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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唐卡的 国外

存续状况研究

蒋净柳

【提 要 】
２０ 世纪勒期

， 少数探险家和旅行者到达 了喜马拉雅地区 ， 西藏唐卡便经 由他

们从山脉 内 陆流向 了世界的 四面八方 。 近距 离的有 东 南 亚诸国 ， 远距 离 的有英 美澳等西方

国 家 。 上世纪 ５０ 年代后 ， 尤其是文革 出现走私风潮期 间 ， 唐卡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传

国外 。 几乎 同 时兴起的 西方学界研究 ， 经历 了从
“

物理性
”

角度讨论唐卡的保护 ， 到开始

从
“

灵魂性
”

层面思考唐卡保护问题的流变 。 唐卡 的存续状态 ， 在 西方与 东 南 亚所呈现的

是完全不 同 的境遇 ： 在西方收藏界扮演的 角 色分量重于商业市场 ， 唐卡产业还未得到成熟

地发展 ； 东 南亚 国家呈现的却基本相反 ， 即对于商业化的追求 已经超过 了 对其原本艺术价

值 （包括社会功能 ） 的 强调 。

【关键词 】 唐卡 唐卡 艺术 唐卡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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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对于西藏绘画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眼睛栩栩如生 。 喇嘛体态丰满 ， （法 ） 冠小巧 ，

研究 ， 始于上世纪 ２０ 年代 ， 期间各家的成果与布局与 （汉地 ） 画的布局相符 。

”②

论述都主要集中在对西藏绘画 的历史流派及其本文中 ， 笔者在尽可能全面和准确收集资

分布 、 风格的探讨上。 而作为象征着西藏绘画料信息的基础上 ， 对唐卡在国外的存续状况拟

文化及技艺之大成的西藏唐卡 ， 在国外的流传 、 作如下几方面呈现及探讨 ， 以期为唐卡艺术的

收藏及相关研究也已经历了不短 的时 日 。 正如未来发展提供些许借鉴或参考 。

哈佛大学约翰 ？ 罗森菲尔德在 １９ ６９ 年举办的＿

“

西藏艺术
”

展览会后所说 ： 来看展的人很大程
—

、

度上是被 （西藏唐卡 ） 神秘 的超 自 然的意象 、上世纪 ２０ 年代一些探险家和旅行者陆续到

类似于迷幻剂一样让人眩晕的色彩效果 ， 以及
－些带有明＿性色彩＿圣形象等等因素所

① Ｒ（ｊｓ ｅｎｆ ｉｅ
ｌｄ ， 風紙 Ｔｉｂｅｔｏ Ａｒｔ ａｔ 雇

吸引 。

？ 学者和鉴 赏家杜玛格西也如此描述 ：ｅｎｔｏＺＡ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ｌ Ｓ
， Ｎｏ．

３
，ｐ ．

２ ２３．

“

迷人的色彩部分与汉地 （绘画 ） 的色彩相 同 ，②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 ， Ｉ＂６
，ＡＨ 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ａｉｎｔ ｉｎ
ｇ

， Ｏｓ
－

从 、 一 一 ， ？／ ａ
—

＂ — ｉ… “＂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ｉｓ ｃｈｅＡｋａｄｅｍｉ ｅｄｅｒＷｉ 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 （ ２００１
，
Ｃｈｉ

－

但较之于汉地绘 １１
１的色彩更加绚

Ｂ０ 。 Ｈ
Ｉ面各处ｎｅｓ ｅｌ

ａｎ
ｇ
ｕａ

ｇ
ｅｃｏＰｙ

ｒｉ
ｇｈ ｔ

（ｂｙＴｉｂｅＵｎＰｅｏｐｌ
ｅ．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ｉｎ
ｇ

的淡染十分素雅 ， 晕染柔和 自然 ， 人物面部和Ｈｏｕｓ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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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喜马拉雅山 区 ， 西藏绘画艺术
——

以唐卡为唐卡主要出现在艺术画廊 、 私人收藏和澳洲本

代表的艺术品开始从山脉 内陆流向 了世界的四土的藏教寺院中 。 唐卡在澳洲 的收藏规模并不

面八方 ， 近距离的有东南亚诸国 ， 远距离的有大 ， 小于美国和欧洲 ， 但还是有许多公共和私

英美澳等西方世界 。 唐卡艺术最初流传到西方 ， 人机构热衷于此 。 前者包括维多利亚 国家美术

西方学界几乎是同时开始 了对西藏绘画艺术的馆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Ｇａ ｌｌ ｅｒｙｏ ｆ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 新南威尔士

研究 。 到上世纪 ５０ 年代 ， 尤其在文革期间出现艺术馆 （Ａｒｔ Ｇａｌｌｅｒｙｏｆ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 ） 、 澳

走私风潮后 ， 更有大量西藏绘画作品经 由各种大利亚国家美术馆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ＧａｌｌｅｒｙｏｆＡｕｓ
－

渠道大量流传到 国外 ， 国外对唐卡的收藏开始ｔｒａ ｌｉａ） 等等 ， 后者的圈子不大 ， 而且主要与公

盛行 。 西方学者关于唐卡的研究 ， 最早投向唐共收藏机构 、 西藏学者和东方艺术品 中间商有

卡的保存技术 、 方法等 问题的讨论 ， 随着越来千丝万缕的联系 。

越多的人对西藏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一定程２ ． 唐卡的销售经营情况

度的了解与认知后 ， 便开始突破
“

物理性
”

角销售经营是唐卡在西方世界得以生存 的另

度 ， 从文化评估或者说从
“

灵魂性
”

层面来考
一种模式 。 除了主要用于收藏之外 ， 唐卡也在

察唐卡的保护问题 。 而在东南亚地区 ， 随着唐 较小程度上超越其艺术品身份而成为可供销售

卡产业的发展 ， 有关唐卡市场价值链问题 已开的商品 。 销售经营主要 以 网络销售为平台 。 据

始被学界关注和研究 。笔者搜索所见 ， 在西力
？
＇

涉及到唐卡销售 的有来

就 目前唐卡的存续状况看 ， 在东南亚地区 ，

自美国 、 英国 、 芬兰等国家的几个网站 。

比如尼泊尔 、 锡金等地 ， 由 于有大量藏人旅居
一是 Ｄｈａｒｍａｓｈｏｐ ． ｃｏｍ（美 国

一

５１８
，８０４ ） ：

等原因 ， 唐卡产业 已有了初具规模的发展 。 而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ｄｈａｒｍａｓｈｏｐ ． ｃｏｍ ／ｃａｔｅｇｏｒ ｉｅｓ／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 最主要方式是被博物馆馆Ｔｈａｎｇｋａｓ／ 。
？ 该网站开发者声称 ， 网店用来帮

藏或在艺术馆展 出 ； 也少有几个可以进行唐卡
助和支持那些藏族艺术家能够继续创作优美的

销售麵站 。 除此而外 ， 是处于初期 的不成熟 宗教艺Ｈ 是

的唐卡ＩＩ师的培养 、 唐卡的生产 、 绘制和买卖 。

之一
， 该网站销售 的唐卡作 品来源于

一个师从

以下 ， 笔者将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作更详尽分析 唐卡大师习艺多年 、 现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手

展示 。绘艺人 。

二是Ｐ ｉｎｋＬｏｔｕｓ （英 国
一

３
，
４９３

，６ ３８ ） ：

二 、 西藏唐卡在西方国家 的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ｐｉｎｋｌｏ ｔｕｓ．ｃｏ．ｕｋ／ 。

③ 该网站的页

存续状况面设计精巧美观 ， 浓郁的佛教主题特色十分应

景 。 据网站介绍 ， 主要是通过售卖唐卡等艺术
１’

品来资助创作这些作品的尼泊尔 的贫穷艺术家

＾和其他穷人 ， 并支撑创始人的一个帮 助穷人缓

＾
藏唐卡

－些有价值的收藏伴随唐卡传人
解经济窘迫状况的慈善项 目 。 网站共有近 ５〇 个

销售商品大类 ， 其中与唐卡有关的名类有五个 。

对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捐赠 ，
以及 １ ９３６ 年威廉

？

三是 丁— 細 （芬兰
－

５
，

２ ６９
，

１３ ５ ） ：

惠特尼捐赠给美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唐卡等
ｄ

等 。
① 而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之后 ， 随着唐卡更

多地流人国 际市场 ， 除了一部分仍属于私人藏０Ｓａｂ ｉｎｅ Ｃｏ ｔｔｅ
，２０１ １ ，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ａｎ
ｇｋａｓ ：ＡＲｅｖｉ ｅｗ

品外 ， 唐卡也开始拓展到公共收藏 。 美国 和欧
ｏｆ ｔｈ 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ｅｓｉｎｃ ｅｔｈｅ１ ９７０ｓ ？Ｓｔｕｄｉｅ 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

，

麵唐卡收藏也主要是在这
－義开始成形的 ，

② ｄｈ＿ｓＷＷｃａｔｅ
ｇ
ＯＴｉｅｓ／Ｔ ｈａｎｇｆｃＷ

且主要以博物馆 、 艺术馆收藏为主 。 在澳洲 ，③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ｐｉｎｋｌ

ｏｔｕｓ． ｃｏ．
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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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ｔｉｂｅｔｓｈｏｐ
． ｃｏｍ／Ｐａ ｉｎｔ ｉｎｇｓ． ｈｔｍｌ 。

？在尼泊尔 ， 网络也是唐卡销售的
一

种渠道 。

该网站是以唐卡销售为主的藏地艺术品专卖店 ， 如 ＴｈａｎｇｋａＨｏｕｓｅ（ 尼 泊 尔
＿

）
：ｈｔｔｐ ：／／

虽然设计简单 ， 但是导向性强 ， 商品种类多 。ＷＷＷ．ｔｈａｎｇｋａ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

？
该 网站 自 称是尼

整个西藏绘画艺术这一门类在西方世界仍泊尔最大的唐卡生产 、 批发和出 口商之一 ， 注

然是新兴领域 ， 有关其文化内涵 、 当下的传承册地址就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 该网站所售

发展 、 画师的培养及唐卡艺术的复兴等相对更 唐卡根据不同主题共有 ２ ２ 类 ， 每个主题门类下

具人文价值的深层次领域 ， 还并未形成成熟的 又有若干不同款式的唐卡 ， 少则
一两种 ， 多则

评估 、 运作氛围 。上十种 ， 既有绘画唐卡 ， 又有织锦唐卡 。 每个

＿产 品有专门页面对该产品 的图案 、 寓意和规格

三
、 西藏唐卡在东南亚国家的等信息做出详细介绍 。 该网站以唐卡销售为特

存续状况色 ， 并有周边配件销售 ， 但是设计稍嫌简单 。

与西方市场不同 ’家唐卡 的产业关

＂

Ｖ唐卡画嶋培养与处境 ， 耶尔 ？ 班特
④

化
＾
唐卡的

“

賴
”

《難＿雄会酬
翻 ， 碰■獅复兴＿鶴雛藏人社

内谷。

区
， 会雇佣

一些有传统技艺的唐卡画师 ， 为私
１ ．

人賴或者也为雜黯麵。 这些画师里绝
关于唐卡在加德满都的存续ｔｏ ’

大多数是藏族人 ， 但也有部分深受藏文化熏陶
班—究最具代＿ 。 他 ■

的尼泊尔人 ， 比如塔芒人 ， 甚至还有不丹人 。

册 ， 在西藏历史上少有唐卡画膽名字是被

知雜 ， 更少有晒触字能与細的作品
一

Ｂ一对应起来 。 少数在加德满都的外国画师也有
受众分为ｈｈ ：ｗｉｓ

糊獅处境 ， 他麵常属于某 中介机构或团

族在尼泊尔 的定居者 ’＿［者 胃＋
体 ， 他们的唐卡作品也并不在尼泊尔销售 ， 而

消费者 。 在这个消 费群中 ， 唐卡在寺庙 、 家 中
是只在西方流通。 少数时候 ， 这些外国画师会

都有悬挂 ， 旅途中的人也会随身携带 。 唐卡的
效仿他们的西方艺术家同行 ， 在唐卡上签名或

功用是积功德与协助禅定 ， 也是流浪的讲故事 签上 自 己名字的首字母 。 耶尔 ？ 班特认为 ，

？ 处

者用来传播说教的工具 。 二类是
“

中 间观众
”

，

于中间部分的观众通常愿意资助那些作品既能

指在
“

外部观众
”

（对唐卡文化完全不 了解 ） 与
被内部使用也提供给游客购买的画师们 ， 但是

“

内部观众
”

（对文化了解 ） 之间 的群体 ，
主要

直到 目前为止 ， 依然没有
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

是 曰本与中 国的僧团 ， 以及深受藏传佛教与藏 建立在西方客户与西藏艺术家之间 。

文化影响的非西藏人 。 三类是
“

外部观众
”

， 即２． 以锡金为例

游客购买者 。 大多游客对唐卡早有知闻 ， 而唐另外的研究案例来 自锡金 。 在一篇由 当地

卡易携带 ， 可选择 的价格区间大 ， 有艺术价值

与神秘色彩等特性使其成为游客钟爱的商卩卩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ｔ ｉｂｅｔｓｈｏｐ． ｃｏｍ

／
Ｐａ ｉｎｔ ｉｎｇｓ ． ｈｔｍｌ

开始于
１９ ５９年的尼泊尔唐卡商业化 ， 与恰②Ｙａｅ ｌ Ｂｅｎｔｏｒ ，

Ｉ＂３ ， Ｔｉｂｅ ｔａｎＴｏｕｒｉｓｔ
Ｔｈａｎｇｋ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ｔｈ－

逢尼泊尔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相关 ， 并且是以
ｎ

＾
ｄｕＶ

＾
ｙ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Ｗ ｓｍ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Ｖｄ‘ ２０ ’

ｐｐ
． １ ０７

一

１ ３７ ．

经济原因为重而非宗教动机。 由于旅游业的发③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ｔｈ ａｎｇｋａ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

展 ， 不管游客对藏文化有无了解都成为了潜在
④ Ｙａｅ

ｌ
ＢｅｎｔＯＴ

，
Ｉ＂ 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Ｔｈａｎｇｋａｓ ｉｎｔｈｅ 
Ｋａｔｈ

＿

＂ ．
＿

＿ ｋｋ
 ．

一
山丄 ｔ

—
 ｒ ？
ｍａｎｄｕＶａ

ｌ ｌ
ｅ
ｙ ，Ａｎｎａｌ 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Ｖ〇１ ． ２０ ，

的购买者 ， 这不仅扩大了唐卡销售市场 ， 也大ｐｐ．
１ ０７
＿

１ ３ ７ ．

大提高了唐卡的销售价格 。⑤ 同上 。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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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净柳 ： 关于西藏唐卡的国外存续状况研究

政府机构发表的报告 《艺术品在锡金 ：
诊断性工 ， 这在政府报告中也是如此称呼的 。

＇

调研与商业发展战略 》 中 ，

？ 有几部分专门详述由于唐卡有深厚的宗教涵义 ， 每个佛教徒

了唐卡在锡金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与欧美等西家庭都在家中供有这样的作品 。 但市场仍然只

方世界基本侧重于对传统唐卡的保护与保存不局限在当地 ， 再加上偶 尔面 向游客的销售 。 因

同 ， 锡金当地相关部门为了更有效地优化市场唐卡只能给技工带来很低的报酬 ， 会经常 出现

运作 ， 甚至从纯粹商业化的角度给出 了现代唐技工中途放弃唐卡制作工作的现象 。 所以造成

卡产业发展的细致的建设性 目标与策略 。的局面便是 ， 越是唐卡绘制这个门类对技艺的

由于卷轴画可 以轻易地卷起来并携带往返要求越高 ， 越是有更多技艺精湛的技工离开这

于寺院之间 ， 唐卡绘画在旅行僧人中变得流行 。 个行业。 ＤＨＨ
？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 开始培训

传人锡金的唐卡被当作重要的教学工具 ， 用以年轻人与部分技工 。 然而 ， 由 于受市场的淡旺

讲述佛陀的生平 ， 众多具有影响力 的喇嘛 、 神季与低收人的影响 ， 大部分技工最终还是会选

明以及菩萨的故事 ， 因此唐卡绘画最初成为 了择放弃 。 另外 ， 历史上唐卡是绘制在丝绸上的 ，

一种崇拜媒介 ， 通过它以唤起最高的佛教典范 。 但由于市场成本的压力 ， 目前使用 的是府绸 。

有
一个很流行的主题是生命之轮 ， 为阿吡达摩除了府绸外 ， 唐卡绘制的投入还包括画笔 、 丝

教诲的视觉表达 。 其 中 白色代表平静 ； 金色代绸框与羊毛框 。 产品制作的总花费 （包括 ７ 天

表生命的诞生与智性的启蒙 ；
红色是强烈的激的劳务价值 ＲＳ１ ５００ ） 为 ＲＳ２８００ 左右 。 而他们

情 ， 包括爱与恨 ；
黑色是愤怒 ； 黄色是慈悲 ； 的唐卡作品在当地市场的售价平均为 ＲＳ３０ ００ 

—

绿色是觉知 。 唐卡 内 容主题有三种 ：

一是描绘４０００ 。

佛陀的生平 。 他的出生 ， 他对生命幻象的醒悟 ，基于这样 的局 面 ， 锡金政府制 定 了一项

对真理的追寻以及他对人生的理解 。 第二种更
“

锡金艺术品发展计划
”

。 首先是干预 目标 。 在

加抽象 ， 诠释的是佛陀对生与死的理解 。 第三手工艺术品中 ，
ＡＣＣＥＳＳ和 ＡＩＡＣＡ 这两家机构

种唐卡通常被用作协助禅定的工具 ， 或是对神主要着眼于唐卡绘画 、 羊毛地毯编织和雷布查

明的一种献祭 。 这种绘画的背景色大多是 白色手摇纺织机的产业运作 。 这些工艺品 由部落生

的 。 这些唐卡绘制在棉质帆布上 ， 且通常镶了产 ， 干预方针建立在聚集现有技工 的原则上 ，

丝质的边框 。扩大运作 ， 以提高技工的收人水平 ， 促进商业的

传统意义上 ， 唐卡是 由佛教神职人员 ， 僧可持续发展 ， 改善市场结构 。 每
一

种工艺
——唐

人以及特定 的团体来制作 。 制作工艺是代代相卡绘画 、 地毯制造 、 雷布查纺织机等等 ， 被链

传的 。 随着海内 外市场对高质量唐卡 的需求增接到恰当的市场 。

大 ， 其他艺术家也开始学习并绘制唐卡 。 曾经 ，不难看 出 ， 与唐卡产业在尼泊尔 中规中矩

唐卡只在受委托时绘制 ， 而如今 已为 了市场的地发展 ， 即兼顾唐卡的文化内涵与商业利益不

销售需求在创作 。 今天的商业化社会将这种艺同 ， 锡金的案例显示唐卡艺术的发展走人了另

术形式传播到了更广大的人群中 ， 销售唐卡的 一个极端 ， 即渐渐摒弃了其宗教表达的原始功

获益用于帮助寺院及其从业者的行为 ， 以使这能 ， 而更趋 向 于
一

门具有商业性普适价值的普

种艺术长盛不衰 。 传统方法中 ， 唐卡的色彩都通工艺品 。

是从大 自然 中提取 ， 来 自植物或矿物染色 ， 且

每
一

种颜色都有特定含义 。

一

幅质量上乘的唐

卡需要耗费 四到五个月 的时间来完成 。 而现今


的唐卡艺术家会用合成的颜料替代了传统的矿？Ａｒｔｉｓ ｔｉｅ Ｔｅｘｔ ｉ ｌｅｓｏｆＳｉ
ｋｋｉ
ｍ

：Ｄｉ
ａ
ｇｎ

ｏｓｔ ｉｃＳｔｕｄ 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丄 ｔ一ｌ—
＾
一 一必 ， 》 一丄 的— ｒ－一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ｏ ｆ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植物染色 。 更为不可 回避的现实是 ， 原本所谓

的唐卡画师已经渐渐成为 了
“

批量生产
”

的技？ 锡金手工艺品与手工织机董事会的商业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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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上 ， 还是唐卡本身更多地出 现与被谈论在博
四 、

物馆或艺术画廊里 ， 还是寥寥的几个唐卡销售

唐卡作为藏文化的重要载体 ， 无论是当年
网站并不成气候地存在 ’ 都可以帮助我们作出

作为
一

种文化保全方法 ， 还是当今作为一种文
基本判断 ， 即唐卡在西方收藏界表现的角色分

化传播的需要 ， 在国外传播都是必然趋势 ， 并
量更重于在商业市场上 ， 唐卡产业在西方还并

且意义重大 。 为了让国外消费者对藏文化有 ＩＨ到成熟￥发胃 。 胃针

确认识 ， 对唐卡这－特殊文麟号的本质意义
撕 ’

的解读变得尤为重要 。 Ｍ笔者所麵考麵超过了

见 ， 西方学者对唐卡的研究 ， 自开始兴起直到
对其原本艺术价值 （包括社会功能 ） 的强调 。

近 ２０ 年以前 ， 都是将研究内容集中在对于西藏
笔者认为 ， 面对唐卡在国外 的这一较为不平衡

绘画流派及欺表人輸考紐麵± ， 赃

这之后 ， 随着唐卡收藏热一度在？方兴起 ， 学

界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增加了如何保存唐卡的命

题。 继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知识

的普及与概纳 ， 人们开始不光从技术上探讨

如何有效地保存唐卡 ， 更在思考如何从文化传＃ ＾ ２ ０１ ３

承性的社会学角度有效地对唐卡艺术进行保护 。责 辑 ： ＃光＊

而不论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更多放在如何保存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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