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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敦煌壁画中的艺术创造和美感形式 
◆马  骏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摘要：敦煌壁画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与大量外来优秀的艺术相融

合，是研究我国和国外美术有机交融的重要依据；它一千多年的历史在

时间上完美的填充了中国绘画史所缺失的空白部分，三国至南北朝一个

多世纪战乱频繁、战火纷飞使得很多书画作品被损坏，可是壁画却保存

了下来；敦煌壁画重新阐述了中国美术史，弥补了美术史研究出现的断

裂状态，展示了中国唐代以前乃至北魏时期的美术作品，对研究中国美

术有着极具深远的影响；敦煌壁画对当代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详细记载，

如人每天都要面对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乃至婚丧嫁娶、子女教育、

娱乐活动、生产劳动都有着真实的记载，这对研究古代史也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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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壁画中感受的艺术之美 
神奇的宇宙世界，大到昼夜交替、时序变化、小到呼吸交换、

脉搏跳动都有着一定的节奏。所以说一切艺术也是离不开节奏，
节奏可以表现艺术的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研究表明当审美对象
所表现出来的节奏，如果符合欣赏者生理上的自然节奏，就会感
到愉快，从而产生一种快感，如果相反的话就会失调、不愉快从
而产生反感。所以说为了适应欣赏者的感官审美需要，画师们在
创作敦煌壁画时，将轻重、强弱、高低、长短、浓淡、快慢、缓
急、起伏、动静、疏密这些节奏 基本的元素，以其不同的形态、
方式充分的展现了出来。这不仅体现了画师对美的追求，也更体
现出了他们对艺术 高境界的不懈努力。 

（二）分析总结敦煌壁画的艺术美感形式： 
1、巧妙的空间组合 
敦煌壁画上各部分的比例尺度都经过推敲，设计周密，具有

虚实相应的韵律节奏，这是由不同的画面在空间中有机结合而构
成的，这些空间的巧妙设计体现在了大量的图案中。如莫高窟的
天宫伎乐，基本采用装饰图案的形式去表现，无数的相同宫门，
凹凸花栏墙及千姿百媚的伎乐组成的画面，不论是天宫建筑的屋
顶、门楣，还是衣裙披襟、伎乐光圈均分别以不同的二色或四色
为一组，上下相错一色循环赋色，重复而又有变化，这就形成了
强烈的节奏感和整体效果。 

2、反复、轮换、交替的排列 
韵律指的是有控制的抑、扬、顿、挫之变化，可以使形式更

具律动美，与节奏无本质区别，韵律是有变化的节奏，节奏又是
变化起伏的规律。在敦煌壁画中，画师们为了让画面有整齐而一
致的韵律美效果，采用大量有变化的节奏，用相互对应的因素进
行反复、轮换、交替的排列。例如初唐 329 窟的飞天莲花藻井，
四角莲花与中心莲花用朱绿青赤多层点染，运用白线在扭动对比
的色条上随形勾勒，从而产生熠熠闪光的律动感，使中心方井华
丽的流动，引人注目。围绕在方井四周的波状忍冬纹，通过反复，
轮换、交替的排列加上变为褐色的垂幔，把充满动态的方井约束
起来，表现得更富有韵味。 

（三）敦煌壁画中的动与静、虚与实的变化 
由于民族特点中国古老的绘画艺术总是显得规则而富有节

奏，好似在演奏无声的音乐，当然这种音乐是可为人看到的感情
传译。它用色彩、构图的明暗、轻重、长短、曲直、断连等变化
表现出动与静的节奏韵律感。如西魏第 285 窟南壁《五百强盗成
佛图》，画的开始部分像高音区，以高昂的调子描绘激烈的战斗，
接着调子逐渐降低， 后归于平静。作战和施邢的场面气氛强烈，
皈依和参禅的场面却又宁静平和，反差明显转折自然。画面用一
座有高墙的二房门楼将画中主人公们的残酷与悲苦、福与祸、善
与恶隔在两边，整个画面重点突出，富有变化和韵律。由于古代
中国长期普及儒家制度，坚持儒家礼仪使得画家们在艺术创作
时，总是格外的注重虚实变化。敦煌画师们敢于发挥个性，大胆
创作巧妙的运用虚实变化再现自然美。如隋代第 302 窟人字披中
的“伐木造塔”画面的中景，远处起伏多变的山峦和烟云流动的

大片空白，使得画面豁然开朗。画中的虚山脚，山无坡脚，树不
露根，虚虚实实。远处虚的山与近处实的人，藏露适宜，使人有
一种虚中有实，实中带虚的感觉，把山川树木的氤氲景象完美的
描绘了出来。特别是醒目突出的伐木人及塔上修建的工人随地势
高低起伏排列，富有强烈的音乐性。 

（四）总结： 
敦煌壁画有着一千六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

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湛、保存较完好的艺术宝库。它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与大量外来优秀的艺术相融合，是研
究我国和国外美术有机交融的重要依据；它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时
间上完美的填充了中国绘画史所缺失的空白部分，三国至南北朝
一个多世纪战乱频繁、战火纷飞使得很多书画作品被损坏，可是
壁画却保存了下来；敦煌壁画重新阐述了中国美术史，弥补了美
术史研究出现的断裂状态，展示了中国唐代以前乃至北魏时期的
美术作品，对研究中国美术有着极具深远的影响；敦煌壁画对当
代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详细记载，如人每天都要面对的柴米油
盐、衣食住行、乃至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娱乐活动、生产劳动
都有着真实的记载，这对研究古代史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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