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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敦煌壁画吗？

敦煌莫高窟（又叫“千佛洞”）位

于我国甘肃省西部敦煌城东南25多千米

的鸣沙山。虽然其地处荒凉偏僻的沙海

之中，却全世界闻名。这是因为莫高窟

中保存着大量的壁画、彩塑和经卷，全

面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宗教美术的发展脉

络，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

高的历史价值，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

的一颗明珠。

莫高窟修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创作和修建活动从魏晋南北朝一

直延续到元代，历时1000多年。其中早

期壁画包括北

梁、北魏、西

魏 、 北 周 时

代，中期包括隋、唐两朝，而晚期则包括了五代、

宋、西夏、元四个时期。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

期的创作活动最繁盛。

如此辉煌灿烂、工程浩大的艺术宫殿，为何会

修建在浩瀚的沙海之中呢？这完全是由于此地正位

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上。在隋唐盛期，创作活动

达到高潮，壁画的艺术水平日趋成熟精湛，反映了

整个时代的面貌。其构图宏伟，规模严整，色彩灿

烂，形象优美。直到今天，依然有着迷人的魅力。

到了五代、宋、西夏、元时期，随着“丝绸之路”

的衰落，莫高窟壁画的创作活动逐渐减少，其艺术

水平也赶不上前代。

 敦煌石窟壁画《于阗（ ）国王供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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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学音乐能使人聪明？

现在，几乎每个小朋友都学习音

乐，钢琴、小提琴、古筝等。小朋友们

长大了不一定要当音乐家，那为什么还

有那么多小朋友学习音乐呢？

这是因为学习音乐可以使我们变得

聪明。你在练习视唱、视奏时，往往需

要一目十行，既看谱又看词，还得看

记号，这就锻炼了你的观察力和记忆

力。当你在演奏时，眼睛要看复杂的

曲谱，要迅速而灵活地用手指演奏出

来，还要用耳朵来倾听音准、节奏、

表达音乐的情感等，眼、手、耳、脑

高度协调一致，这样就培养了你思维和动作的灵敏性。当你在演唱歌曲、演奏

乐器或欣赏音乐时，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音乐所描绘的图像，这就锻炼了你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上面可以看出，学习音乐，可以使你增强观察力，改善记忆力，丰富想

象力，使你聪明起来。

优美的音乐的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音乐通过艺术感染力，作用于人的心理，增强人身的抗

病能力，还可以消除精神上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音乐通过其物理特性，以特

定的频率、声压直接作用于人体，可以调节人的生理上的节奏。音乐的频率是一

种物理能量，它同人体某些器官产生共振，使各器官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

便是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因。另外，优美的音乐作用于大脑，提高神经的兴奋，促

进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使人精神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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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以形写神”的顾恺之吗？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画家辈出的时代。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画家中，最负

盛名的就是东晋的顾恺之。他和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 ）一起，被称为

“六朝三杰”。

出身于士族家庭的顾恺之虽然做过小官，但他一生主要从事绘画活动，

 为什么说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殿堂？

在我国甘肃省的西北，有一古城敦煌。

敦煌曾经是汉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

必经之地。公元366年，人们在城东南20千

米的鸣沙山断崖上开始凿崖洞、绘壁画、塑

佛像，其中洞窟最大、塑像最多、水平最高

的是莫高窟。莫高窟是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

的492个洞窟的总称。莫高窟现在剩下45000

多平方米的壁画、2415尊泥质彩塑像，以及

1000多尊浮雕塑像、5座唐宋木结构建筑。

泥塑彩绘像是莫高窟的主体，每个洞窟内的精美壁画都是围绕塑像展开的。莫

高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殿堂。1987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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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画史上最早以绘画为职业的文人画家。他能诗赋，

善书画，多才多艺。他的人物画通过描写人物的外部形象

来表现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以形传神，使汉代多重动

态、追求外形生动的画风转向注重神韵和内心世界的表

现，这是他对中国绘画的一个重大贡献。

顾恺之画人物善于抓住相貌特征，然而往往几年不

点睛。人们问他原因，他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人体胖

瘦，画起来并没有多少妙处，而人的传神写照，正是在

一双眼睛上。

顾恺之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有《女史

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等名作。

作为一代宗师，顾恺之的绘画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极大。此后的张僧繇、展

子虔，以至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等，都摹写过他的画迹。

 顾恺之像

 “吴带当风”是怎么一回事？

吴道子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画家，他在绘画上的突出成就，表现在线描

上。中国画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描绘同样的物体，使用不同的线条，便能

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吴道子为了突破自己一成不变的线描形式，曾拜草书大

师张旭为师，学习书法。他把草书急速奔驰、龙飞凤舞的线条借鉴到绘画中

来，使他画的线由单纯的匀细变为一头粗大一头尖细的“兰叶型”或两头尖细

中间粗大的“莼菜叶型”，既产

生一种变化的韵律，又富有运动

感。用这样的线勾画出的衣褶和

飘带非常漂亮，有一种迎风飘举

的艺术效果，人们把它称为“吴

带当风”。

吴道子的画不仅在唐代极

受人们喜爱，而且在宋、元时

期仍获得极高的评价。后来的  《天王送子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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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小 百 问 百 答 丛 书

自然灾害和战争使大部分建筑物倒塌，他的真迹消失了，但他的绘画风格仍然

影响着后世。他的“吴带当风”，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一绝。

 为什么说《清明上河图》是历史“写真集”？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描绘了北宋时

期，都城汴（ ）京（今河南开封）地区，清明时节赶集的情景，是反映

北宋年间民风、民情、民俗的绘画。张择端是宋徽宗时代宫廷画院的院长。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55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身份

的人物。虽然每个人物仅仅有火柴棍大小，但挑担人弓腰耸肩的姿势、拉车

人吃力的样子、溜达的人闲散的神情、达官贵人高傲的态度……都被刻画得

栩栩如生。画家还画了五六十匹牲畜，其中有驴、马、牛、骡子、骆驼等。

还有20多辆各式各样的车、轿，20余艘不同的船只，30多幢形形色色的房

屋，数百棵姿态各异的树木，无一不刻画得精确细致，真可谓巧夺天工。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艺术珍品，还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宋代人民生活

的真实写照，遂有宋代历史“写真集”之称。

吴道子简介

吴道子，画史尊称吴生，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他是中国唐

代第一大画家，被后世尊称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吴道子的绘画

具有独特风格，是中国山水画之祖师。他创造了笔间意远的山水“疏体”，使得

山水成为独立的画种，从而结束了山水只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庸地位。所画人物

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

“吴带当风”。他还于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世称“吴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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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宋徽宗的书画价值那么高？

宋徽宗赵佶（ ）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

他创造了“瘦 金体”。在政 治上，他昏庸透

顶；但在书法和绘画上，他又精明之极。他

是我国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在书法上也有

建树。他在学习“初唐四家”中的褚遂良、薛

稷，以及另一位书法家薛曜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宋朝书法家黄庭坚的书风，在

楷书上呈现中宫收紧、四周展挺的特点，写出了一手别具一格的好字。他对自己

的字极为欣赏，取名“瘦金书”。因为宋徽宗的社会地位，他的书画价值极高，

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赵佶还利用皇帝的权利，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加

强了绘画、书法的社会教育，编撰了历史价值极高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

《宣和睿览集》和《大观帖》，为我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郎世宁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何影响？

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1715年8月17日作为传教士抵达澳门，

并以“郎世宁”作为名字，开始了他在中国宫廷长达

数十年的艺术生涯。郎世宁具有坚实的素描功底，

描绘人物惟妙惟肖，深得皇帝的喜爱。雍正皇帝胤

禛、乾隆皇帝弘历以及弘历的后妃、子女等都曾由

郎世宁画过肖像。郎世宁对于清代宫廷绘画所 独

有的中西合璧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郎世宁不但自己在宫廷内作画，而且还将欧洲

绘画的技艺传授给中国的同行。他的中国学生多达

10多人，这些画家连同他们的老师郎世宁，在宫廷中

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以往的宫廷绘画，又不同于同时

代的文人绘画及民间绘画的新颖、别致的流派，并

使之成为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主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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