓝、红、黄、

橙黄等颜料都是矿物，是到山中找来这种颜色的石
头，再在大臼窝中用水研磨而成的。橙绿和橙蓝两
色中还有一种植物颜料，藏语称为“然”（音译），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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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勉唐为藏语音译。据塔尔寺艺僧印巴尖措介绍，勉唐意为传
统画法或最古老的画法，西藏古老的画法有新旧之分，新画法称为新
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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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颜色的树皮、树叶熬制而成的，这种颜料带
有一点毒性，除非具备较高的技能，不然掌握不了用
色方法。这里要纠正一种说法，有说矿物颜料中的
绿色用的是珊瑚和绿松石，而据印巴尖措介绍，珊瑚
和绿松石磨成粉沫是白色的，实际上不能用来当唐
卡和壁画的颜料。①

（三）却西画派与热贡画法的关系
塔尔寺是青海的第一大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僧

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热贡地区的
画僧。１９４１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来到塔尔寺，从这
里请了五位藏族画僧到敦煌临摩壁画达两年之久，
“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便是其中之一，那时
他的伯父也是塔尔寺的一名画僧。［１６］在塔尔寺流传
着这样一个传说，却西拉佐有一支常用的画笔，原来
就供奉在护法神殿中。有位“果尼尔”（音译，庙倌）
不懂这支笔的神奇之处，将笔拿回家去，在贴窗纸时
用来抹浆糊。一位来自热贡的很有知识的人识得了
这支有灵气的毛笔后，就用很多毛笔把这支画笔换
出来并带到热贡寺院中供奉起来，从此以后热贡地
区的好画匠便层出不穷。传说归传说，但塔尔寺发
展成为青海的第一大藏传佛教寺院，并且拥有宗喀
巴“圣迹塔”，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
神圣地位。同仁地区自明代以后格鲁派得到迅速发
展，隆务寺和年都乎寺等明代寺院建筑已被列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的藏族和土族大都信仰藏
传佛教，因而在两地交流中塔尔寺艺术对热贡艺术
产生了重要影响。热贡唐卡画法也属于新勉唐派，
但与却西画派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据印巴
尖措介绍，热贡绘画用色鲜艳而飘逸，画法较新；却
西画派画法传统，用色沉稳而庄重。

四、壁画中的象征与信仰
（一）壁画中的象征
壁画内容包含着丰富的象征，其中画面的布局

也具有象征意义。在弥勒殿外的旧壁画中，画面正
中为一个圆圈，圈内画有神像和白象驮经等图案，圈
外画“万字不断头”，墙面四角画有三角形的“云子”。
在彩陶中，圆形多表示太阳或天，与祭天有关；“万字
不断头”图案为宗教传统图样，象征着延续不绝；墙
面四角的三角形“云子”代表着天上的云彩。

佛像有不同的手印，这些造型有着丰富的宗教
象征意义，英国人罗伯特·比尔在其《藏传佛教象征
符号与器物图解》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礼佛像在壁画中也极为常见。生活中，每天在
大金瓦殿前和文殊菩萨殿前都有磕长头者，许多信

众还要磕头绕寺一周。那么，磕头礼佛的造型表达
了怎样的宗教象征呢？贴在塔尔寺院墙壁上的《大
礼拜功德赞》对此作了如下的阐释：

纳摩（一般写作南无）顾日贝（顶礼上师）
纳摩布达呀（顶礼佛）
纳摩达（日）玛呀（顶礼法）
纳摩僧嘎呀（顶礼僧）
顶礼佛法僧三宝，消除我等众生一切障；
双手平行合掌之力，速速求证方便智慧门；
双手合十头顶之力，速速到达西方极乐境；
双手合十眉间之力，速速消除身造一切孽；
双手合十喉咙之力，速速消除语造一切孽；
双手合十心间之力，速速消除意造一切孽；
双手分开合十之力，色身二者速成众生事；
双脚双膝跪地之力，速速离开恶趣从痛苦；
双手十指触地之力，速速成就五道十地果；
前额脸部触地之力，速成第十一地普光地；
四肢弯曲伸直之力，息增怀诛四业自然成；
筋肉脉络弯曲之力，所有筋结脉障自然除；
脊椎中脉仰俯之力，五气支气速速入中脉；
前俯触地仰身之力，速离红尘成就解脱道；
以我所积礼拜力，速成长寿无病道，
往生虽去极乐境，终究带成佛果道；
以此之力愿我成：三世十方一切佛，
大智佛子菩萨众，事业愿力全圆满。
一切吉祥如意

　　　　　　　　 萨迦班智达
塔尔寺壁画中还有许多民间象征，有谐音象征、

指示象征等。［１７］除了宗喀巴殿壁画以外，大多出现
在活佛院的壁画之中，如菊花象征长寿，玉如意象征
事事如意，“福禄寿”象征发财、升官、长寿等等。在
塔尔寺活佛院壁画中常见的民间象征如表：

造型名称 谐音象征 指示象征 文化归属
菊花 长寿 民间
如意 事事如意 道教
福禄寿 发财、升官、长寿 道教、民间

万字不断头 延续不绝，永不中断 民间
云子 天上的云 民间

寿字周围五只蝙蝠 五福捧寿（福寿同在） 民间
刘海戏蟾 发财 道教、民间
牡丹 富贵 民间

五只蝙蝠 五福临门 民间
蟾 钱财 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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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在塔尔寺对艺僧印巴尖措的
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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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壁画中的信仰
壁画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信仰。塔尔寺绝

大多数殿堂的壁画内容为佛、菩萨、护法神、高僧等
个人的画像，以及佛本生故事、宗喀巴故事等宗教故
事，这些壁画反映了宗教信仰。以前僧人们一边作
画一边还要念经，因而在僧人们的观念中唐卡和壁
画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念经也是
一种信仰表达方式。２０１２年，印巴尖措在家中绘制
完成释迦牟尼殿３３米长的间唐壁画，并为佛像开眼
之后，请来一名僧人，在画像前点了一盏酥油灯，并
念经做了开光仪式。之后寺院活佛和众僧们还举办
了规模更为宏大的诵经仪式，才将壁画上墙。

壁画也成为信众表达信仰的对象。在宗喀巴殿
前后壁画中的“十相自在”图下，信众粘贴有硬币和
小额纸币，这在祈寿殿和藏经楼前的石头上都有粘
贴，也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

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在塔尔寺壁画中并不是截
然对立的，而是有取有舍。传统观念和民间信仰的
内容也被纳入到寺院壁画之中，如天圆地方的观念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已形成了，在弥勒殿壁画中
就有表现。有些道教的内容也被纳入壁画之中，长
寿图中的寿星是道教中的人物，汉族称为鹿鹤同春
或长寿图，藏传佛教称为“长寿六种”，表达了祈寿的
心理。求财是一种世俗的心理，本来与佛教的教义
并不相容，但这些心理还是集中反映在一些壁画之
中，在活佛院中出现“青狮驮宝”和“白象驮宝”、“刘
海戏蟾”、“福禄寿”等图案便隐含着这样的心理祈
求。还有的壁画中画有手拿如意的古代官员和手执
钢鞭的汉族财神，如意表达了事事如意。财神手执
钢鞭守护盛宝器物，并手拿元宝，也有守护财宝、招
财进宝的象征，这些都属于民间信仰的内容。

五、塔尔寺壁画兴盛的原因
塔尔寺壁画之所以发展成为艺术一绝，除了寺

院的发展壮大之外，与青海河湟地区多元民俗文化
和塔尔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第一，塔尔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塔尔
寺地处丝绸之路南线附近，这里曾经是经贸非常发
达的地方，其中多巴镇在明代时曾经是面向中亚的
最大的商贸集散地。丹噶尔（今湟源）在１８４０年以
后发展成为“环海商都”，国内外的商家汇聚于此，而
环青海湖地区是塔尔寺重要的酥油等物品的来源
地，塔尔寺与丹噶尔之间的牦牛驮队经过苏木世村
走出了一条山路。同时，河湟地区农业开发历史悠
久，农业产量比较稳定，当地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

间里社会稳定，寺院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藏传佛
教史》载，在１９５７年以前，塔尔寺所占土地数量惊
人，１９５０年的旧册中为９　４５８亩，而据１９５７年的调
查为１２　３２１亩，按当时有寺僧１　９４０人计算，平均每
人占有土地５２亩７分。上层喇嘛有土地５　１１６亩，
占全寺总土地的１９．９％。寺属土地基本用来出租，
获得稳定的农业收益，如１９４９年塔尔寺寺级（除四
位活佛）收入租粮小麦２　５６７　１９８斤２两，柴草

４６８　３２０斤，酥油５　０００余斤，羊毛５０　０００余斤。寺
院还拥有大量牲畜、房产，收取租费，并与商人合股，
办有诚尕德、万保成、永生魁等商号，活动范围远及
北京、天津、张家口、西藏和印度等地。［１８］塔尔寺虽
然地处山区之中，但通过靠近商贸通道和商贸集散
地的区位优势，加之青海东部农业生产发展稳定，使
塔尔寺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发展壁画提供了
丰裕的物质条件。

第二，塔尔寺地处中国农业文明与草原文化的
过渡地带，唐蕃古道经过塔尔寺附近，塔尔寺因而成
为唐蕃古道上的一个中继站。在元明时期达赖和班
禅等许多西藏高僧前往京城觐见皇帝时都要取道塔
尔寺，从西藏到蒙古地区也可以经过塔尔寺。唐蕃
古道也是通往南亚的重要干线，历史上王玄策三次
出使天竺都经过这条路，玄照、道希、玄太、玄恪、道
方、道生、师子慧、慧轮等高僧都曾取道古道到天竺
取经。［１９］天竺、尼婆罗等国的使节、僧侣、商人来往
于此。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这条古道都发挥了重
要的交通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青藏公路，才
取代了原有古道。正由于此，塔尔寺受到宗教高层
的高度重视，以达赖和班禅为代表的宗教领袖不但
亲临塔尔寺，还指示寺院的发展。在明末清初的大
约二百五十多年间塔尔寺相继建成了一大批殿堂，
寺院僧人不断增加，形成了壁画的发展空间和人员
储备。佛教自传到中国最初开始，壁画就成为寺院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在汉地，还是在西藏拉萨
都是如此，塔尔寺也不例外。塔尔寺的壁画数量和
画僧数量增长的结果成就了其“艺术一绝”的美名。

第三，多元民俗文化使塔尔寺壁画独树一帜，特
色鲜明。绘画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正如夏吾才让大
师所言，由于青海的高寒气候使藏族的服饰较为厚
重，反映在壁画当中则佛像的衣饰庄重，服饰颜色较
深。印度佛像中女性戴鼻坠，而在藏区的壁画中就
没有这种特点。［２０］河湟地区自元明以来形成了六大
主体民族和儒释道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伊斯
兰教文化圈三大民俗文化圈，塔尔寺处在三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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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交叉点上，加之寺院的僧人来自不同的民族，包
括藏族、土族、蒙古族、汉族和裕固族等许多个民族，
这些僧人在一个共同的信仰目标之下成为一个宗教
共同体，然而由于模塑他们的是不同的民俗文化传
统，因而多元的民俗文化也被带入寺院并融汇到寺
院艺术之中，形成了却西画派的鲜明特色。

六、塔尔寺壁画的传承与流布
塔尔寺壁画与寺院建筑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

历史上，塔尔寺涌现了许多知名的画家，在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以前，塔尔寺掌握绘画技能的僧人数量
庞大，以致于那时候寺院中所有的绘画都是由僧人
完成的，俗人是不让进入寺院绘画的。①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前，塔尔寺有位著名画家叫“多巴拉佐”
（意为多巴画匠或来自多巴的画匠），本名谢日尼玛
（音译），１９１０年出生于湟中县多巴镇，７岁时入塔尔
寺为僧，从小爱好绘画，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１９５６
年的酥油花展览中，他是上花院的“掌尺”，上花架灯
棚中的堆绣“班禅重热十八佛像”和“卓玛聂久二十
一化身”是他画的底本，并指导花院的众僧做成堆
绣。他的画法技艺娴熟，神态逼真，影响很大，在医
明学院、上花院等殿堂中留下了这位画僧的画
作。［２１］这位大有名气的却西派艺僧曾经带有两位徒
弟，一位名叫扎西尼玛（音译），是青海省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包家人，他绘画了塔尔寺全景图，有
关部门曾大量印刷过这幅作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去
世时才五十多岁。另一位徒弟名叫巴丹坚措（音
译），是化隆德扎人。但他们都没有传承徒弟，因而
却西画派几近消亡。青年艺僧印巴尖措生于１９６８
年，从１９８３年起在塔尔寺师从却西画派老画师嘉

羊、扎西尼玛、巴丹坚措等人学习绘画基本技艺，同
时也学习酥油花制作，他曾在青海民族学院（现青海
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过三个月的素描，后又远赴西
藏，师从著名勉唐派绘画大师丹巴绕旦（音译）学习
深造。经过３０年的艺术实践，他把塔尔寺却西画派
和西藏勉唐派绘画技艺相结合，形成了自己大气、逼
真、色彩艳丽而不浮躁、山水皴染自然而壮美的画
风，是新时期塔尔寺画僧中的佼佼者，使得塔尔寺
“艺术三绝”之一的壁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机。印巴
尖措表示他在努力钻研塔尔寺旧壁画，有志于复兴
却西画派。

据“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口述，他在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其伯父为师，并且跟随伯父在
塔尔寺作画，自然会接触学习到塔尔寺绘画艺术中
的精髓。在这位著名的热贡艺术画师的成长过程
中，塔尔寺壁画艺术应该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塔尔寺却西画派的艺僧中有不少人后来因为各种原
因还俗成为民间画匠，在青海、内蒙古、四川、甘肃，
甚至在辽宁等地的寺院中留下了他们的绘画作品。
在塔尔寺壁画中，这些还俗的僧人们依靠着原有的
熟人关系揽活，度母殿的壁画便是一位塔尔寺还俗
僧人绘制的。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
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青海的寺院建筑如火如
荼地发展，不少村落中都翻修或新建村庙，塔尔寺宗
教壁画中的许多内容被民间画匠们移植到这些村庙
的壁画之中，如湟中苏木世村庙壁画中便画有“八南
进宝”和“白象驮宝”等内容，从而使塔尔寺壁画艺术
在更广大的范围中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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