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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传统壁画艺术急需保护传承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巨幅壁画反映大爱精神

在长清区万德镇黄豆峪村

东侧的合龙寺，高4米、长14米的

巨幅壁画《姨母育佛图》特别引

人瞩目。画面大气恢弘、线条细

腻，人物以形传神、活灵活现，画

的是“佛母生佛后，七日而命终，

佛陀由姨母代养”的佛经故事，

整个主题反映了姨母对佛陀的

大爱精神。

壁画前，立着一块汉白玉碑

刻，由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题写

“姨母育佛图”五个大字。

叶兆信介绍说，这幅《姨母

育佛图》，是他以元代王振鹏的

作品为底本进行创作的，参加壁

画绘制的人员还有王琦东、孟祥

翠、董国伟、贺斐、王有文、杨祥、

吴会芳、叶继盟等。他为记者讲

述了画中的故事：年幼的佛陀，

即悉达多王子，因母亲摩耶皇后

已故，由摩耶皇后的妹妹、佛的

继母摩诃波阇波提养育照顾。佛

的同父异母兄弟提婆达多，也就

是姨母的亲儿子，正由侍女扶

着，从母亲身边引领离开，提婆

达多的小脚虽然踏向坐榻的边

沿，却依依不舍望着亲娘……

画中的人物都非常生动：提

婆达多的小脸上，表现出既羡慕

又嫉妒的神情，与安详斜卧在姨
母怀中的佛陀正相反，从提婆达

多微张的小嘴，似乎可听见他不

满的声音，披发满肩的侍女及侍

女身边戴着头盔的女卫士，均作
张嘴劝诱状。姨母对佛陀的照顾

却是心不二用，左手握寿桃，右

臂环抱怀中的幼佛；佛陀则见桃

心喜，手舞足蹈，一意索取。除了

人物，画中的器皿、家具、饰品等
也都十分精美，共同营造出富有

情感色彩的场景。

历史赋予壁画神奇魅力

谈到壁画艺术，叶兆信表
示，中国传统壁画多数是宗教壁
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

的宗教宣传品，是信仰和崇拜的

对象。由于宗教壁画是直接以群

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

间艺人之手，许多宗教壁画又是

人民群众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

象解释宗教的产物。宗教壁画艺
术家大多是来自民间的匠师，他

们从事绘画创作既是为了谋生，

也是精神寄托。叶兆信说：“佛的

庄严慈祥，是表现一种深沉含蓄

的感染力量；菩萨丰肤典丽，是

歌颂纯真脱俗的美；弟子豁达虔

诚，凝聚着智慧与涵养；飞天的

婉丽，是虚幻的，却又似乎是真
实可能的。除了各类形象中表现

人间的情感外，民间画家还善于

选择社会中一些富有生活情趣、

具有诗意、戏剧性的场面来加以
表现。”

“中国古代宗教壁画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
术交流、师资传授，在技术经验、

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取得

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形成了优秀

而深厚的传统。”叶兆信说，“壁
画的宏伟壮丽，线条的虚实变
化，色彩的丰富明快，为今天的

艺术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

别是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与表
情、姿势与动态，表现得极为丰

富生动，这无疑是古代艺术家生

活感受与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

是千百年来艺术家技艺与心灵

的创造。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为当

代造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借鉴，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艺
术资源。”

线描之美体现壁画精髓

中国传统壁画与西方壁画

有何不同？我们该如何传承壁画

的艺术精髓？叶兆信谈到，就壁
画本身来讲，功能都是一样的，

即都是对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宣

传：记录他们崇拜的人、事、生活

的场面。但是，中国传统壁画在

自身的材质、风格、创作精神上
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中国传统壁画最突出的是

它的线描艺术。”叶兆信说，“敦

煌壁画中的线描之美几乎达到

了极致，比如说，敦煌第三窟对

观音所具有的千手、千眼的描绘

自然是重点所在。画师有意省略

了经文所规定的诸多手持各种

器物的要求，而腾出更多的画面

来表现手的多种姿势，诸多手为

画师尽情发挥他的线描艺术提

供了广阔的天地。观音的几十只

手或舒展或曲弯，手心或向外或

向内，自然随意，错落有致。粗细

有力的铁线描曲折多变，将手臂
的丰满、手指的妩媚表达得淋漓

尽致，以至于我们只要从一只胳

膊、一只手掌就可以分辨出健康
女性所具有的特征。”

谈到传统壁画的艺术水平，

叶兆信表示，敦煌一千多年前的

壁画，和当今的艺术不可相提并
论，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一种神
奇的魅力，使它保持了当初创作
的某些特色，包含了沧桑变化所
留下的痕迹，所以它受到人们的
珍视和喜爱。“只要有价值的文

化遗产，我们就应该抛弃偏见，

从不同的角度吸收它的长处，以
古为新，把它发扬光大。”

传统壁画艺术急需传承

叶兆信以线描人物画见长，

国画大家许麟庐先生和著名学
者冯其庸先生都曾对他的线描

人物画给予高度评价。近年来，

叶兆信又在壁画艺术上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探索，除了新创作完

成的《姨母育佛图》，他还为多处

重点修葺庙宇绘制壁画。1998

年，他主持完成了肥城玉都观壁

画《佛众传法祥云出》；2008年，

他又担当了为泰山玉皇庙创作
“玉皇大帝”主题壁画的重任，深

受业内专家学者肯定。

“搞壁画其实不是我的初

衷。”叶兆信对记者说，因为想为
自己的美术创作留下点资料，近

年来他临摹了大量壁画，包括敦

煌壁画、永乐宫壁画、法海寺壁

画等，对壁画中的线条做了深入

研究。作为这些临摹的成果之

一，叶兆信的大型线描画册《敦

煌菩萨》即将由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出版。临摹得多了，叶兆信对

壁画艺术越来越热爱：“壁画面

积大、冲击力强，具有它独特的
优势。”出于对壁画艺术传承的
责任感，他才陆续接下了几个大

型壁画的绘制任务，不计报酬、

任劳任怨，给几个庙宇留下了一

片精彩。

“壁画的伟大就在传承，上

千年传下来，经久不衰，中华文
化太美妙了！”叶兆信说，多年

来，壁画破坏得很厉害，尤其是

“文革”时期，如今，山东保留下

来的传统壁画已经不多，今后更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保护。

叶兆信说：“敦煌、青龙寺、

永乐宫、法海寺、岱庙等等壁画

文物所记录的，是我们的先人对

历史、现实和未来，对生活和艺

术的认识与理解；壁画所表现

的，是我们的先人对思想文化与

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怀，所以壁画

文物就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这
种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正反映并

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力

量和影响。传承这些美妙绝伦的

壁画艺术，是我们这代美术工作

者的义务，更是责任。”

巨幅壁画《姨母育佛图》前不久现身济南合龙寺，受到市民关注。记
者日前采访了这幅壁画的创作者——— 山东省新闻美术家协会主席叶兆

信，他表示，壁画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其价值不仅在于艺
术之美，更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而全面的历史信息。由这幅壁画，我们还
谈到中国传统壁画的保护、传承。叶兆信表示，如今，山东保留下来的传
统壁画已经不多，在保护好这些文物的同时，当代艺术家应该吸取其中
的长处，把它发扬光大。“传承壁画艺术的精髓，是我们这代美术工作者

的义务，更是责任。”

▲壁画《姨母育佛图》 (高 4 米 长 14 米)

▲泰山顶玉皇庙壁画之一(局部)

▲泰山顶玉皇庙壁画之二(局部)

▲叶兆信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