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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其琼夜读佛经

千载壁画意难明，

夜阑青灯读佛经。

炉火微温势将灭，

始解棉衫入寒会。

( 二 十世纪) 五 六 十

年代，其琼临摹壁画，经

常夜读佛经，赋此打油为

念。 孙儒伺 时年九十 ，

甲 午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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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里

仿陆游词自述一生

当年万里苦追求

相伴赴沙圳、|

看泉坎坷寻梦

危崖干窟游

事未就

鬓已秋

(半西游

此生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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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老兰州、|

一九五二年，李其

琼离部队，转与我至西

安相迎相伴返敦煌O

孙儒↑同行年九十

甲午仲夏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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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一李其琼老师和她的绘画

赵声良

多少年前，有 次到李其琼老师家，看到墙上挂着 幅飞天的

|陆摹品，这是盛唐第 320 窟著名的双飞天，但李老师只画了左侧的

身飞天，双手上举， 腿支起， 腿伸直，仿佛正由下往上升腾

而起的样子。深蓝色、明净的天空作背景，彩云在身边缭绕 我

时深受感动，久久地伫立在这幅画前。也许洞窟中的内容太多，

在洞窟里看过多少遍却没有过这种独特的感受。李老师临摹的画中

显然把壁画中残破了的线条与色彩画得更完整了，尤其是恢复了飞

天的项饰和手腕上的手锡那种闪亮的金色，使飞天的形象完备，不

论是飞天的衣纹、飘带还是身边的彩云，那流畅而娴熟的线条 ， 给

人以舒畅而优美之感。那时我正在编辑〈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成

立五十周年"专号( 1994 年第 2 期)，便请李老师提供这幅飞天的

照片，干Ij载于那期的〈敦煌研究〉上。

那以后总喜欢找机会去看看李老师的画。第 329 窟秃顶的乘象

入胎和夜半逾城，画面很大 ， 人物众多，色彩丰富，李老师在画中

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反映出唐代壁画厚重而丰富的色彩，如马和象

身上的大块颜色既表现出历经千年的沧桑感，都没有平枯和板j带之

病。故事主题是庄重的，主要人物是沉着的，而周围同彩云 起飞

舞的天人都是自由的。画面上主人公及所乘象、马之重，与飞天及

鲜花、彩云之轻形成对比!凝重的主题与天空飞舞的轻快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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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28窟飞天李其琼"伍摹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李其琼"伍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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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过李其琼老师画的第 103 窟

山水画，体会到盛唐青绿山水画的特

色。近人"伍摹古画往往以现在的技法

去推想古人，而山水画自五代以后产

生了巨变，宋以后的画家们大多不会

画唐人那种青绿山水画了 O 曾见过某

名家"伍摹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完全

用现代的水墨方法表现，与唐人山水

精神相 1EE十万八千里。而李老师的画

用的是唐人勾勒填彩之法，笔迹严谨

之处，可以想见李思可11 "理深思远"

之风。最近又有机会见到李其琼老师

所绘西魏壁画中的山水，群山之势，

如在舞动，树木相应，稚拙参差，实

在是魏晋山水的真实写照。李其琼老

师最擅长的是画唐代壁画，如第 220

窟整壁的经变画，人物众多，色彩富丽，

规模宏伟而没有丝毫粗糙。其间一个

个菩萨、天人、化生、禽鸟、建筑等，

精细无比，而又华丽灿烂。线描中体

现着唐人"满壁风云力"的意趣，色彩

上更表现着"焕烂而求备"的唐画作

风。唐代菩萨最讲究的是线条流利而

畅达，而现存壁画往往是年久色变，

线条不清，于是"伍摹者就要在这不完

整的线条中找出其相连的关系，从j曼

湛的色彩中找出其真实的色彩关系，

从而通过自己的于绘出来，传达给观

者。虽然"伍摹品要求完备客观地表现



原壁，但如果画家不能首先理解并消化原画的精神，就不能真实地传达原作本来的思想，甚至

还有可能曲解原作意思。这就要求画家一方面要对原作的形象深入观察并融会贯通，然后还要

能用跟原作一样的于法再现出来。这是区别临摹品高下的重要标尺。 所以，有时我们在洞窟里

看到的敦煌壁画原作斑驳无序，而看画家们的临摹品时就能够看到清晰而完整的形象，从这个

意义上看， 1/伍摹品通过画家们的眼和于，帮助我们认识敦煌壁画的本来的艺术精神。如第 323

窟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像，从原壁上看已经模糊不清，而李其琼老师临绘的画中，虽然也保留着

残破的现状，但从线描与色彩"断"与"破"的地方，分明可以感受到"笔断而意不断"的韵

致，从而在我们的眼中形成了完整的形象。这一特点在李其琼老师临摹的第 341 窟的〈胡旋舞〉

等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

李其琼老师还临摹了不少供养人画像和图案画。大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常书鸿

所长提出了进行敦煌壁画专题临摹的方针，使临摹品除了传达古代壁画艺术外，还具有一定的

历史研究价值。从那以后，敦煌研究所的画家们开始有目的地画供养人、图案画、飞天、生活

画等。这些供养人画像中有帝王，有大臣，有普通平民，还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为古代民

族、服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对每一个人物，李其琼老师都画得一丝不苟，尽

量表现出原壁的艺术特征。如唐代供养人用笔不多却神气贯注，色彩华丽而不俗;五代以后的

供养人衣饰繁富，纹样复杂。时代不同而各尽其妙。晚唐第 107 窟的两身供养人像，色彩简淡，

主要以线描画出，长裙的轮廓及衣纹以长长的线条一气呵成，从这绵长而富有活力的线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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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行(纸本彩绘) 日中友好会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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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03窟仿山水李其琼![伍摹

I 004 

可以看出画家雄厚的功力 O

飞天也是画家最爱的题材，李老

师画的北朝飞天线描刚劲，如第 285

窟飞天;隋代飞天(第 419 窟)色彩

强烈;唐代飞天飘带长而柔软，如第

321 窟飞天;第 329 窟窟顶飞天色彩

绚丽而温馨-…曾见过李老师画的第

428 窟南壁的一身飞天，头朝下，足

在上，呈倒挂金钩之势，像一幅小品，

画中飘带厚重\飞天裙子的线条等如

写意画一般不经意地挥洒而出。当

时以为是李老师在临摹之余随于画出

的，后来找来壁画集中的照片仔细对

照，才知道每一笔都是有来历的，更

加认识到李其琼老师已经把敦煌壁画

烂熟于心， ![伍摹用笔已达化境。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在日本

留学期间有幸住在东京的后乐窘，旁

边就是日中友好会馆大楼，楼里的地

下一层大厅里就一直陈列着李其琼老

师画的〈菩萨行〉。这幅画是集中了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菩萨代表作而绘成

的:六身菩萨或侧身于持香炉;或于

托玻璃碗，面含微笑 或持净瓶，欲

言又止。淡雅的色彩上绘有莲花和化

生童子，层次丰富透明状的层层衣饰

表现出精致的花纹，完美而富于动感

的线条体现着音乐般的旋律。这六身

初唐风格的菩萨款款而行，仪态优雅，



浅色的背景与花草点缀出春天般祥和的气氛，使你感到敦煌壁画的至美。〈菩萨行〉体现着李

其琼老师对唐代敦煌壁画的独特领悟，对唐代绘画技法的娴熟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敦煌艺术开始不断地在国外传播，相关展览

也相继举办。 1982 年〈中国敦煌壁画展〉轰动了东京，日本的一些美术馆马上就动了想要收

藏敦煌壁画临本的念头。但那些展品都是老一辈画家们的精心之作，已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

收藏品，当然是不能卖的。经过交涉，敦煌方面答应为他们重新临绘。李其琼临摹第 220 窟〈帝

王图〉成了首选之列，很多日本画家认为李其琼的画甚至已经超过了唐人壁画的水平O 那时，

除了常书鸿先生以外，敦煌研究院的画家们在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没

有任何偏见的O

樊锦诗院长在为〈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而写的〈序〉中说 "看李其琼先生的绘画，

更加深了我们对宏大的敦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临摹复制敦煌壁画是一

项复杂的研究工程，一方面要研究并理解古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画艺术上的特点，

同时更要提升自己艺术技能的修养，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古代画家的水平，才有可能真实地全面

地体现古代艺术的精神。李其琼的临摹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莫高窟第329窟乘象入胎李其琼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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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28窟飞天李其琼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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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道出了敦煌壁画|陆摹的意义和价值。有的人以为|陆摹只不过是照猫画虎，把壁画原

样画出来而已，却不知|陆摹的意义更在于艺术的传承。记得有 次跟李其琼老师谈及这个话题，

我说有不少人还认为临摹是匠人的事，似乎当了画家，便不屑于临摹了。李老师笑了笑说"我

就是 个临摹匠，我从来没有觉得临摹有什么不好。我|自摹了 辈子，可是还感到没把敦煌艺

术把握透。"李老师还跟我说 中国古代画论讲"绘画六法其中就有"传移摹写说明白

古以来的绘画都很重视|陆摹，临摹是传承艺术的重要手段，可惜现在的人不太重视这 点。

我想起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的时候，曾参观过该校举办的 次|陆摹古画展。当时让我非常

吃惊的是包括平山郁夫、东山魁夷、加山又造等著名画家，在年轻时都曾花了极大的工夫临摹

古代绘画，东京艺术大学也把|陆摹古代绘画当作学习绘画的 条重要途径。欧洲的绘画又何尝

不是这样 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都是在学习古希腊罗马艺术中获得灵感，而十八、十九世纪

法国画坛那些重要的画家，大多数都曾到意大利去|陆摹过古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时代大师的作

品。不论是在卢浮宫还是英国国家画廊，我都曾看到画家在专心地|陆摹 些名画。若不通过这

种现场|陆摹，又如何能弄懂那些大师们的艺术造诣呢?

正因为如此，常书鸿先生从法国来到了敦煌， f也就是想通过敦煌艺术的|陆摹研究，培养真

正具有中国民族精神的艺术家。敦煌艺术的研究，也正是由|陆摹壁画开始的，从张大干到常书鸿，

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直到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无不如此。美术研究的 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陆摹。李其琼老师|陆摹了 辈子，她的|陆摹品被认为是既领会了敦煌壁画精神，又在技法上达

到甚至超过了古代画师的水准。

壁画|陆摹，并不等于照相式地复制，如果没有对古代壁画的深刻认识，不知道古代壁画的

笔法与色彩关系，随心所欲地临摹，只会貌合神离。为了临摹好 幅画，李老师常常要详细调

查壁画的佛教内容与时代特征，充分了解古人在创作此画时的思想因素以及相关的技法与风格。

|陆摹者首先要读懂壁画，继而观者又通过|陆摹品来读懂古代的壁画。敦煌壁画已有 千多年的

历史，大部分壁画都有变色、褪色、剥落等现象，即使是在现场近距离观看，普通的观众也不

可能完全理解这些壁画的本来面目。然而，优秀的临摹品却能给我们揭示出壁画的真相，使观

众通过iI伍摹品感受到敦煌艺术的精美。如果|陆摹者没有真正读懂壁画，没有把握古代壁画的风

格特征，又如何能通过|陆摹把古代壁画美好的东西展示给观众?我常常对照画册，仔细玩味莫

高窟第 103 窟的帝王图与各国王子图，第 329 窟的乘象入胎与夜半逾城。这两个洞窟的壁画，

前者是脱落严重，很多线与色彩都看不见了，后者则是变色严重，人物形象大多变成了棕黑色。

而对照李其琼老师的|陆摹品，就会发现李老师虽然也是客观地把壁画斑驳的现状表现出来，但

007 I 



敖始举练| 李其琼绘画集

李其琼在洞窟内临摹壁画

在临摹过程中，她一定看出了那些脱落的地方曾经有过的线条与色彩。因此，她的临摹品总在

给我暗示出那些线条的走向和形体的关系，使我明白了古代绘画本该如此。

唐代人物画富有神韵，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态，都令人感到不可稍作更改 1 那是

线条和色彩的旋律，一根根线条，只要稍有一处疏忽，全画的精神就受影响。李其琼老师的临

摹没有丝毫板刻之病，自然流出的线条，真实地传达出古代绘画的精神。色彩看似随意敷成，

实际与壁画原作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古代壁画的临摹，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底，可能只会是貌合

神离。中国画讲究线描，通过线不仅表现出物象，而且要传达出精神上的东西来。而用软的毛

笔画线，用笔的快与慢、轻与重，都会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受。怎样把握古代壁画的精神实质，

真实地传达出古代艺术的精美之处，这是最能体现临摹若水平的地方O 勤奋的画家们往往会花

很多工夫来练习画线。当我们看到完稿的成品中那些完美的线条与神韵时，有谁想到每一笔都

凝结着画家无数个日子的无数次练习 O 从这部画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是用铅笔的描画还

是用毛笔的勾勒，不论是正式的宣纸上作画还是简单的速写本，甚至是临时找到的一点废纸，

I 008 



画家都随时在记录着她所看到的艺术形式，记录着她对敦煌壁画的调查与认识。有 次李老师

跟我谈起 20 世纪 50 年代"大跃进"时期，白天"大炼钢铁晚上还在洞窟内挑灯夜战。在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很单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情，争分夺秒、尽心尽力地画，丝

毫不敢懈怠，居然还画出了不少上乘的临摹品。李老师说那个时代画出的东西是最好的。我常

常想，人跟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那个时代有的人追赶政治形势，或煌赫 时，或失落 阵。

而李其琼老师两次被打成"右派却依然无怨无悔地日到敦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敦煌艺

术上来。敦煌艺术研究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正是因为有 大批这样的"脊梁"前仆后

继地支撑着这宏伟的事业吗?

|陆摹还有 个特点，就是|陆摹者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当这些优秀的|陆摹品充分展示着敦煌

壁画的辉煌，人们惊叹的是古代艺术家们的杰作，而不会记住这些传播敦煌艺术的工作者。李

其琼老师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这种默默无闻而感到惋惜，

她的 生都沉浸在丰富而美丽的敦煌艺术之中，从而领悟了敦煌艺术的风格与技巧，她用 支

传神之笔，传承着敦煌艺术的精神。

壁画，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是绘画艺术的主要方面，从六朝时代的顾皑之、陆探微、张僧

踩到隋唐时代的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著名画家，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是墙上的壁画。那个

时代的画家与画工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艺术造诣的高低不同而已。而这样的传统在渐渐失传，

以至今人面对敦煌壁画这样的艺术宝库，有着太多的不懂。幸而有 批像李其琼老师这样的美

术工作者在大漠深处钻研古代艺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逐步探索出北朝至唐宋壁画的奥秘，

并通过他们深厚的功力表现出来。

敦煌壁画的绘制技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世界上已没有

多少人懂得这样的画法。几年前我曾经到过印度的阿旗陀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那时看到当

地管理部门也有人在洞窟里|陆摹壁画，让我感到很诧异的是，那位画家是用油画的手法|陆摹壁

画，于是我问他 "古代印度的画家会采用这样的方法画壁画吗? "他摇了摇头。我说 "那你

为什么不用你们自己传统的办法临摹，而要用欧洲人的方法|陆摹呢? "他说"那是古人的画法，

现代人不会。"我突然想起印度曾经有较长的时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难道他们已经把本民族

的传统失去了?

而在中国，古代壁画的传统不也是已经失传了吗?直到 20 世纪常书j鸣先生创办了敦煌艺

术研究所，才不断地有 些画家们努力地研究探索敦煌壁画的技法。张大干、王子云、关山月

等画家们都曾用自己的方法来|陆摹，但七十年来，真正把握了古代壁画技法，从而能够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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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北朝、隋唐乃至宋元壁画风格的，也仅仅是段文杰、李其琼等为数不多的几人。说他们

是古代壁画艺术的传人， 点也不为过。

在李其琼老师家里，曾见过李老师画的 幅风景画，题为〈春〉大面积的黄色，令人想

起沙漠的景色，近处的树枝还没有长叶， 根根枝梢向着天空，仿佛是飞天身上那些长长的飘

带 那种灵动的线条。远处却有片树林，飘动着淡绿的光影，正是萌萌春意。

这幅画简洁淡雅，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正反映了李其琼老师那淡泊宁静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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