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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ral paintings of Qude Temple in Gongga not only have high artistic value, but also integrate Chinese elements on a large scale 
for	the	first	time,	breaking	the	previous	tradition	of	Tibetan	art	dominated	by	the	Indo-Nepalese	style,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art from Himalayan art style to Chinese style in the 17th century, that is, the green landscape style of 
Tibetan	painting	today.	The	mural	of	the	temple’s	main	hall	on	the	first	floo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tory	of	Buddha	and	the	story	
of	Ruyi	Fujimoto.	Compared	with	the	Tantric	painting	on	the	second	floor,	 its	requirements	for	Tibetan	Buddhist	painting	rituals	
are	more	relaxed,	so	it	provides	more	creative	space	for	painters.	This	paper	takes	the	Buddhist	paintings	of	the	first	floor	hal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Sin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mural paintings of Qude Temple in Gongga, and 
probes into the Chinese cultural genes behind the mural pain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aesthetics, focusing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mural paintings through the painting content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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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贡嘎曲德寺壁画中汉藏文化元素交融
其俊加

西藏大学，中国·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贡嘎曲德寺壁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首次大规模融入了汉地元素，打破了此前西藏艺术以印度一尼泊尔风格为
主导的传统，最终促成17世纪西藏艺术由喜马拉雅艺术风格转向汉风，即今天所见青绿山水式西藏绘画风格。该寺一层大
殿壁画主要以佛传故事和如意藤本生故事为题材，相较于二层殿堂的密宗绘画，其对藏传佛教绘画仪轨的要求较为宽松，
因此为画家提供了更大创作空间。文章以一层大殿佛传绘画为研究对象，分析贡嘎曲德寺壁画中汉藏文化交流的元素，从
艺术与审美角度探讨其壁画背后的中华文化基因，重点通过绘画内容及艺术特点对这些壁画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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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贡嘎曲德寺概况

贡嘎曲德寺
①
（གོང་དཀར་ཆོས་སྡ་དགོོན）又称多吉丹寺（གོང་དཀར་རོ་་ྡ་གདོན），通常被称为贡嘎寺（གོ

ང་དཀར་དགོོན），是萨迦派寺院，逐渐成为卫藏地区传播萨迦派密法的主要道场。寺内壁画

数量多且保存完好，绘制年代明确，艺术性极高，是寺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贡嘎曲德寺由宗巴·贡噶南杰
②
（་ོང་་་་ོ་དགད་འ་་ྣམན 1432—1496）于 1464 年创建，寺

院的建筑风格参照印度的多吉丹坛城。寺院整体布局中，主殿位于中央，北侧为贡桑孜，

东侧为仁钦岗，南侧为贡堂，西侧为哲蚌，此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贡嘎曲德寺主殿的

外形呈现十字金刚坛城的结构，四周分别有小佛堂围绕，后殿则采用了藏族早期建筑样

式，为四柱面积的建筑。殿内主供释迦牟尼佛，其佛像内珍藏着大学者嘎亚达热的头盖

骨。此外，还有八大弟子、父母两尊、帝释天王及大怖畏二尊护法神像。

寺院中层楼为八柱金刚神殿，顶层则是十六柱的喇嘛拉康，主供贡嘎曲德寺创建者

宗本·贡嘎南杰的灵塔。
③
此外，寺内还存有各种金、铜制成的佛像、噶当派佛塔以及

大量的旧唐卡。据《寺志》记载，
④
喇嘛拉康的上层壁画绘画了千佛图，堪称神变之殿；

此外，寺院后殿绘有释迦牟尼十二宏化（སོོ་་དའ་་མད་་་་བ་ག་འསན）的壁画，大殿四周则是释迦

牟尼佛本生故事壁画。这些壁画均出自贡嘎钦孜钦莫（་ཁྡོ་་བྡ་ཆྡོ་་ོན）的真迹，也是钦则派

留下的唯一作品，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在西藏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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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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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贡嘎曲德寺概况

贡嘎曲德寺
①
（གོང་དཀར་ཆོས་སྡ་དགོོན）又称多吉丹寺（གོང་དཀར་རོ་་ྡ་གདོན），通常被称为贡嘎寺（གོ

ང་དཀར་དགོོན），是萨迦派寺院，逐渐成为卫藏地区传播萨迦派密法的主要道场。寺内壁画

数量多且保存完好，绘制年代明确，艺术性极高，是寺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贡嘎曲德寺由宗巴·贡噶南杰
②
（་ོང་་་་ོ་དགད་འ་་ྣམན 1432—1496）于 1464 年创建，寺

院的建筑风格参照印度的多吉丹坛城。寺院整体布局中，主殿位于中央，北侧为贡桑孜，

东侧为仁钦岗，南侧为贡堂，西侧为哲蚌，此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贡嘎曲德寺主殿的

外形呈现十字金刚坛城的结构，四周分别有小佛堂围绕，后殿则采用了藏族早期建筑样

式，为四柱面积的建筑。殿内主供释迦牟尼佛，其佛像内珍藏着大学者嘎亚达热的头盖

骨。此外，还有八大弟子、父母两尊、帝释天王及大怖畏二尊护法神像。

寺院中层楼为八柱金刚神殿，顶层则是十六柱的喇嘛拉康，主供贡嘎曲德寺创建者

宗本·贡嘎南杰的灵塔。
③
此外，寺内还存有各种金、铜制成的佛像、噶当派佛塔以及

大量的旧唐卡。据《寺志》记载，
④
喇嘛拉康的上层壁画绘画了千佛图，堪称神变之殿；

此外，寺院后殿绘有释迦牟尼十二宏化（སོོ་་དའ་་མད་་་་བ་ག་འསན）的壁画，大殿四周则是释迦

牟尼佛本生故事壁画。这些壁画均出自贡嘎钦孜钦莫（་ཁྡོ་་བྡ་ཆྡོ་་ོན）的真迹，也是钦则派

留下的唯一作品，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在西藏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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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服饰及服饰纹样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所呈现的人物服饰，除藏族传统服

饰外，还描绘了中原和蒙古服装样式。壁画中常见中原服饰

的元素，如云肩、幞头和通天冠等。此外，蒙古样式的服饰

也有所呈现。例如，在一层咕噜拉康（གུ་རུ་ལྷ་ཁང་།）北壁《如意藤》

（དཔག་བསམ་འཁྲི་ཤིང་།）本生故事第 106 品“金甲本生”中，人物所

穿的服饰具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除服饰样式外，壁画中人

物服饰上最具辨识度的元素是汉式“寿”字纹。汉地传统上

以“寿”纹象征健康长寿，尤其在明代，寿字纹有了篆体“长

寿”字纹和圆形寿字纹等常见样式，成为典型的汉地吉祥文

化象征。此类“寿”字纹多次出现在贡嘎曲德寺不同地点和

不同故事壁画人物服饰中，如在贡嘎曲德寺一层咕噜拉康北

壁《如意藤》本生故事第 102 品“狮子本生”中，在展示众

人感恩焚化狮子和大象尸体的画面里位于右上角的人物所

穿服饰上便有明显的“寿”字纹。在《如意藤》本生故事第

103 品“喜丸本生”中，展现天城与全刚两国兵戎相见的画

面中， 士兵所穿衣服上也绣有“寿”字纹。“寿”字纹的运用，

充分展现了贡嘎曲德寺壁画人物服饰上的应用，充分展现了

贡嘎曲德寺壁画创作时期，汉藏之间存在服饰文化上的深层

交流与互鉴。 

3 贡噶曲德寺壁画中建筑与建筑装饰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的建筑与建筑装饰，融合了显著

的中原特色，不仅展现了歇山顶建筑形式，还包括朱红色院

墙以及木质的“栏杆”做成的横栏或隔断等。这些建筑元素

充分体现了汉地建筑风格。在壁画中的人物活动场景所呈现

的建筑也具有明显的汉地风格。例如，贡嘎曲德寺一层转经

道内壁北壁佛传故事——兜率天弥勒授记画面中，人物活动

的建筑呈现了典型的汉地歇山顶式建筑，配有朱红色的院

墙、廊柱、层叠式拱形瓦片和瓦当，与汉地同期建筑高度一

致。此外，壁画中的一些建筑中则呈现了汉式建筑特有的桃

廊设计，并采用了类似内地建筑的围护设施——半人高的屏

风和稍高的柱子连接形成矮墙。在另外一部分建筑中，还可

以看到具有浓厚汉地气息的木雕镂空窗户设计。此外，在

描绘山林中人物活动场所的壁画中，出现了汉地特有的茅草

屋，同时草原上的蒙古包也在壁画中有所展现。以上建筑元

素的展现，展示了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交流，尤其在贡嘎

曲德寺壁画创作时期，汉地和藏地建筑风格相互借鉴、互为

影响。

4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的植物图像及种类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的植物图像大多趋向写实，使画

面中的植物与现实中的植物形态十分相似。西藏地处高原，

拥有独特的地理风貌，植物种类丰富，但由于高海拔与气候

的限制，许多植物难以在西藏生长。但贡嘎曲德寺壁画中，

描绘了大量来自内地的植物，如石榴、桃子、山楂等水果，

还有中原地区常见的松树、竹子、白桦树、梅花、海棠、牡

丹、莲花，以及兰花等花卉。在西藏绘画史上，莲花图像自

明代以后经历了风格的变化。当莲花图像最初从印度传入藏

区时，其风格较为朴素且写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明

清时期，莲花的图案逐渐演变为具有装饰性的风格，表现为

尖叶大辫、左右对称，并用卷草纹绘制莲辫外形。最终，这

种图式演变成富贵华丽的牡丹图案。在贡嘎曲德寺壁画中，

莲花与牡丹图像的结合，已经显现出这种风格上的交融和变

化，呈现出一种超越传统、融合多元风格的趋势。 这种植

物图像的演变，不仅展示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也体现

了贡嘎曲的寺壁画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发展。

    一层赤增康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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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中，莲花与牡丹图像的结合，已经显现出这种风格上的交融和变化，呈现出一种超

越传统、融合多元风格的趋势。 这种植物图像的演变，不仅展示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

影响，也体现了贡嘎曲的寺壁画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发展。

一层赤增康殿（དྲི་མཚི་ཁི་）门外壁北铺的萨迦白衣三祖之索南孜摩（བསོདིཚ་སིརྩི་ོ་）图

像上方，垂下来的装饰绶带中的三朵“缠枝莲”纹样，展现了莲花图案演变的过程。中

间的莲花保持了传统的尖瓣花瓣形态，而上下两朵莲花的花瓣则转变为具有连续波浪的

牡丹花瓣。这一变化体现了莲花逐渐向牡丹图样转化，或两者相互融合的现象。这种演

变反映了藏族装饰艺术在内地文化艺术影响下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过程。
①
随着藏族传统

装饰图案与内地文化艺术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藏族的思想、情感及审美意识发生了变化。

一些原本属于藏族的本土装饰图案在吸收内地艺术元素后，发生了变异，逐渐变成具有

内地文化特色的装饰图案。这种跨文化的艺术交流，展示了藏族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也吸纳并融合了外部文化影响，推动了其艺术风格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5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动物的画法及绘画风格

贡嘎曲德寺中动物的画法深受汉地绘画风格影响，尤其在描绘马和狮子时，展现了

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此处举寺内壁画中马与狮的画法为例。马与狮都是汉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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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异，逐渐变成具有内地文化特色的装饰图案。这种跨文

化的艺术交流，展示了藏族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吸纳

并融合了外部文化影响，推动了其艺术风格的不断发展和

创新。

5 贡嘎曲德寺壁画中动物的画法及绘画风格   

    贡嘎曲德寺中动物的画法深受汉地绘画风格影响，

尤其在描绘马和狮子时，展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

此处举寺内壁画中马与狮的画法为例。马与狮都是汉藏地区

绘画中的代表性动物，且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地位。

马自古以来是人类驯养的重要动物，尤其在茶马古道和茶马

互市的背景下，马在汉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互动中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在贡嘎曲德寺壁画中，马的绘制风格受到了

汉地绘画的深刻影响，马的姿态、细节和比例都展示了汉地

画法的精细与写实。这种风格体现了汉藏文化在艺术领域的

互动与影响。

    另一方面，狮子是西藏的外来动物，历史上，西藏

并没有狮子这种物种。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西域安息国

王向中国献上了第一头狮子，从那时起，狮子的形象才逐渐

在汉地流传，并逐渐影响到绘画与雕塑艺术。西藏的狮子绘

画风格也在此背景下受汉地风格影响，狮子的形象开始融入

西藏的艺术表现中，在贡嘎曲的寺壁画中得到了体现。 

贡嘎曲德寺中马的画法十分道劲，这种风格既体现了

钦则画派的特色，也受到宋元明时期汉地画风的深刻影响。

钦则画派素以表现动物怒相而著称。在贡嘎曲德寺壁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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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表现方式既展示了钦则画派的传统，也吸收了汉地的绘

画技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具体而言，在殿内一层传经道内壁北壁佛传故事之北

门遇沙门以及佛传故事之东门遇老中的几幅画作中，存在几

处明显受汉地笔法影响的马之画作。在这些画作中，最突出

的汉地文化的影响体现在马的外部装饰和细节处理上，尤其

是马前挂的红缨。红缨的绘制饱满圆润、色彩艳丽，呈现出

汉地绘画中常见的细腻与生动的特点。此外，马的身体在运

动时所表现出的流动感也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

觉，流动感与装饰性相得益彰，这种风格亦是汉地画风的显

著特征。

   贡嘎曲德寺壁画在绘制马的手法上，确实受到了唐代

及五代后梁等汉地画作的影响。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田》

和五代后梁画家赵岩的《调马图》均展现了相似的红缨形

象，这种装饰性红缨在贡嘎曲德寺的马图中也有出现，显示

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紧密性。除红缨外，壁画中马具与马辔的

设置也与汉地的鞍马配置十分相似，进一步体现了汉藏之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已渗透到艺术表现的各个层面。在绘画的

手法上，这两处的画法采用相对简洁的颜色，仅使用了白、

红、黑三种颜色，其中白色占主要部分，整体色彩搭配简练

却又充满生机。这种简约的用色手法恰恰突出了画师高超的

技艺。尤其在马的肌肉线条和运动感的表现上，几笔勾画出

马的轮廓与力感，体现了画师细腻的观察力和高超的绘画技

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马腿的绘制。简拙清润，用笔精

工，线描细劲严谨，剖画细致，画笔下的骏马膘肥体壮，昂

首抬腿，举步欲行，细劲圆润、柔和富丽。这种手法与元代

画家赵孟頫所绘之马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马背与马尾的鬃毛

绘制上，寺内的画师同样体现了汉地影响，尤其在毛发的飞

动与处理上，用笔沉着，灵动自然。这种手法与唐代画家韩

干的《胡人呈马图》中的表现手法有着相似之处。另一处为

一层传经道内壁南壁佛传故事之降服醉象中狮子形象，画师

在狮子面容与毛发的处理上，大眼似龙头，毛发飞动鼻子突

出，这与汉地绘画中与雕塑中的狮子相同。由于汉地本土本

没有狮子，所以狮子的形象都体现在文字或者是绘画中，狮

子作为佛教瑞兽逐渐与自然本身的面貌发生了脱离，最有代

表性的便是天安门前那两对十五吨重的大石狮子，与此壁画

对比，在眼、口、鼻、掌等地都能看到明显的相以。此外，

在北京法海寺壁画中一处金毛吼形象与贡嘎曲德寺此处狮

子形象类似，同样的面部处理，肘背生毛发，脑后毛发飞动

意味十分相似。 

6 初步结论

贡嘎曲德寺的壁画，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

展现了汉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艺术创新。这些壁画通过融汇

印度、尼泊尔、阿里古格画派的表现手法，并借鉴萨迦寺、

夏鲁寺、白居寺等寺院的壁画创作技巧，形成独特且鲜明的

艺术特色。钦孜钦莫大师通过其精湛技艺，使这些壁画在视

觉上达到极高的水平，展现出严谨的表现形式、饱满的色彩、

流畅的线条和生动的造型。尤其在人物与动物的描绘上，壁

画通过强调个性与写实，不仅展现出细腻的观察力，也突出

了画家的高超技艺，人物神态、动物细节都表现得生动和真

实。装饰性元素的细致与艳丽使壁画更富有层次感，而密宗

壁画展现出的刚劲有力、充满动感的风格，则是另一大亮点。

它巧妙融合了神秘主义的象征与理性元素，将宗教深意与艺

术之美平衡融合。

通过综合分析发现，贡嘎曲德寺壁画不仅呈现了藏地

艺术家对文化和宗教的深刻理解，还吸收了汉地绘画风格，

使壁画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独特的跨文化背景。通过对建筑、

植物、动物以及人物形象（如汉式童子和四大天王）的处理，

壁画展示了汉藏文化交融的艺术特色，既保留了民族特色，

又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贡嘎曲德寺的壁画不仅展示了西

藏钦孜画派的审美情趣与绘画技法，也为该画派赢得了声

誉，广泛传播于涉藏地区。这些壁画在藏传佛教艺术史上起

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深远的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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