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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敦煌艺术走出佛教殿堂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石窟) , 

从四世纪创建，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一千余年

的连续开凿，虽遭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保存五百五十余个洞窟，五万多平方米壁画和两千

余身彩塑，是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艺术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凝结了一千余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艺术才能。已故敦煌艺术家常书鸿先生曾说"创造敦煌艺术的并非是统治者和文人才子，

而是历代僧俗大众和贫苦的民间画师、画工、塑匠。"因此可以说:敦煌艺术是平民创造，被大众

喜爱的艺术。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人们信仰佛教，佛教文化普及，佛教艺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的通俗文艺。唐代就有"家家拜观音，人人念弥陀"的俗语民谣。随着时代的变迁，佛教的衰败，

佛教文化在普通大众心中陌生，敦煌石窟壁画内容令今人费解，敦煌艺术才变成了一种远离人

民，高深莫测的学问。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四万五千余件遗书文献和文物，其数量之大，学术价

值之高，震动了全世界学术界。曾经在历史土辉煌数代，后因丝绸之路中断，被冷落、遗弃了数

百年的敦煌石窟艺术，也因此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从此，在世界上便开始了一股研究敦煌遗

书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热潮。经过八十余年来的学术研究，世界上便出现了一门新兴的世界

性学科→一敦煌学。

敦煌石窟在中国，敦煌学诞生在中国。近年来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对广大群众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学术专业性很强的"禁地"。尽管高深

的学术论著发表了不少，高价的艺术画册出版了不少，但人民大众对那些高深的学术论著，高

价的艺术画册望而生畏。敦煌艺术围于少数专家、学者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和弘扬。

敦煌艺术既然是平民创造，被大众喜爱的艺术，今天我们除了做好研究工作，还有一个很

重大的任务:就是让敦煌艺术走出佛教殿堂，向人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让人民大众认识敦

煌文化艺术的灿烂与辉煌，从而继承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的优秀民族传统，使敦煌文化艺术回

到人民大众身边，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为此，我们编绘了这套《敦煌壁画白描

精萃》丛书，按照敦煌壁画的基本内容分为: <<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飞天》、《敦煌乐

伎》、《敦煌舞伎》、《敦煌图案》、《敦煌供养人》、《敦煌动物画》、《敦煌故事画》、《敦煌山水花木

画》、《敦煌社会风俗画》等十一个专辑。每本专辑前面附有一篇概述，简介了这一辑名称的定义

由来，以及这一专辑的基本内容和时代特点，使没有去过敦煌的读者也能了解到敦煌艺术的基

本知识。这套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集知识性、实用性、鉴赏性、资料性为一体，图文并茂、雅俗共

赏。既可为从事美术研究、美术创作和工艺美术工作者提供一套借鉴敦煌艺术的资料书，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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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读者提供一套了解、鉴赏敦煌艺术的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编绘者都是敦煌研究院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多年的老专家和中青年美术工

作者。丛书的最大特点是忠于原作，是编绘者利用多年的临摹经验，经过大量研究工作所绘制

的，并非信手素描。这与从前已出版的各种敦煌白描书，有较大的区别。每幅白描图都注明了

在号和时代。读者既可作为研究资料使用，又可作为借鉴创新使用。

敦煌石窟是一座具有五万余平方米壁画艺术的博物馆，若把这些壁画按两米的高度连接

起来，可以形成二十五公里长的艺术画廊。要从这样巨大宏伟的艺术画廊中，编绘一套全面、系

统的敦煌壁画白描分类丛书，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套十一个专辑的《敦煌壁画白描精

萃》约有一千五百余幅白描，编绘篇幅如此浩大，内容如此丰富的敦煌壁画白描丛书，在我国尚

属首次，也是我们一次大胆的尝试。由于经验不足，加上时间仓促，调查不够全面，只选绘了部

分内容，有的专题尚无编绘，许多更精美的作品尚无选绘，因而这套丛书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之

处，恳请诸位专家、学者、前贤以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

编者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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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图案概述

关友惠

敦煌图案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装饰于建筑(石窟本体及其木构窟

檐)、塑像与壁画，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立形态。图案与壁画、塑像、建筑的关系，可以说，

没有图案装饰，壁画就不完整，塑像就不算完成，整个石窟艺术就缺乏一个完整体。图案同

整个石窟艺术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与风格。了解它的特点和

演变规律，对于今人继承这部分遗产，美化社会生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北朝图案

这里说的北朝是指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统治敦煌地区的时期，其时约当公元 420 年

前后到 581 年。

北朝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初发期，整个艺术形态都呈现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互映的艺

术特色。图案亦是这样。

北朝石窟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中心塔柱式"和"覆斗形顶式"。中心塔柱式石窟平面纵

长方形，窟顶后部为平顶(即平棋)，前部为起脊人字式顶。窟中央有一方形立柱，方柱四面

凿盒供佛。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木构庙堂建筑与印度"支提式"石窟(即窟中立塔)相

混合的窟形。窟内的图案也都是为着这一特有的建筑形式分布的。窟顶后部即是模仿平棋的

图案，窟顶前部即是模仿起脊屋架的材、棒、斗棋及其彩绘的图案，斗棋下的竖条边饰即示

意立柱，四壁下部的边饰即表示横彷。佛金图案上为桶，侧为柱。窟内一切图案都具有鲜明

的建筑特色。北魏之后，中心塔柱式窟逐渐演变为覆斗形顶窟，即石窟平面方形，窟顶如一

倒斗形状，正壁凿一盒供佛。窟形的变化，先期那种连续方井式的平棋图案，也演变为单一

方井式的藻井图案，窟顶与四壁的边饰也失去建筑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装饰了。

北朝图案简练鲜明，纹样种类少，形象单纯，组合也不复杂。同一纹样反复连续即为边

饰，几种边饰相联，中置一莲花纹即为藻井。纹样主要有莲荷纹、忍冬纹、几何纹、云气纹、

祥禽瑞兽纹等。莲荷纹是我国传统的纹样，战国时已用于器物装饰，秦汉时已装饰于建筑。在

佛教艺术中则有特定的含义。莲花净洁溢香，是佛国净土的象征，在佛教艺术中是至圣庄严

的纹样(参见第 9 页图)。忍冬纹是我国各地北朝石窟通见的一装饰纹样，北魏木构建筑，织

物刺绣中都有应用。在敦煌石窟中非常丰富，有单叶波状、双叶分枝、四叶连锁等多种(参

见第 10 、 11 页图)。几何纹在我国彩陶上已普遍应用，汉代织物上已织成色线彩锦。在石窟

艺术中，内地石窟尚未见到，新疆石窟中也很少见。敦煌石窟则极为丰富，有方格纹、斜方

格纹、菱形纹等多种(参见第 12 、 13 、 14 页图)。云气纹是我国传统纹样，战国漆器，汉代

织锦应用已至纯熟。在北朝石窟中，仅见手敦煌石窟(参见第 14 页图)。祥禽瑞兽纹有龙、凤、
虎、猴、孔雀、羁鹉、长尾鸟等。多与忍冬纹组合画于人字披的橡间(参见第 21 、 29 页图〉。

另外，还有光焰纹、鳞甲纹、散点花草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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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吁案纹饰的主要特点是造型简洁鲜明。如忍冬纹，它虽是各地北朝石窟中通见的一

种纹样，而在莫高窟则显得格外突出。造型简洁朴实，自由活泼，变化多姿 o 多以三瓣或四
瓣植物叶形，利用正、反、俯、仰的变化，设计了一个像剪纸、影画那样简练鲜明的形象。它

既不同于大同云冈石窟雕刻中的忍冬边饰那样华丽，也不似新疆石窟壁画中忍冬边饰那种强

调凹凸变化，不露空地的繁缉式样。而是以一个单叶忍冬纹样作基本单位，不论组成单叶波

状、双叶藤蔓分枝、四叶连琐式样，其 1Wu 视叶状的形象和结构脉络总是那么清晰完整。在土

红色底衬托之下，给观者以单纯、朴实的美惑。又如几何纹，它只是用不同斜度的线组成不

同的几何形状，利用"数"的变化规律，相间填色，使简单的网状，变现出丰富多采，如织

锦批华丽的纹饰 o 再如云气纹，它不同于忍冬纹和几何纹，是以各自固有的形象与格式表现

其面貌特征，而是用连续 S 形曲线形成的韵律动势，显示其形象特征的。它没有也不需要有

具体的固定不变的形象，要表现的只是其变化莫测的流动气势。

作为石窟图案总体构成的窟顶平棋装饰，亦显示着简洁、鲜明这样的特点。各窟平棋装

饰都集中了窟内各种纹样，繁简虚实配合，构成一个统一整体装饰。平棋由若干个边饰组成

的方井联结而成，每个方井均为两重套叠，井，与比较宽大、中置一大莲花，莲花如大车轮状，

是平棋装饰的主体。井内套叠方井的边饰比较窄小，饰以疏简的纹样，是在土红色底上用单

色一挥而就，点划分明.自由洒脱。方井四角画飞天或莲花，与井心莲花相照应。方井外围

是以几何纹、忍冬纹、云气纹连接成的带状边饰，边饰比较宽大，纹样绘制也较细致。整体

平棋以土红色为基调，配以绿、白、黑色纹样，显得质朴、庄重，气势壮观(参见第 17 、 18

页因)。

平棋是集全窟所有纹样于一体的总体装饰。与之相反，佛主的金楠、佛像的背光则多是

用单一纹饰的。金才市多以忍冬纹为主，中间穿插莲花、童子或禽乌、伎乐天人等。这里的忍

冬纹即是荷叶，莲荷纹金门即佛国净土之门(参见第 25 页囤)。佛背光多以光焰纹装饰，表

示佛身放射金光(参见第 27 页图)。装饰纹样单纯醒目，装饰的内容与形象也得到完美的统

壁带边饰与平棋、金捕、佛背光又不同，它没有特定的内容和建筑需要的平稳感。所有

的边饰都以忍冬、几何、云气三种不同的纹样和颜色的小段边饰相问连续而成。直线几何纹

的规整，曲线云气纹的流动，弧线忍冬纹的活泼，构成具有强烈节奏感的装饰美。

上文已经指出，北朝石窟图案装饰和石窟的仿木构塔庙建筑性是密切相关的，是殿堂塔

庙建筑彩绘装饰在石窟的反映。实物已无从见到，但文字记述却详实具体。《洛阳伽蓝记》说，

永于寺的佛殿"形似太极" (皇宫正殿) ，自然这是皇家的寺院，敦煌石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但石窟顶部彩绘的平棋、模塑的材木屋架等仿殿堂建筑性却是明显的。平棋套叠方井中置莲

花，正是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说的"圈渊方井，反植荷菜"藻井装饰的延续。平棋

边饰中的龙、风、虎纹，人字披棒间的孔雀、猴子等祥禽瑞兽纹，与鲁灵光殿天花上雕刻的

"奔虎"、"虫L 龙"、"朱雀"、"猿抗"等飞禽走兽装饰也是一脉相承的。人字披棒子上彩绘的锯

齿垂角纹，也是模拟秦汉宫殿建筑土"金红"部件的纹饰。由云气纹、忍冬纹、几何纹连接

成的边饰，其形象与永宁寺门楼建筑装饰"国以云气，彩画仙灵，列钱青蝶，赫奕华丽"也

极相似(参见第 14 、 19 、 29 页因)。石窟图案用色与木构殿堂建筑装饰也很相似，如斗棋，立

柱边饰、藻井与平棋边饰均为土红色底，平棋外围的边饰、壁带边饰则以朱、绿、白三色相

间作底色，表现了传统殿堂建筑的"朱柱"、"丹檀"格式和用朱绣、绿玉、白银、黄金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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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色调。

古人多把装饰奢华的宫室殿宇比做"紫宫"、"仙境"而总观北朝石窟图案装饰，却都在
模仿着木构殿堂建筑。它如同寺院佛殿在外观及其内部装饰上模拟宫室建筑一样·是借其雄
伟、壮丽的外观与奇花异草、珍禽怪兽的装饰表现佛陀的至圣尊严。所谓建筑"不斗士不丽，不

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 (何晏((景福殿赋>>) ，正是北朝石窟匹军极力

效仿木构殿堂建筑装饰的目的。

二、隋

隋代是一个历经三百年动乱分裂后的大统一朝代，大统一带来南北文化艺术的大汇集与

发展。随着丝路贸易的畅通，也带来了与西亚文化的交流。这在丝路咽喉重镇的敦煌石窟里

也得到反映。隋代图案装饰在北朝图案旧底上，进一步吸取中原汉传统文化艺术与新来的西

亚风格艺术，绘制出崭新图案。内容丰富，变化多端，形象纤细秀丽，性格自由活泼。各窟

图案不见依样仿制，因陈抄袭。只有相互吸取益妙之处，善用巧思独创，颇有争奇斗艳之势，

很有生气。

前文已经说过，石窟图案装饰的部位分布是和窟形密切相关的。隋代石窟主要是覆斗形

顶窟，其图案装饰以窟顶藻井为代表，其装饰纹样具有鲜明的织物感。佛盒榻饰与边饰的时

代形象个性也很鲜明。依次分述如下。

藻井，依其方井结构和井中心纹样可分为五类，即方井套叠藻井、盘茎莲花藻井、飞天

莲花藻井、双龙莲花藻井、大莲花藻井。方井套叠藻井是北朝平棋图案的遗风，只保留着方

井套叠框架的结构，井内纹样却有了多种变化。如隋初绘制的第 305 窟方井套叠飞天莲花藻

井，井内的莲花中心设计了一个三兔纹样，三兔只有三只耳朵，却把三只兔子联成一个整体，

使三兔相互尾追，旋动不已。方井角隅画翼兽与飞天，井外有华丽的垂慢，慢裙翻转，如风

动口当。这里把佛教中的莲花飞天与汉文化传说的神怪异兽混合了起来，先期的忍冬纹变得纤

细秀丽。显示出北朝建筑性的平棋装饰向隋唐具有织物特征的藻井(华盖)过渡期的特点

(参见第 32 页图)。又如第 380 窟的方井套叠藻井，井内为一旋动的大色轮，轮中坐一童子。

色轮可视为变形莲花，有"莲花童子"义;亦可视为法轮，有"法轮常转"义。这种方井套

叠藻井，不仅与北朝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两者在设计上也各有创新。盘茎莲花藻井，是隋

代独有的一种藻井，其特征是井内为一八瓣大莲花，莲花周围盘绕变形茎蔓忍冬纹，纹样倾

向自然形态。如第 397 窟藻井，井内大莲花中亦有三兔纹，盘绕莲花的茎蔓分枝上又各有一

小莲花，向、背、仰、俯各有变化。井外有圆形联珠纹、忍冬纹、白珠纹三道边饰，长大的

三角纹垂慢也很精美(参见第 33 、 36 页图)。又如第 314 窟藻井，井内大莲花周围的茎蔓莲

花上，四角各画一伎乐童子，井外边饰不再是同一纹样的反复连续，而是把不同样式的小花

一→圆形、方形、四叶、八角形等组合成边饰，或是以若干方格连成边饰，格内画种种纹样。

这类藻井还出现在第 311 窟、第 390 窟、第 405 窟诸窟，但设计各不相同。飞天莲花藻井，井

心都较宽大，大莲花周围画若干飞天绕莲花飞翔。第 407 窟的藻井，井心涂天兰底色，画四

飞天、二童子、二和尚绕莲花飞翔，抛洒香花(参见封面彩图)。第 401 窟的藻井，井心归为

翠绿底色，画四伎乐天、四翼兽绕莲花飞翔，井外边饰为翼兽联珠纹。这类藻井装饰已超越

了窟室的空间，举首高望感到空旷辽阔。双龙藻井，是在莲花两侧画二龙作戏珠状，藻井四

周画十六飞天撒花奏乐。内外呼应，有强烈的动感(参见第 35 页图) ，这类藻井延续到初唐。

大莲花藻井，井内只画一朵大莲花，或四角隅配一角花，井外边饰层次较多(参见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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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这类:革井简练清新，它的结构框架对唐代藻井装饰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总观隋代藻井、

装饰.没有程式，形象斩颖，千变万化。可谓各逞其思，各有其妙。

ì柑与 1ft 饰亦如藻井，表现出自由活泼的特色。主据装饰内容仍沿袭着北朝的"莲花童

子"但已由北朝的单纯、壮丽而变得丰富、繁丽、秀美。且各窟金相装饰个性显明。有的以

叶纹为主，遍地铺开，不留空地，莲花童子隐于叶纹之间。有如壁纸、花布之美(参见第 44

页巴I )。有的以突出莲花童子形象，童子各执乐器，自己以小荷叶纹，上部光焰纹涂以青绿金朱，

极尽装饰 f丹国圣 j竟之美(参见第 43 页图)。童子莲花纹是隋代图案中最为活跃的纹饰，在金

榻上是邵样运用自如，铺展在长达 7 米的屋脊上，作为边饰也是那样精美。纹饰做茎蔓波状

展开，每一分枝上置一大莲花.莲花中有一伎乐童子或一摩尼宝珠 o 茎蔓上又有若干小莲花，

花有蓓苦、有初绽、有盛开，向背仰俯各有变化 o 色彩以墨绿为底.粉红、茶褐为花，浅绿

及褐为叶，白粉勾线，显得真实自然，富有生气(参见第 39 、 40 页图)。

联珠纹进饰是隋代新出现的一种纹样，其源于波斯，随着丝路贸易文化交流传入中国。北

朝时.四域高昌(今吐鲁番)联珠纹丝织物已经流行。隋代，莫高窟的画师们方始把这种织

物上的纹样:是饰于佛窟里。不论其二方连续组成边饰，或四方连续装饰衣裙，其环状联珠形

象始终如一。或在环内画骑士符猎，或在环内画对马、翼马。莫高窟画师把环内改画为莲花，

四口十、六口十、八叶各种小花，使西亚纹样与佛窟装饰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参见第 45 、 46 、 47

页 l~ )。

天宫凭栏纹饰是一种特定边饰，画在窟内四壁上部。在北朝石窟内是天宫伎乐的凭栏装

饰(如今之高楼阳台) ，平台作凹凸状，凭栏画以条形砖和方形花纹砖。具有鲜明的建筑性。

北周迄陪，天宫消失，使乐天人也变为飞天，凭栏的建筑性也随之消失，而变为以植物纹装

饰的边饰。雨师信手画去，不拘一格，纹样中也常加画些动物形象，使纹饰更为丰富生动

(参见第 26 、 41 、 42 页因)。

陀代;年1 案是丰富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短暂的繁荣使一切都带有一种过渡性。入唐之

后，石窟[冬It 装饰也进入了另一新时期。

二、唐

唐代 JE 敦煌图案发展的成熟期，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致都超越了前代。圈案有藻井、边

饰、国光(背光)以及壁画建筑装饰、器物纹饰、衣裙纹饰等。纹样有莲花、卷草、团花、几

何纹、祥禽瑞兽纹等。就其时间、内容和形式，它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时期六个阶段。

初唐前期诸窟罔案，主要是藻井。有二种:一种是大莲花藻井，井心画一大莲花，井外

边饰甚少，形象比较单纯。基本是隋代图案的延续。另一种是井心画石榴葡萄纹，纹样为十

字戎米字形与困环套叠格式(参见第 52 、 54 页图) ，是初唐出现的一种新纹样藻井。

切唐后期 i者窟图案，主要是藻井和边饰。藻井井心比较宽大，井内大莲花多以桃形莲瓣

纹与云头纹、叶形纹组合而成，花形成放射状(参见第 57 、 56 、 59 页图)。井外边饰层次较

少，纹样以卷草纹、半团花为主。多数藻井没有垂慢。边饰有卷草纹、团花、半团花。卷草

纹花叶纤细，叶纹微卷，茎蔓多由云头长叶连续拼接而成。团花多以桃形莲瓣纹与云头小叶

组合而成。花中多留空地，纹样显得稀疏。总观初唐图案纹样，形象秀丽活泼，色彩明朗，富
有洒脱传逸的神韵。

盛唐前期诸窟因案，主要是藻井、边饰和固光。纹样的组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藻井

作为窟顶部华盖形式，其结构格式已基本定型，即由井心莲花、井外边饰和垂慢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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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心莲花层次繁缉华丽，富有富贵宝相气(参见第 62 页图)。井外边饰纹样以卷草、团花、半
团花为主，垂慢纹样简略。卷草纹变为多茎多叶，花叶首尾相连，叶纹翻转卷曲，日渐繁丽。
展开即边饰，环形即困光。团花纹层次增多，形象丰富，有桃形莲瓣团花、多裂叶形团花、圆

叶形团花以及三种花形混合组成的团花。是团花最为丰富的时期。此外，还有菱形纹、龟甲

纹边饰(参见第 68 、 69 、 70 页图)。

盛唐后期诸窟图案，仍以藻井和边饰为代表。藻井井心较小井心莲花呈团形(团花)。

井外边饰层次增多，纹样以大团花、大菱格纹为主，以及百花蔓草、半团花、多瓣小花、小

菱格、方胜、方壁、龟甲纹等。垂慢嗖珞玲咕，非常华丽(参见第 71 页图)。此时由于部分

佛盘内屏风画的出现，占据了塑像圆光的壁面，圆光图案也渐少了。边饰中出现了百花草纹，

花形自然多变，叶短、肥、圆，围绕花朵铺展。尔后中唐流行的茶花纹即脱胎于此(参见第

72 、 73 页图)。团花、卷草纹逐渐规范化，几何纹较前增多。此期图案给人以庄重、稳定、严

谨感。

中唐诸窟图案，是继盛唐图案之后向前发展的又一高峰。以茶花纹、祥禽瑞兽纹为其特

征，装饰于藻井、圆光和边饰。佛盒顶部的平棋图案，也是此期一大特点，其四周边饰已如

藻井，纹饰以石榴卷草、回纹、菱形纹为主，间有小团花、方胜纹、云头纹。卷草纹变为叶

形宽大，少茎蔓，夹画频迦鸟的新纹样(参见第 86 、 87 、 95 页图)。

晚唐诸窟图案，基本上是中唐图案的延续。藻井图案程式化了，井心纹样仍以祥禽瑞兽

莲花纹为主。边外边饰有卷草、团花、回纹，但较前简化了。图案纹样中，卷草纹由于装饰

的部位不同，也各有变化。各大型窟背屏上的凤鸟卷草纹，颇有盛、中唐之际的气势，藻井

中的卷草多与石榴、茶花纹相组合，经变画之间窄小的卷草纹，多无茎无花，只是叶纹自身

反转卷曲连续。繁简各异，是其特征(参见第 88 、 98 、 101 、 103 页图)。

唐代图案是丰富的，然而也是单纯的。言其丰富，是指唐代二百余窟，窟窟图案各不尽

同，纹样变化万千，可使观者眼花缭乱，难以辨析;说其单纯，是指其母体纹很简单，结构

规律雷同一般。它像魔术师的戏法，简单的母体纹变化着千姿百态的花朵。现就母体纹形象

及其组合简析如下 z

母体纹是指构成图案的最基本的小纹样，主要有忍冬纹、卷瓣云头纹、叶形纹和圆珠纹。

忍冬纹沿袭于北朝，有原形、有变形;卷瓣云头纹始见于隋，有单头、多头、椭圆;叶形纹

是唐初出现的新纹样，有多裂叶、圆形叶、长形叶;圆珠纹始见于北周，有串珠、环珠(参

见第 50 页困〉。除圆珠纹外，都是植物纹，在外形上都具有困、弧形状的特征。也就是说，它

们在构成图案的类别和形象都具有相同的基础，组合成的单位纹样是非常协调统一的。

单位纹样是由母体纹组合而成的复合纹样，主要有桃形莲瓣纹、云头莲瓣纹、叶形莲瓣

纹、石榴卷草纹。由于时期不同，其形象也有早晚的差别，一般地说，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然

后又化繁为简这样的变化过程。

桃形莲瓣纹是由两个忍冬纹相合而成的，外形如桃子，剖面似未开之花蕾。隋代已见其

雏形。唐初，有的在内中加画若干小圆点，成为绽开的石榴。这类纹样内，多以叶形纹、云

头纹为花莓，组成完全的桃形莲瓣形象，是唐代前期图案中构成莲花纹样最基本的单位纹样

(参见第 51-1 页图)。

云头莲瓣纹多是由云头纹与叶形纹组合而成，外形椭圆，两端回卷如花蒂，托以叶形花，

是唐代前期图案中构成团花的最基本的纹样之一。在总体构成中，也可以成为联结单位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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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饰(寺见第 512 页国)。

口十形莲册纹是依其自身的变化成为多种形象.有多裂叶形、圆叶形、方叶形、卷叶形。可

以为花，也可以做叶。因叶形莲瓣是唐代前期莲井井心莲花构成的基本纹样，方形莲瓣是唐

代后期回花构成的基本纹样(参见第 51-3 页因)。

石榴卷草纹是由长叶形纹、忍冬纹、云头纹合成的纹样，有的纹样中夹画一石榴纹，是

卷草纹的基本单位纹样。初唐花形舒展，主叶叶端甚尖。盛唐花形饱满，口十端较园。唐后期

花形繁丽，宽叶遍布，叶端平卷(参见第 51-4 页图)。上述是常见的几种主要单位纹样。

单位纹样组合的形式大致可归为二类，即圆形适合纹、带状连续纹、四方连续纹。

圆形适合纹，主要是藻井井心纹饰和部分困光纹饰，一般都是由多种纹样混合组成。同

一纹样组成的不多 o 回形适合纹样结构有两种，一是十字或未字形结构式，另一是辐射状结

构式。两种结构也都是把一个正圆形划分为或四、或 I\. 、或十二等分，纹样由中心向外作层

层扩展分布。十字或米字形结构式都是均齐式散点布局，以茎蔓串联，纹样与空间保持等量、

规整的状态.纹样简洁大方，布局结构稳定中又见流动(参见第 49 、 63 、 67 页图)。辐射状

结构式是把各种单位纹样作环形状联成一个整体，纹样由中心向外作层层扩展。其实辐射结

构也是由米字形结构式发展而来的。这种因形适合纹样，在唐前期多为放射"离心"状，如

层层绽放的花朵，唐后期多为收合"向心"状。圆形适合纹样组合样式是比较多样的，有以

桃形莲瓣纹为主，配以云头纹混合组成的，有用单一叶形纹组成的。从纹样组合结构看，有

的是各层纹样上下大小套联，左右相错移位，使两者之间又形成一种复合纹样，相互结成网

状，纹样层次繁缉华丽。有的是纹样层层相错重叠，结成横向网状，纹饰成为一个完整的团

形。有的是用同一纹样作环形联结成一个适合纹，外沿向内收合，使纹饰具有稳定感。这里

的纹样组合 jJ 结构格式密切相关，不同类别的纹样组合，有不吁的结构格式，不同的结构格

式又服从具体的纹样类别形象。而新的结构格式又使一些不适应的纹样消失，适应的纹样得

到变化发展。

带状连续纹，主要有散点、波状、几何、叠鳞几种不同的结向格式。

散点连续纹主要是因花边饰。即一条带状边饰由若干团花作等距排列，成散点状。有的

是一个整回花纹样单位连续，有的是一个整团花与两个半圆形团花相间排列的"一整二半"连

续，有的是两个半圆形团花错位排列的"半叶半"连续。不同的连续格式则表现出不同的形

象。单蚀一个整四花排列的，出现圆环连续。"一整二半"排列的，出现连锁形连续。"半对

半"排列的.出现波状连续。半团花外形不规则的.或三角形、或梯形、或多角，纹样空间

则出现不 luJ 折线变化的节奏感-一三角形空间的急骤跳动，梯形空间的短节奏平稳运动，多

角形空间的缓慢流动，构成一种稳定中又见活泼的基调。(参见第 55 、 64 、 71 页图)。

波状连续纹，主要是卷草纹边饰。有自由式和规则式两种。自由式的花形作自由散点布

局，以茎蔓作溃状串联。规则式的花形作等距定位，以茎蔓作波状分枝回卷式连续。唐代前

期这两种卷草自母都不具有波状特征，自身也不能连续，向成波状连续主要靠茎蔓。没有茎

蔓卷草就连续不起来，也不能成为波状 o 为了加强波状感，多是在色彩处理上，依茎蔓波状

把边饰分成两半不同的 1点哇，使之产生连续不断的流动感。唐代中期，卷草叶形长大，分布

稠峦，自由式卷草翻转卷曲，首尾相连，自身具有一种连续波状流动感。规则式卷草外形多

呈扁二角状.上下相 tfj 排列，花形之间自然形成一带波状空间。这时期卷草纹的茎蔓只起着

格律装饰的作用。唐代后期卷草发展到了顶峰，自由式卷草波状起伏翻卷，连续不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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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卷草更为规整划一，波状节奏也渐平缓(参见第 60 、 92 、 100 页图)。

几何连续纹，有方璧纹、方胜纹、菱形纹、回纹、龟甲纹等。这些都是用直线组合的纹

样，单位纹样只有一个，反复连续，不留空地。纹样自身不产生节奏变化，它的变化主要借

助不同色彩相间的变化，使规整的连续纹呈现出等距跳跃，轻重不同的节奏韵律感。

叠鳞式连续纹，是一种同一花形反复连续纹，借助色彩表现节奏变化 o

四方连续纹。即一组纹样向四面扩展伸延。这类纹样主要装饰在佛盒的顶部，结构为棋

格式，格内为一大团花。棋格式的骨架与圆形的莲花形成一种平正、安定、稳固感。它应是

一种"建筑性"的装饰(参见第 96 页图)。

窟内整体装饰之构成，即石窟本体装饰图案在窟内的位置、作用及其相互之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窟内图案装饰主要是窟顶藻井、四壁边饰、佛像圆光等。它们都有特定

的部位、形式和内容。观者走进佛窟的时候，迎面最先看到的是佛金内的佛、菩萨像以及盒

口边沿，佛像衣饰、圆光的华丽装饰，继而环顾四壁经变画及其花边装饰，再仰首举目看到

了覆斗形窟顶中心的藻井。藻井集中了全窟所有的装饰纹样，集全窟图案之大成。

藻井处于窟顶中心最高处，井心向上凸起，井外四面向窟顶四坡展开，四角与下垂四坡

的边饰相接，四坡边饰又与四壁上部的边饰相联，构成了支撑石窟的骨架结构。藻井则是骨

架(边饰)的总领。没有四壁宽大边饰的支撑，各壁结合部就会产生不稳定感，同时没有藻

井的提领，各部边饰的衔接也觉得不牢固，没有统一整体感。为了使图案与石窟得到更好结

合，纹饰分布也是有选择的。如四壁边饰，不论时代早晚，纹样之变化，多是以卷草纹作为

主要纹饰的，因为卷草纹有着完整的连续性，可增强石窟整体稳固感。有少数窟窟顶四坡边

饰中也间有菱形纹、叶形叠鳞纹，但却很少有团花纹。相反，在金口外沿总是多用团花纹，少

用卷草纹;而金口内沿又多用卷草纹，少用团花纹。因为团花有着它自身规正庄重的形象，装

饰于盒沿外面，可增强佛盒的庄严感;卷草纹有华丽的形象，装饰于金沿内面，与金内华丽

繁缉的采塑和壁画结成一个完整体，可增强盒内的富丽感。同时也使四壁的卷草纹与金口内

沿的卷草纹在窟壁布局土有了正、侧、隐、现的变化。

圆光图案是塑像头背身后的装饰，因为佛、菩萨、弟子人物不同，装饰纹样也有分别。菩

萨头光多用卷草纹，配以半团花或桃形莲瓣纹;弟子多用团花;佛头光多用桃形莲瓣纹和团

花，背光多用卷草纹。这些纹样使菩萨形象显得高贵华丽，弟子形象更觉端庄持重，佛的形

象更为尊贵庄严。

藻井图案自西魏起至隋进行过多次的探索，唐代为了找到一种完美的形式，也有多种的

尝试。如前所举第二组诸窟藻井，井心都比较宽大，井外边饰层次少，有的藻井也不画垂慢。

其重点在于对井心莲花的表现。井外边饰层次多少大小，纹样选择，匠心很少，纹样组合也

是平排并列，整个藻井显得比较平静，还没有表现出藻井(华盖)应有的纵深节奏感。第四

组诸窟藻井，井心都比较小，井外边饰层次较多，其重点在于对边饰层次的设计。边饰都是

自下(外)向上(内)作仰视阶梯式排列，即越下越宽大，越上越窄小，在视觉上感到越高

越远越窄小，具有实体透视感。边饰纹样以团花为主，菱形纹或龟甲纹次之，再辅以小团花，

或半团花，小方胜纹或方璧纹等。纹样内外呼应，大小相通，构成强烈的秩序感。同时也有

一些窟的藻井边饰，采取宽窄相间，主次结合有节奏的排列法，其纹样主要是团花、菱形纹

和百花草，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方圆相间。团花空间的平缓流动，菱形色块的跳跃循环，百花

草密集的平静舒展，构成一顶(幅)纵深有强烈节奏，横旋有平缓韵律的完美藻井(华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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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五、第六组藻井，井 I~' 大小适中，井外边饰宽窄相当，纹样以卷草、回纹、菱形纹为

主。边饰之间，界以较宽的叠晕色线，边饰层次只是宽---窄一一宽一一窄平缓的铺设，也

没有横向点、线连续的变化，是一个清静淡雅的装饰画面，藻井图案由盛唐之高峰转向了另

一个高峰。

四、五代西夏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纷争，北宋时期与辽金战争不断。敦煌曹氏地方政权孤处一隅，与中

原交住受到限制，敦煌石窟艺术也只是晚唐的延续，并形成一些地方特点。诸窟图案主要是

藻井、服饰和地毯纹饰，纹样以祥禽瑞兽纹、卷草纹为主，间有回纹、白珠纹等。曹氏是敦

煌的最大统治者，他们家族建造的佛窟，其规模之大超越前人。窟内藻井装饰气势宏伟，井

心莲花中或塑戎绘，多是团龙、彩凤。井外边饰多绘凤乌卷草纹。窟内供养人画像，身高超

人，女像衣裙亦画祥禽瑞兽花草纹。足下地毯多为卷草纹或团花纹。他们如此重视龙凤纹样，

其目的是象征统治者政权的神圣尊严(参见第 107 、 108 页图)。

西夏于公元 1036 年占据敦煌后，继续在石窟内绘塑佛事，窟内图案装饰以藻井、窟顶团

花最为突出。藻井莲花中亦多浮塑龙纹，有团龙、双龙、五龙、丹凤四龙，可谓龙的图案世

界。窟顶四坡遍画团花，团花多以单一纹样组成，有云纹团花，叶纹团花，有尖瓣、圆瓣、方

瓣。有如壁纸般的单纯规整之美(参见第 110 、 111 页图)。

敦煌石窟艺术的创造历经千年，在四百多个石窟里留下了难以数计、美如花朵的图案彩

绘 O 这是古代无数匠师们的妙手神笔描绘的花朵，是先人们聪明智慧的结晶。她在过去千年

的艺术长河中，曾吸引着无数人们入窟赞叹膜拜，愿她今天能吸引更多的人们，并走出石窟，
为美化人们的社会生活献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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