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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佛教本生壁画构图中的多时空建设
苑雪莹

（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50）

【摘　要】构图在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画面的整体把控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构图的研

究大多侧重于外在形式，对构图的时空研究较为鲜有，特别是对中国佛教本生壁画的多时空构图研究更是稀少。尤其是当下，

中国数字绘画的构图形式与时空观念多是源自西方。且中国佛教本生壁画构图中的多时空建设无论是表达情节还是位置经

营的方式都具有其他类型构图不可替代的优点。因此，研究中国佛教本生壁画构图中的多时空建设对丰富中国数字绘画的

构图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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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是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

画记》一书中提到“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同样，

明代李日华也说：“大都画法以布置意象为第一。”由此可

见，自古以来，构图就在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国内

对于中国传统构图的研究大多针对构图的外在样式。如《中

国画构图法》[1] 将中国传统绘画构图的外在样式分为外在构

图 [2] 与内在构图 [3]。又如《壁画艺术概论》[4] 将中国传统

绘画中的壁画类构图的外在样式分为中心对称式、横带纵带

式与三点分布式等十四种。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中国传统构

图的分类多集中在构图外在形式，而对中国传统构图中的多

时空研究则鲜有述及，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多时空构图中极

具代表性的佛教本生故事壁画的研究更为罕见。本文主要论

述的内容是特定信息的传递、多时空构图的构成方式与在数

字绘画构图中的具体运用。在阐述多时空构图的基础上研究

其在当下中国数字绘画中的应用方式。

1 中国佛教本生壁画中的空间建设——特定信息的传递

在绘画构图中，通过外部的图形诸元素——骨架、位置

和边框的经营运筹，在画面上产生一个画中的视觉空间，便

是空间建设。[5]

对于传统中国绘画构图中是否存在完善的空间建设，一

些学者是对此持有质疑态度的，如芝加哥大学东亚美术史教

授路德维格·赫霍夫以西方的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进化系列

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绘画构图中的空间建设是不完善的，

一直到创作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壁画《西方净土变》才终于

首次显示出中国人对于空间的“统一和概括”，在此之前一

直是缺乏共同的立足点。本杰明·马奇和一些其他的学者认

为，汉画像中貌似原始的空间描写方式是出于具有特殊目的

的选择而非无知。威尔弗雷德·威尔斯也提出汉画的目的也

不在于重构人类真实视觉经验中的三维空间，而在于通过图

象传达画者希望传达的特定信息。

在《空间的美术史》一书中，巫鸿以正侧面形象为主的

武氏祠石刻和“三维空间企图”朱有石室画像都处于同一时

期为例，证明中国传统绘画并不是巴赫霍夫所说的递进式的

艺术风格。巫鸿认为，这些具有不同时空概念和表现方式的

作品并非产生于一个进化过程，而是出于不同目的或“意图”。

综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绘画构图中存在一

种不同于西方传统三维空间的空间建设的。中国传统绘画构

图中的空间建设并不是为了还原三维世界，而是为了通过图

象传达画者想要表达的某种特定的信息。这种特定信息可以

是对于主要情节的突出，也可以是对于整个画面布局的优化

等想要表达的信息。特定信息的传递是中国传统空间建设的

基础依据。

中国佛教本生壁画构图中的多时空构图就是在单一空间

建设的基础上增加空间与时间的量而产生的。因此，特定信

息的传递也是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的基础“骨架”。

2 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中的构图形式

中国的佛教本生多空间构图壁画多集中在敦煌莫高窟与

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佛教本生壁画构图形式的分类在《敦

煌石窟全集本生因缘故事画卷》一书中，被分为两种，一种

是单幅构图，但绘制有多个情节，即上述的单独画面构图。

第二种是横幅式连续构图，即上述的横幅画面构图。另外，

东山健吾在《敦煌石窟本生故事画的形式——以睒子本生图

为中心》中，将敦煌佛教本生壁画构图分为六种，单独画面：

一图一景式、一图多景式（异时同图法）、横幅画面：一图

一景式、一图多景式（顺序不同）、二段横卷、三段横卷式、

二段上下进行式。[6]

新疆克孜尔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最常见的构图为菱格式

构图。其在平铺的菱格中划分空间，并在空间中绘制各种佛

传故事以及各种形象。

以上述构图分类为参考，为了更清晰的将构图进行时空

上的分析，笔者综合各方观点将中国佛教本生壁画的多空间

构图按照位置经营方式归纳为两大种，第一种是按空间结构

划分的间断性空间式构图、第二种是依照时间线排列的连续

式构图。

2.1 中国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间断性空间式构图

间断性空间式构图的布局方式不按照叙述情节顺序，也

不大考虑观者是否方便阅读，其在意的重点是对画面的总体

空间把控与呈现。中国佛教本生故事壁画多时空构图中的间

断性空间式构图的代表作品就有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檀腻

羁缘故事画》、克孜尔第十七窟的本生因缘故事壁画等。

莫高窟第九十八窟《檀腻羁缘故事画》是典型的屏风画，

本故事的构图形式是按照空间式结构进行的位置经营。这种

位置经营的手法的优点是使画面整体感更强烈。其画面被分

为九个情节分别为：佛说法、借牛、问渡口、到酒店饮酒、

压死织布老人、众苦主到王城、端正王判案、二母争子、众

大臣劝阻王出家。其画面顺序看上去是散乱的，不似之前按

照文本故事情节分布的。但其实这个图像是拥有它自身的逻

辑。故事的内容顺序也在绘画形式下重构。在李成的《山水

决》中写道“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决定远近之行，然

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根据此说法，画家在绘制时，首

先要决定画面的总体空间结构，然后添加第二、三位的形象。

巫鸿据此也总结到：“面对一个画面，我们首先需要寻找的

是它的总体空间结构，也就是它的基本视觉逻辑。由此，此

画可以被理解为是以外部空间为总体的空间框架，先固定建

筑位置而后根据建筑位置添加人物情节，形成了自己的视觉

逻辑顺序。”



24

2021 年 7 月  第 3 卷  第 7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多媒体教学

图 1: 莫高窟第九十八窟《檀腻羁缘故事画》与克孜尔

第十七窟壁画，图中标号为情节顺序

再以克孜尔第十七窟的壁画为例，其构图形式是将画面

直接分割成无数个独立的时空。这样不仅分割了画面还增加

了时空容量，还同时表现了不同故事情节，其形式简单但内

容丰富。此画将画面分为多个菱格，每个菱格大小形状相同，

菱格的上半段画成叶状纹样，以增强画面装饰性。其中每一

个菱格都绘制着一个小故事，故事中不仅有本生故事还混有

因缘故事。

2.2 中国佛教本生故事壁画连续式构图

连续式构图较间断性空间构图来讲，其特点在于剧情的

强容纳与故事情节的清晰表达，便于阅读与情节的理解，其

缺点也是由于容纳过多的重复空间与物体可能会导致画面拥

挤。中国佛教本生故事壁画多时空构图中的连续性的代表壁

画有莫高窟第二百八十五窟的《沙弥守戒自杀缘故事画》、

第二百五十七窟中的《鹿王本生》、第四百三十二窟的《须

达拏太子本生》等。

第二百八十五窟的《沙弥守戒自杀缘故事画》为按照时

间线单线进行的连续式构图形。此构图对比传统的按照时间

线单线进行的构图而言，其创新点在于，情节部署虽然还是

单线但其情节走向是按照折线向前进行的。此画全图共有六

个画面，从东向西，这种构图的优点在于画面对于情节的容

量大，可以将内容繁多的故事情节交代清楚。

北魏第二百五十七窟中的《鹿王本生》并非一般按照单

一时间线进行的构图，而是两条时间线同时进行。此种双时

间线进行的构图相较单一时间线构图更具阅读趣味性。也更

易突出主要情节。《鹿王本生》其中九色鹿救人与王后要国

王取鹿皮两个情节同时发生，画者将两个故事分别绘于画的

两端，按照时间线的线索使两端情节同时向中间发展，到了

中间，九色鹿与国王相见，由两端发展来的时间与空间重叠，

形成了两端时空的衔接，九色鹿与国王相见也是剧情设置的

高潮。

图 2：莫高窟第二百八十五窟《沙弥守戒自杀缘故事画》

与第二百五十七窟《鹿王本生》，图中箭头代表情节走向

3 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在当下中国数字绘画构

图中的运用

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的提取与应用对当前中国

数字绘画中包含多情节、强叙事的构图形式的创新有着重要

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段就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在

当下中国数字绘画构图中如何运用这一论题展开论述。

3.1 间断性空间式构图在数字绘画中的应用方式

间断性空间式构图的优点包括较多的情节容纳与较好的

画面总体呈现。但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那就是叙事时间线

的错乱会导致叙事模糊。间断性空间式构图的形成主要采取

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按照总体空间部署并在其中排列不同时

间的剧情，笔者简称为总体部署法。第二种是直接通过几何

分割来实现多个时空的展现，笔者简称为几何分割法。当下

中国数字绘画的构图方式多是按照视觉经验来呈现的，即在

一个时间点内展现一个空间。就上述数字绘画时空布局的方

式来讲，按照视觉经验呈现的时空布局在其中如果融入总体

部署法，即在单一时空的布局上直接增加时间并按照总体空

间部署来排列剧情。此时画面对于内容情节的容纳就会大大

增加并且画面也会有更好的总体呈现，但是其叙事的清晰程

度也会降低。这时可以再在画面中融合改良的几何分割法，

即将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物体利用不同颜色或者不同透明度

的几何块对其进行标记以用来区分时间。如此，画面中就兼

具多内容、强画面与较强的叙事性。

3.2 连续式构图在数字绘画中的使用方法

连续式构图的优点是剧情的强容纳与清晰的叙事，其缺

点也是多次重复绘制同一空间与物体易导致画面过于拥挤。

连续式构图主要采取的方法也是两种，第一种是按照单条几

何线来串联情节的走向，笔者简称为几何线法。第二种是以

一个时间点为时间线重合点，同时使用多条时间线进行的情

节，笔者简称为多时间线法。以当下中国数字绘画按视觉经

验来呈现的构图方式为基础，在其中融入改良的几何线法。

即将多为平面的几何线改造成三维的几何面。如此，不仅叙

事性得到了保留，还能更好的利用画面空间且兼具趣味性。

另外，还可以采用多时间线法与视觉经验构图相结合，在同

一空间内同时展现多条时间，并在一点作为时间重合点，这

同样在保持强叙事的特征下，兼顾了强容纳的特点。

总之，中国佛教本生壁画构图中的空间与时间的构成方

式不同于当今主流的时空方式，其以传递特定信息为核心的

构图构成方式，如果将其妥善的提炼与运用，不仅可以对当

下的数字绘画构图进行创新，也能让中国的数字绘画具有民

族性特征。本文仅以中国佛教本生壁画多时空构图的研究为

内容，希望为当今中国数字绘画的构图上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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