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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古 风

最近，尹泓的专著 《飞天意象研究》就要出版了。消息传

来，我非常高兴，应约撰写此文，以示祝贺!
“飞天”① 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梦想。如果追溯

这个梦想，有实物可证的历史至少也有 7000 多年了。就是说，

人类从“想飞”到 “能飞”再到 “飞天”，经历了 7000 多年的
历史。

这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飞天史。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之
后，便采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人与物比较的方法，“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②，来观察和认识周
围的事物。因此，原始人类从观察鸟类开始，就拉开了人类梦想
飞天的大幕。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思考人类、鸟类与天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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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飞天，是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它主要有两个义项: 一是狭义，指善于飞翔
的夜叉，称为“飞天夜叉”，又简称“飞天”; 二是广义，泛指由乾达婆、紧那罗和
飞天夜叉等混合而成的众多飞神形象。他们不分男女，食香散花，能歌善舞，喜欢
飞翔。后来，由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敦煌学和佛教
艺术中又特指敦煌壁画中的飞神形象。在本文中，笔者仅取“飞向天空”的意思，
简称“飞天”，泛指人类对于天空的向往、探索和飞行的一切文化活动，包括原始想
象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和科学的，等等。

孔颖达: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册，杭州: 浙江
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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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一直探索“想飞” “能飞”到 “飞天”的问题，逐渐在
人类生存的困境中形成了关于飞行的智慧和能力。人类经过了近
万年艰苦的上下求索，创造了一部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飞天文
化大史。在这部飞天文化大史中，包含着崇鸟的、神话的、宗教
的、艺术的、科学的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实际上，每个时期的飞
天文化内容都是丰富多彩的。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崇鸟时期，只要
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在那些遥远的原始鸟崇拜的文化活动
中，已经萌芽着多元的文化种子。诸如古埃及人的鹰崇拜，古希
腊人的鹫崇拜，古代中国商部落人的玄鸟崇拜等①。在这些原始
鸟崇拜中都孕育着神话的、宗教的和艺术的文化元素。同样，在
后来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和科学的飞天文化中，也都是相互
渗透、相互包容和相互重叠，其文化内涵是非常复杂的。这样就
形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飞天文化大史。其实，飞天只是一种文化
表象，在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对于自由和超越的
不断追求。

这是一部中外交融的人类飞天史。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看，
人类之所以作为一个生命的 “类”别存在，就肯定有许多相同
的地方。从主体看，人类的身体结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等，
诸如五官四肢、七情六欲、直立行走等，是大致相同的; 从客体
看，人类的生存环境，诸如日月星辰、山原河海、春夏秋冬、草
木鸟兽等，也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人类有大致相同的进
化史、发展史、文化史。譬如全球各大洲的原始人类基本上都经
历了石器时代，都会制造和使用陶器等。这些已经被大量的考古
发现所证实。但是，具体的、局部的和特殊的生存环境，诸如东
半球与西半球、北方与南方、热带与温带、平原与沙漠、大陆与
海岛等，又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随着生存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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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岑家梧: 《图腾艺术史》，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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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人类与鸟兽一样，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局部流动和大迁徙。
这又带来了人类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看人类的飞天文化，就清楚了很多。譬如古埃及、古印
度、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飞天文化，都经历了崇鸟时期、神话时
期、宗教时期、艺术时期和科学时期的历史过程。再譬如佛教的
飞天、基督教的天使和道教的飞仙等，便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随
着人类迁徙、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各国的飞天文化在传播中
不断交流融合。大致说来，有两条主要路径: 一是亚历山大东
征，沟通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随后，在犍陀罗王
国形成了希腊式的犍陀罗佛教，创造了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融合
的典范。譬如原来印度神话中的飞神都没有翅膀，这时出现了长
着翅膀的飞神。二是随着印度佛教从犍陀罗到西域再到中国内地
的传播，希腊、印度和中国的艺术元素融合，产生了新的飞天形
象。譬如公元 3 世纪，一批中亚移民将犍陀罗佛教艺术带入西域
的楼兰国。1989 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楼兰东南面的米兰Ⅲ号
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处绘着天人的壁画。天人是一位穿着红衣的
当地男性形象，背后长着两只翅膀。这是西方天使双翼与东方楼
兰人像的巧妙融合。在藏传佛教中，也有一个长着双翼的神祇
———三头六臂的护法神金刚橛。同样，敦煌飞天形象的渊源也比
较复杂，有着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化血统，是艺术的混血儿。
总之，通过中外飞天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两种基本的 “飞天”
模式: 一种是西方文化的 “飞天”模式，标准形象是长着双翼
的男性小天使。这是爱神式的飞天，其中洋溢着阳刚型的日神精
神。另一种是中国文化的 “飞天”模式，标准形象是衣带飘扬
的女性小天仙。这是嫦娥式的飞天，其中洋溢着阴柔型的月神精
神。

飞天是梦想与现实的交响曲。人类在现实中是不会飞翔的，
但是在梦境中却能够自由飞翔。笔者就有过多次飞翔的梦。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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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是读大学时做的一次飞翔梦: 深夜，月光明朗。我在空
中飞翔，飞过了田野，飞过了山头，飞过了河流，飞啊，飞啊，

欢畅极了，终于飞到了家乡。村庄里安静无人。我一边飞，一边
俯视地面熟悉的道路、树木和房屋，正在寻找回家的路时，忽然
醒了。这时感到十分遗憾，又想回到梦境中去，但是回不去了。

因此，原始人类渴望像鸟类那样飞翔，也许做过很多飞翔的梦。

但是，他们感到很神奇，还以为自己成神了，才编出许多飞翔的
神话来。① 其实，早期的飞天是人类的梦想，宗教和艺术只是从
梦想到现实的过渡，只有进入科学时期，人类才真正地将飞天梦
想变成了现实。譬如基督教的天使、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

他们可以单身飞翔，也可以多身飞翔。现在，人类穿着滑翔衣也
能够自由飞翔，可以单人飞翔，也可以多人飞翔，还可以进行花
样飞翔表演。古时候有 “嫦娥奔月”神话，1969 年 7 月 21 日，

美国宇航员乘坐 “阿波罗 11 号”宇宙飞船，成功地登上了月
球，将“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2012 年中国首位女航
天员刘洋等人，乘坐神舟九号飞船，携带着 《嫦娥奔月》画像
石拓片②一起飞天，在太空中遨游了 13 天。古代神话中，牛郎
乘坐牛皮飞到了天河边上，如今美国研制的 “航行者一号”宇
宙飞船即将到达银河边缘。在古代神话和宗教中，有 “天宫”
“天堂”和“天国”等，如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将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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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陕北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将会做飞翔梦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坏
的，被称为“夜黑子” ( 其实是民间百姓对于“飞天夜叉”的称呼) ，常在夜里飞到
别人家去偷抱婴儿。第二天，被夜黑子偷抱去的婴儿就会哭闹不停，甚至患病。另
一种是好的，被称为“探吉子”，专门追赶夜黑子，阻止其干坏事。这可能是一种史
前梦文化的遗留。

《嫦娥奔月》画像石是于1964 年3 月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关一座东汉末年墓中
出土的，141 厘米 × 60 厘米，构图完美，形象生动，内涵丰富，具有代表性，被定
为国家一级文物。1999 年 3 月被入选《汉画像石》特种邮票发行。该画像石拓片被
放在编号为 SZDZ － 9 － 04 的搭载包装袋里，放入神舟九号飞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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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送上天空，这些飞机便成为一个个飘浮在天上的 “宫殿”，共
同构成了天国世界。人们可以在天上工作、生活。再往遥远的天
空看去，还曾有 13 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太空空间站在轨飞
行，曾先后有 440 位宇航员在 “天宫”里长期生活、工作。所
以，尽管大家都知道神话和宗教是虚幻的想象，但是如果没有
“嫦娥奔月”的神话，又怎么会有后来的“阿波罗登月”呢! 人
类思想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正如俗话所说，只怕想不到，不怕
做不到。心有多大，天也就有多大。

飞天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继续发展。在艺术方面，“飞天”成
为现代各类艺术创作的题材。主要作品有: 诗歌如林染的 《敦
煌飞天歌》、蔡桂林的 《炎黄飞天梦》和卿瞳落雪的 《梦中飞
天》等; 小说如陈勤的 《双飞天》、沧月的 《飞天》、赵磊的
《飞天》和跃千愁的 《飞天》等; 歌曲如含笑演唱的 《飞天》
( 席时俊作词，万军谱曲) 、谭晶演唱的 《飞天》 ( 小虫词曲)
和凤凰传奇演唱的 《飞天》等; 乐曲如徐景新、陈大伟的民乐
合奏《飞天》等; 舞蹈如 2008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
《飞天》等; 电影如王小棣导演的 《飞天》、王珈导演的 《飞
天》和文谦导演的微电影 《飞天》等; 动画片如法国的 《飞天
仙子》等; 绘画如张大千的 《飞天》、杨晓东的 《飞天》、赵栗
辉的《飞天》和霍秀峰的 《双飞天》等; 至于城市雕塑和广告
设计艺术的《飞天》就更多了。由此看来 “飞天”题材的艺术
创作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科学方面，中国继续打造 “登月
工程”，并进一步完善“天宫一号”空间站的建设; 美国发射的
“航行者一号”经过了 37 年的太空飞行，即将冲出太阳系，向
着银河系前进。这标志着人类已经完成了近空飞行的任务，正在
朝着远空探测的方向发展。

以上内容是当年我指导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的一些想法。现
在，将其写出来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完成这篇序文的任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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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尹泓提供一点参考; 二是向学界的同行们汇报，也向研究
“飞天”问题的专家学者们请教。由于我对于“飞天”问题缺乏
专门的研究，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指导博士生，在学位论文选题方面，主要从学生本位出
发，提出四个基本要求，就是有兴趣、有积累、有价值、有前
途。所谓有兴趣，是指学生对于所选题目一定要有学术兴趣。这
样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时间和精力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所
谓有积累，是指学生对于选题有较多的阅读、思考和资料搜集。
因为，博士阶段的三年学习时间十分紧张。其中各门课程的学习
需要一年半时间，学位论文的开题准备需要半年时间，最后一年
时间要撰写 10 多万字的学位论文并完成答辩。同时，还要撰写
3 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如果平时没有一些学术积累，仅仅
用半年时间的阅读、思考和资料搜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要
求学术积累工作从入学后就开始做，甚至可以与硕士阶段的学习
相衔接。所谓有价值，是指有学术价值。这个要求是最基本、最
重要和最关键的。所谓有前途，是指学位论文的选题有可持续研
究的学术意义。我常对学生说，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好像挖矿。有
时一个选题挖下去，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小，不够一篇博士学位论
文的量，不好; 有时一个选题挖下去，刚够作一篇博士学位论
文，也不理想; 最理想的选题是发现了一个含藏丰富的金矿，完
成博士学位论文后，还可以持续研究 10 年或 20 年，直至在学术
上搞出一点名堂来。

尹泓是我指导的第四位博士生。她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是符合以上要求的，因而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她对于这个问题有
着十分浓厚的学术兴趣，也有较多的学术积累。她在南京师范大
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了与本选题有关的阅读、思考和研究
工作，撰写了题为《嫦娥奔月神话原型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后，我们较早地确定了该学位论文的选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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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支持她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从 “嫦娥”扩展到 “飞天”
研究。她很快地完成了由硕士到博士的角色转型，进入了研读与
积累的学习状态，并在 《民间文化论坛》和 《中州学刊》上发
表了与本选题相关的论文。至于后边两个要求，即有价值和有前
途，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尹泓为人淳朴，是一位肯吃苦、敢追求、有能力的好学生。
她对于自己的学位论文写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除了听课之外，
几乎从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里。两年多来，扬州大学图书馆和文
学院资料室里凡是与其选题相关的图书资料，她几乎都看遍了。
有些资料找不到，她就去南京等地的图书馆里去寻找。为了能够
获得更加直接、丰富的资料，她还远赴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进
行实地考察，并虚心向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请教。因此，她的资
料搜集工作做得非常扎实，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关于这个特点，读者可以从该书的引文、参考文献和附录
《敦煌莫高窟飞天图像统计表》中略见一斑。

关于该书的学术质量，我作为尹泓博士的指导老师，不便于
作具体评论。我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两点: 其一，这是一部图文
并茂、内容丰富和力求创新的学术专著; 其二，当年参加该论文
评阅和答辩的专家学者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尽
管该书的论域已十分开阔，以敦煌莫高窟为核心辐射到全国各
地，再辐射到印度、日本等国家; 以敦煌 “飞天”为核心，由
图像、文学到哲学，建构了一个较为系统的 “飞天”文化体系。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飞天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因此，
希望尹泓能够在该书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和研究，在不久的将来
再拿出新的学术成果来。

2014 年 10 月 5 日于扬州湖东阁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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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是佛教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出现的装饰性艺术形象，
也是敦煌壁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艺术。自 20 世纪敦煌藏经
洞发现以来，飞天随着敦煌艺术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佛教石窟，完
成了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转变。从国酒 “飞天”茅台、中
国电视剧政府最高奖的 “飞天奖”到各种现代装饰，飞天被广
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
飞天的这一变化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意象的视角介入，将飞天置于
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具体地说，本书从广义的飞天概
念出发，在中国文化的广阔视域中，以 “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关
系”为核心，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飞天的源流及其
命名问题; 第二，飞天图像作为意象的表现性问题; 第三，飞天
图像与嫦娥奔月神话两种不同符号形式的比较问题; 第四，飞天
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借用中国古典美
学的“象”“言”“意”三个范畴来结构全文: 在对飞天概念的
溯源辨流之后，分别从壁画中的飞天图像、文学中的嫦娥奔月神
话，以及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三个方面来考察飞天，挖掘
飞天的中国文化基因，探究飞天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

本书认为，作为精神自由符号的飞天与中国文化的 “游”
“乐舞”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构成这些一致性的哲学基础则是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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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于中国文化中 “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飞天以自由为核
心内容，凸显的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弘扬，即主观的合目
的性; 同时，这一形式也体现出中国文化以客观的合规律性为旨
归的对于圆融与和谐的追求。飞天与中国文化的默契是其成为中
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也是其走出敦煌，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
术转变的原动力。

本书对于飞天意象的跨学科研究体现了转型期敦煌学研究的
大趋势。作为个案研究，本书是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具体尝试。
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敦煌
艺术的内涵。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本书对于飞天意象的
研究，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敦煌艺术的再生研究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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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飞天是佛教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出现的装饰性艺术形象，

也是敦煌壁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艺术。这种形式在敦煌莫高

窟从最早的北凉时期洞窟就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元代，在不断

的丰富发展过程中，形成我国特有的飞天艺术。因为飞天在敦煌

壁画中的流行，已成为敦煌艺术的标志。目前，随着飞天艺术的

蓬勃发展，飞天形象已经走出了敦煌，成为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

化的一个经典符号。

对于飞天的研究自２０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从未中

断。早期多为鉴赏性介绍，学理性研究始于２０世纪中叶。从学

术文献来看，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于１９４９年出版的专著 《飞天艺

术》是早期学理性研究的代表著作。目前国内对于佛教壁画和雕

塑中的飞天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进入２１世纪，飞天在应

用领域的发展推动着飞天艺术研究的深入。飞天正在成为新的研

究热点，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国内的飞天研究

国内关于飞天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萌芽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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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前）、发展期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繁盛期 （２１世纪以来）

三个阶段。

１．萌芽期的飞天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国内的敦煌艺术研究刚刚起步，此时

的飞天研究尚处于萌芽期，人们对于飞天艺术的了解也仅限于敦

煌壁画中的飞天。

国内的飞天研究萌芽于人们对于敦煌石窟艺术的关注。敦煌

壁画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吸引了徐悲

鸿、张大千等国内知名画家。他们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在各地举

办画展，使藏于深闺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为世界广泛认知。飞天

作为画家们喜爱的艺术形象，随着敦煌艺术得以传播。１９４８年，

宗白华参观敦煌艺术展览后感慨万千：“天佑中国！在西陲敦煌

洞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我们的艺术史

可以重新写了！我们如梦初觉，发现先民的伟力、活力、热力、

想象力。”①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活跃于壁画间的飞天集中

体现了宗教艺术中凝聚的华夏民族的热情与活力。对于飞天，宗

白华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时曾有论及，他认为与西方绘

画 “团块”相比，飞动的线纹最能代表中国绘画的特色：“中国

艺术的形象的组织是线纹。由于把形体化成为飞动的线条，着重

于线条的流动，因此使得中国的绘画带有舞蹈的意味。这从汉代

石刻画和敦煌壁画 （飞天）可以看得很清楚。”② 这里将飞天作

为 “以线绘画”的典型形式与 “飞动”之美的典范。美学家对于

飞天艺术的充分肯定召唤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为飞天研究的发

２

①

②

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著 《美学散步》，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５页。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著 《美学散步》，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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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埋下了伏笔。

２．发展期的飞天研究

（１）总体性研究的兴盛

关于飞天的系统学术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时期的

飞天研究主要以敦煌飞天为对象，以总体性的 “大而全”式研究

为主，初步建构了以审美研究与源流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格局。其

间的代表性论文如常书鸿、李承仙的 《敦煌飞天》①、谭树桐的
《敦煌飞天艺术初探》②、段文杰的 《谈飞天》③ 与 《飞天———乾

闼婆与紧那罗———再谈敦煌飞天》④、陈允吉的 《敦煌壁画飞天

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⑤ 等，都以总体性研究见长。

发展期的飞天研究的代表人物当推常书鸿、李承仙、谭树桐

和段文杰。常书鸿、李承仙的 《敦煌飞天》介绍了飞天的来历及

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认为秦汉前后中国美术的发展、敦煌特

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传统是敦煌飞天产生的大背景。文中关

于飞天的定义、敦煌飞天的数量规模、飞天在敦煌壁画中的流变

及其与中国绘画传统的关系等，对于飞天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谭

树桐的 《敦煌飞天艺术初探》从美术史的视角对敦煌飞天的艺术

特征做了初步的探讨。该篇文章认为飞天有广、狭义之分，“飞

动”之美是飞天的核心，其飞动的气势、韵律、意趣不仅体现于

线条的流动性，也表现在造型、着色和笔墨整体风格上。飞天艺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常书鸿、李承仙：《敦煌飞天》，载 《舞蹈艺术》１９８１年第４期。本书最初
为画册 《敦煌飞天》（中国旅游出版社编，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序言。

谭树桐：《敦煌飞天艺术初探》，《１９８３年全国敦煌艺术讨论会文集》（石窟
·艺术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段文杰：《谈飞天》，载 《飞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段文杰： 《飞天———乾闼婆与紧那罗———再谈敦煌飞天》，载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陈允吉：《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载 《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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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同社会生活、民族传统、中外交流、时代精神有着密切联系，

汉至唐乐舞百戏发达，丝织技术成熟，以及民族的艺术方法与审

美理想构成敦煌飞天艺术的基础。段文杰的 《飞天———乾闼婆与

紧那罗———再谈敦煌飞天》运用插图展示了敦煌飞天形象、姿

态、意境、情趣、形式、风格的千年演变。其文章通过对飞天图

像演变的梳理，认为敦煌飞天是佛教飞天和道家的羽人、西域飞

天和中原飞仙等多种艺术因素融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

民间绘画的线描造型的特色。上述论文尽管研究视角与侧重点不

尽相同，但皆以敦煌飞天为研究对象，以历时的风格变迁描述与

源流传承梳理贯穿审美意蕴的分析。这种集源流研究与审美分析

于一体的范式，构建了飞天研究的基本格局，成为后来的飞天研

究绕不开的定式。

与上述以敦煌飞天为主体的研究形成互补的是对于各地飞天

的关注，云冈、大足、金塔寺等地的飞天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

域，如顾森的 《从云岗飞天谈中国对变形艺术的欣赏习惯》①、

刘晓白的 《大足飞天试析———兼与敦煌飞天比较》②、张总的

《北朝金铜佛像背光飞天分析》③、赵思有的 《金塔寺悬塑飞天漫

议》④ 分别论及了各地的飞天。

（２）以舞台艺术为主导的应用研究

飞天在应用领域的实践起步较早，且成效显著，其中舞台艺

术领域的实践尤为突出。敦煌舞台艺术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家对于

敦煌壁画中舞蹈元素的发掘与开采。其中，高金荣对于飞天舞的

４

①

②

③

④

顾森：《从云岗飞天谈中国对变形艺术的欣赏习惯》，载 《美术》１９８３年第５
期。

刘晓白：《大足飞天试析———兼与敦煌飞天比较》，载 《敦煌研究》１９８８年
第４期。

张总：《北朝金铜佛像背光飞天分析》，载 《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

赵思有：《金塔寺悬塑飞天漫议》，载 《丝绸之路》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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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具有代表性。１９８１年，她在甘肃省艺术学校开设 “敦煌舞

基本训练”课程，设计了包括手姿、手臂、单脚形态和琵琶道具

组合的舞姿训练课，编写了 《敦煌舞基本训练教材》，创编了

《妙手反弹》《千手观音》《大飞天》等教学剧目，使敦煌舞蹈艺

术日趋体系化。① 她的研究实践为飞天艺术在舞台上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３．繁盛期的飞天研究

２１世纪以来，飞天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与发

展期相比，２１世纪飞天研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①专家、专著

的大量出现；②具体研究的全面展开；③应用研究的多元化；④
飞天的经典化趋势日益显著。

（１）专家、专著的大量出现

２１世纪飞天研究的专家当推郑汝中、赵声良两位学者。他

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飞天研究，２１世纪以来相继出版了关

于飞天的研究著作。郑汝中在１９８９年的 《敦煌壁画乐伎》② 一

文中论及了飞天乐伎，１９９５年的 《飞天纵横》③ 对飞天进行了全

面的研究。２１世纪以来，他又有一系列论著问世，诸如：《中国

飞天艺术》④、 《飞天画卷》⑤、 《飞天艺术纵论》⑥、 《飞翔的精

灵》⑦ 等。其中大型画册 《中国飞天艺术》以图片的形式较为完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９

～１１１页。

郑汝中：《敦煌壁画乐伎》，载 《敦煌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郑汝中、台建群：《飞天纵横》，载 《美术史论》１９９５年第３～４期。

郑汝中、台建群主编：《中国飞天艺术》，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郑汝中、台建群主编：《飞天画卷》，《敦煌石窟》全集１５，香港：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２年版。

郑汝中：《飞天艺术纵论》，郑汝中著 《敦煌壁画乐舞研究》，兰州：甘肃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郑汝中：《飞翔的精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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