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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时期谢赫著有《古画名录》，书中提出六法论道：“六

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

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后称为“谢赫六法”。谢赫六法是品评我国古代绘画重要的标

准和美学理论。由外在形式美原则的品评，深入到对象内在精

神的体悟，为后世提供品评绘画的理论基础。

敦煌早期敦煌本生故事画主要绘制于北凉至隋五个朝代，

前后延续二百余年。随着政治经济、大众审美情趣的发展，在

壁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也出现丰富多样的变化。笔者

对《敦煌石窟全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敦煌艺术领域

的专著进行梳理，发现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现存可识

别的壁画共涉及十三个本生故事画，列表如下：

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现存情况

　　本文采用六法论阐释敦煌早期本身故事画，将二者联系起
来做对应分析，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①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数量较大，但缺乏相应的文献资
料，我们对壁画的创作者及其艺术活动知之甚少。结合《古画

名录》中的记载可以弥补该缺陷，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

早期敦煌本生故事壁画。

②本生故事画在莫高窟现存不同时期的洞窟中均有不同
程度的表现，几乎涵盖了整个敦煌艺术。用中国传统绘画品评

标准进行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时绘画的真面貌。

③敦煌壁画是至今保存下来，时代延续最长、内容最丰富、
体系最完整的绘画艺术。将文献与图像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我们才有可能把早期敦煌二百余年的本生故事画的艺术原

貌真正弄清。

运用谢赫六法阐释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从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

一气韵生动。《画鉴》中记载到：“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

观笔意、骨法位置敷染，然后形似”。其他绘画作品是单纯的艺

术欣赏，本生故事画有丰富的情感价值和精神内涵与之有所不

同。“气韵生动”指的就是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和内在韵味。

在虚实之间、动静之间体现出敦煌本生故事画的意境和内涵。

二骨法用笔。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讲到：“中国画以飘洒

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

向”。流畅有力的线条不仅体现出画师用笔的功夫，而且蕴含着

画面的内在力量。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从西域式的凹凸画法到

汉化后的线描手法，以骨法用笔的形似表现出对象内在的神似。

三应物象形。本生故事画是画师们对佛经故事中描述的客

观对象进行主观创作的过程。艺术创作的过程也是画师审美体

验的过程，体现不同时代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旨趣。通过外在造

型艺术达到体现人物内在精神和信仰的目的，首要条件即是“应

物象形”。

四随类赋彩。色彩是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极其富有生命情

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生画中故事情节和人物众多，通过色彩

更能够将其区分开来。通过不同的颜色能够表现出本生故事画

中蕴含的崇高性、悲剧性、和谐性、浪漫性等特点。

五经营位置。我国传统评画法《历代名画记》中有言：“经营

位置，则画之总要”，经营位置是（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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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唐太宗表现出威严庄重、稳重谦善、经天纬地的一代明君

风范，相较之下四周的宫女则显得娇小稚嫩，这无疑受到当时

皇帝即为天子，权利至高无上观念的影响也就是社会阶层这种

现实文化的影响。作品并非完全照搬现实，画面表现虽然纤细

严谨但实际上是画家根据所要表达的主题对现实素材进行分

析、提炼和加工，最后根据美学构图原则加以排列组合，画面的

写意性气息浓郁，并不一味强调制作。

3.2　中国书法的写意性　在中国书画史上历来就有“书

画同源”的说法，书画都是以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为同源，所以

写意性在书法中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书法极度的一板

一眼，那就和电脑打出来的自没有太大区别，只有完整表现出

自身的个性和情感，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和艺术气息的文字。

在书法艺术尤其是在草书创作中是写意性体现的最为完

整、最为直接、也最为强烈的。实际上草书的文字早已经远脱

离了原来象形文字对于自然万物的模仿而越来越简化成为一

种简单的符号。这些符号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写意性。其

次在书写草书作品时书法家自身都是带有强烈情感的，故而每

个字的结构都被简化，笔画与笔画之间连绵不断、牵连扯带，语

境也随着作者心境的变化而变化，故草书从整幅篇章结构来看

笔墨狂放不羁、道劲飞动，势若矫龙惊蛇、狂风暴雨。由此可见

草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写意性。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囯的艺术不像西方艺术那样对

艺术家个人的意识与观念表现的那么直接和明显，中国艺术的

特点是比较隐晦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念。因而中国绘画中的

写意性往往是通过用笔以及画面结构布局等体现出来的，写意

性贯穿于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同样中国书画艺术的发

展也离不开这个写意性这个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因而把握好

书画艺术中的写意性才会在艺术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3.3　作为超越技法而存在的精神内核　艺术教育的重要

作用便是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使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

激发，并能够感受到人类智慧的存在，至于学生的绘画水平如

何，则要看学生的个人学习水平和领悟能力，毕竟技法知识基

础，思想和理念才是关键。熟练运用毛笔是学习中国画的基

础，也是学生进入中国画殿堂的一道门槛，学生之后的成就则

要依靠生活和人生，在人生的场合当中感悟自然和生活，从而

及汲取到适合自身的艺术素养，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创作当

中，领悟万事万物的道理，感受艺术的本质和生命的活力。不

热爱生活的人很难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敏锐的感知到

身边的丝毫变化，并将其用艺术语言准确的表达出，才算是一

个合格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灵感永远不会枯竭，因为艺术

家会永远关怀着广阔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类，在理智和情感的把

握上极度细节化，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这

种关怀和意识的产生远远比一个简单知识的传授与掌握要复

杂得多，复杂并不在于难度而在于不可传授性，知识只是途径，

但是能感受到多少，体悟到多少则完全依赖于个人了。因此我

们强调在现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必须要体现出画面的写意性。

近些年的新工笔画过于强调繁复的技巧，画面精工细作而强调

制作性，而更看重随意性与书写性的写意绘画则更加强调艺术

家的灵性与智慧，新工笔画的繁复技巧可以通过不断的重复以

熟练对于技法的掌握，但是对于宇宙内万物的感知和理解则只

能意会而无法言传。正如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的精神》中提到

的艺术家在“游”这一状态下的所想所得，那不是一种简单的

技巧性重复而更加强调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感悟，因而强调中国

绘画中的写意性精神对于学习中国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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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页）评鉴绘画作品的重要原则。早期本生故事画经

历了从单幅画到组合式画再到连环画的发展。不同的画面空

间结构中绘制出本生画的丰富情节和内容，凸显了经营位置的

重要性。

六传移模写。本生故事画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了西域和

中原文化的交融与创新。通过对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的对

比分析，本生故事画在与前人作品的“传移”关系中实现了新

的突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和审美体系。

敦煌早期本生故事画具有独特的美学特质和精神内涵，通

过谢赫的“六法”对本生画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探究传统

绘画的艺术价值和国人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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