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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研究 
梁金晶 

（河南郑州  郑州科技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450007） 

摘要：河南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的石窟壁画种类丰富，造型奇特华丽，而“飞天”作为壁画艺术形象，凭借着色自然

美观，就像在表演舞蹈，外观更加飘逸洒脱，用各类有弧度的线条来衬托“飞天”形象美，颜色比例协调更加彰显层次感，从审美

角度看没有任何突兀，而且很多图案的绘制都是高难度画法，让飞天形象更具精致感，如同在空中自由旋转的舞姿，属于世界历史

上难得一遇的艺术造型奇观，更是世界瞩目的源自东方璀璨耀眼“明珠”，然而“飞天”形象更是字如其形，在形象中更加凸显“飞

天”踮脚起飞在空中扶摇直上的意境美，整个形象看起来如同在天空中飞翔那般优雅，如同神仙下凡时的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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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魏时期的“壁画”与“乐舞” 
北魏时期壁画一方面受到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展现一种异域

风情，另一方面因当时统治者多来自少数民族，于是在壁画中融入

印度佛教艺术和少数民族舞蹈形象，这时期的壁画呈现出一种金碧

辉煌的视觉盛宴，而在北魏时期有着很多气势恢宏的石窟壁画，其

中泥塑壁画较为常见，壁画之中充满了精美的雕刻、佛像、飞天群

像石雕等等，石窟壁画内有浮雕、造像、礼佛图等等，使观赏者站

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艺术内容。在壁画中，设计者巧妙

的构思以及设计使其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明的深刻内

涵。壁画中人物形象佩戴各种装饰物，为后人学习了解佛教美术史

提供借鉴价值，北魏时期的壁画艺术涵盖的内容广泛，其中既有各

式各样的人物，也有代表吉祥的神兽、花纹、几何图案等，还有代

表宗教信仰的文化形式等。这些内容的存在使石窟壁画充满着喜庆

吉祥的氛围，古代北魏时期的人们也利用这些壁画内容来表达自己

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体现出古代人民对生命的由衷热爱。一

座座气势恢宏的石窟中，包含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壁画艺术作

品，将古人的思想与壁画艺术融为一体，把古代传统思想利用一幅

幅精致的壁画作品、一个个典故传达出来。置身石窟之中，犹如进

入了一座文化的宝库，不仅可以增长知识，也能够在壁画作品中享

受美感，净化、升华思想。 

乐舞包括俗乐舞和天乐舞，天乐舞属于天人所表演的一种乐舞，

俗乐舞属于凡世间伎人表演的乐舞，而“飞天”作为乐舞之神，属

于自由穿梭于天际的天仙，而“飞天”乐舞也被誉为“飞天伎乐”，

而北魏时期的乐舞主要形象为手持花盘和花绳，并且表演各种徒手

舞蹈，而在石窟壁画中的刻画的乐舞伎乐形态各异，尤其是头部、

手部的动作彰显一种舞蹈美感，而上半身婀娜多姿的体态把舞姿造

型艺术美发挥的淋漓尽致，有的乐舞形象是在抱着琵琶弹奏，有的

在击鼓奏乐，有的在演奏箜篌，甚至有的在表演管乐，在壁画的绘

制中将乐舞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看起来栩栩如生非常生动形象，

尤其是乐舞伎乐形象中常见的飘带和长裙以及轻纱袖衣等装饰物，

更将舞姿衬托的妙曼灵动。 

2.河南石窟中北魏佛教乐舞形象的考察分析 
在河南的众多石窟中，以龙门石窟 为著名，而北魏时期正是

佛教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大量印度佛教文明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

这个时期的笔画从佛教文明中汲取宝贵的创作智慧和经验，于是在

北魏时期佛教乐舞形象实现宗教与艺术的深度融合，这时北魏佛教

乐舞形象借鉴印度舞蹈特征动作然后对中原传统舞蹈造型进行融

合，共同推动乐舞形象的发展，为当时的佛教吸引来众多的目光，

也令当时的乐舞形象得到法丰富和补充，同时在跳舞的同时演奏不

同的乐器，而且表现出热闹非凡的场面，而乐舞的“飞天”形象更

是美丽的仙人，取天女飞舞之意境美，修佛教脱离烦恼进入清净之

境界，品仙境连天之和气。乐舞形象中采用大面积覆盖式莲花飞舞

于佛像周边，选取精雕细琢之飞天造型，在壁画佛教乐舞形象绘制

中用均等线条层层相连，这种乐舞形象有种扶摇直上的视觉传达效

果，颇有一番接天连叶的意境思想美，身披飘带连绵起伏，倒影着

佛国天界的极乐风景。北魏时期佛教乐舞形象其创意灵感为天仙环

绕莲花跳舞，将莲花飘落神州万里，花落泥土而生根，至此人间百

花齐放，寓意着人间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布局，未来发展一片繁荣

景象。每一个乐舞形象都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象征着红光万丈，

走向繁花似锦的未来。 

目前北魏时期佛教乐舞形象可以概括为：飘逸绵长的飘带、在

飞舞的过程中腾云驾雾的穿梭，双脚离开地面在空中飞舞的飞天伎

乐、手抱琵琶和击鼓或管乐以及箜篌等其他乐器、手持佛教莲花、

头上带着精美的发饰等等造型特征，其表演乐舞的过程中舞姿非常

轻盈洒脱，宛如在空中盘旋飞舞的仙子，舞姿翩翩优美而空灵，其

敦厚庄严的乐舞风格展现北魏时期淳朴的个性，壁画间印刻着民间

小调情怀，将印度佛教文明和传统中原舞蹈艺术美感展现的淋漓尽

致，熏陶石窟壁画文化的发源，保留着民间对神世界的崇拜和尊敬。

将舞蹈艺术呈现出修仙修神的美观度。在乐舞形象中选取各类莲花

作为点 装饰，跳舞时注重踮脚和旋转，手部动作主要是合掌、莲

花手、轮指、拿箫手、佛指、大三指、拿箫吹奏市等等，将中原传

统舞蹈动作进行再创造融入印度佛教文明，用灵巧的表演风格令人

耳目一新，借此在中原地区更好的宣传印度佛教文化，满足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需求。带来一场全新的思想碰撞与创新共鸣。 

3 以舞蹈史学透视北魏飞天乐舞形象 
舞蹈史学，研究舞蹈艺术的产生、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学科。

本文通过舞蹈史学来透视北魏飞天乐舞形象，首先其产生于北魏时

期，当时的统治者非常推崇佛教文化，于是各类佛教经典内容从印

度逐渐流入国内，一时间得到社会层面的热议，这时北魏时期飞天

乐舞形象是以天仙为创作背景，是古代劳动人民因对神崇拜而诞生

的历史产物，并初步形成了飞天乐舞的基本形象，在后续变革发展

中，飞天以飘带作为经典形象特征，在服装舞姿中彰显着中原文化

特色，有种刚柔相济的古典美，展现了佛道修行的端庄大气姿态，

手臂弯曲做“托手”的姿势，手腕配合莲花指彰显舞蹈美姿，手臂

弯曲放在胸前，另一个手臂亲亲前伸做出在空中飞翔的姿态，飞天

的形象始终是在空中飞舞着，面带微笑穿梭于佛国，手里拿着琵琶

或者各类乐器演奏着天籁梵音，或者手持腰鼓、石磬、木笛、筝、

笙等，飞舞在佛教周围，上方还有莲花环绕，飘带搭配衣裙在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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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旋飞舞，在香花之间自由起舞，而飞天乐舞身着短袖露出白皙

修长的手臂，臀部上翘，双腿自然弯曲时而翘腿踮脚，头发盘起高

高的发髻，拂袖而起，漫歌漫舞，动感的节拍旋律，温婉的造型动

作，潇洒自如的表演，洋溢着古典风度，举手投足之间演绎着东方

美，飞天乐舞经典造型是手抱琵琶，风中洋溢着一抹琴声婉转，余

音袅袅穿过静谧的空气，手指自然弯曲，轻轻的拂过飘带，双手快

速拨动琴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双手动作敏捷又轻盈，于是飞天

乐舞形象特征对现代舞蹈产生众多启迪价值，尤其是飞天乐舞的手

部形象和上臂动作值得现代舞蹈编排研究进行借鉴与参考，这时飞

天乐舞的形象充满了意境美，展现了古人对佛教丰富的想象力，彰

显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探索佛教世界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飞天乐舞的

形象塑造中常常被作者寄托某种愿望和情感，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寄托，符合古人的祈福

思想文化，此类飞天乐舞形象图案增添古典东方美。更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元素。 

河南石窟壁画飞天形象作为时代的经典巨作，在光阴定格当下，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凝固的是记忆，不变的是信仰，壁画中飞

天乐舞形象以古代雕刻技艺的质感触碰彰显文化价值，用时空美学

涵盖凝固的视觉，开启佛教文明走向舞蹈艺术的起点，凝固的是壁

画图案，定格的是历史传承的光阴岁月。飞天乐舞形象是佛教文明

走向立舞蹈艺术的开始，用立体图案与花纹装饰壁画，极具造型美

感，视觉上呈现色彩朴实质感，壁画拥有美术绘画的线条感，让艺

术渲染石窟中，走进佛教世界，彰显佛教文明与舞蹈领域的渗透与

融合，让飞天乐舞形象成为舞蹈艺术史的掌上明珠，壁画的立体造

型成为石窟的装饰品与表现艺术。 

4 以“历史整体性”思维对话舞蹈艺术 
现代人将舞蹈作为独立的分支，而在古人的生活中舞蹈从不是

独立存在的，而是“诗词、音乐、舞蹈”融合贯通的相互依存的，

而且在古代将舞蹈和音乐经常融为一体，于是“乐舞”可以通俗的

理解为起乐共舞，后来又诞生唐诗宋词元曲，不断为古代舞蹈演变

历程注入新的内容，这时舞蹈又与各类戏曲文化进行融合，尤其是

明代起舞蹈从“乐”中逐渐独立，“舞学”正式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中，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各类大学兴办的越来越完备，这时

舞蹈艺术开始分科式发展，舞蹈艺术被分成多个学科分支，于是人

们在研究舞蹈艺术中逐渐细化，各个学科互相渗透与交融，呈现出

如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舞蹈艺术繁荣昌盛景象。 

舞蹈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自古以来，载歌载舞成为人们自

娱自乐和相聚欢庆的一种方式，而舞蹈艺术也兼具重要的审美意义，

古代的飞天乐舞更是古人喜闻乐见的舞蹈表演方式。随着舞蹈在中

国几千年来的发展与演变，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不论何种舞蹈艺术其均可见证中华舞蹈文化和音韵旋律的魅

力，更是古代乐舞文化的有力见证，这种肢体动作语言和音乐演奏

彰显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从乐舞到如今各种民族舞、现

代舞、交谊舞的演变，我们经历几千年的舞蹈艺术革新，舞蹈文化

历经时光年轮里的沉淀，舞蹈鉴赏在经过时代沉淀中呈现出多种艺

术语言的表现形式。在学习乐舞飞天形象研究中不仅仅是汲取知识

与学识，更是通过石窟壁画的飞天文化开拓视野，感悟古人绘制飞

天壁画中包含的哲理与沉思，我想这份宝贵的精神文明是无价的。

通过壁画飞天里的百转千回品读人生的酸甜苦辣，而乐舞文化中渗

透着印度佛教宝贵的思想智慧，也能很好的丰富我们精神世界，提

升我们思想文化修养，在欣赏壁画飞天形象中陶冶情操，从而不断

丰富自己的艺术涵养。 

目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现代人求神拜佛主要在于精神寄托

和寻求庇佑，于是在舞蹈创作中大致围绕“福、禄、祯、祥”的美

好寓意展开，这时舞蹈艺术呈现出比较方正的美学造型，我们在舞

蹈艺术编排中直接套取壁画飞天形象的图案纹样，从而为现代舞蹈

学习注入创新元素，让现代舞蹈增添一抹古印度元素和佛教元素，

从而更好的展现并提升舞蹈艺术的视觉美。河南石窟壁画飞天形象

作为佛教乐舞文化的重要载体，象征着一种继往开来，奋发有为的

思想情怀。为此舞蹈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创作主题，选取飞天形象

经典服装造型材料，在舞姿演绎中用精致细腻的手法来烘托中国传

统非遗文化的美，以石窟壁画世界文化遗产的艺术语音与舞蹈艺术

精神相呼应。我们在继承发扬石窟壁画飞天乐舞形象的同时，以现

代舞蹈编排来象征着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文化力量，从壁画飞天形

象里提取精美的服装元素、琵琶元素、飘带元素、莲花元素、祥云

元素、轻纱长裙元素作为造型艺术，以佛教莲花图案花纹直接套取

作为一种舞蹈表演的视觉艺术，从水平线上缓缓升起的莲花和祥云

象征着升腾万里的美好寓意寄托。在现代舞蹈学习中融入乐舞飞天

形象里，来表达一种对传播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吉祥安泰、繁荣昌盛

的思想，让现代舞蹈的时尚气息融入古典传统非遗文化，在当今社

会再创辉煌。 

5 结 语 
舞蹈艺术的高超之处在于将让时间成为“有形”，让艺术成为“无

形”，重塑舞蹈艺术空间里永恒的“景泰蓝”。在舞蹈学习中讲究的

是情怀，讲究的是文化认同和追求精神世界的享受，通过本文的研

究，我们发现河南石窟壁画飞天形象除了外表美观实用之外还需要

具备平安吉祥团圆辟邪之类的美好寓意寄托，石窟壁画飞天形象塑

造要有一定的风水讲究，这样才能迎合古代那个时期古人的心理需

求。这是古人的一种情怀美和意境美，而现代 21 世纪各类壁画飞天

形象的文创主题产品却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于是在现代舞

蹈学习中主要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为愿景，独立编排设计出新

型飞天乐舞舞蹈动作，以尊重传统飞天形象为导向，在传播中国文

化与中国声音的前提下，将创新突破原始表演方式，汇聚多种舞蹈

文化融合发展空间，在古代飞天形象基础上革故鼎新，融合现代化

舞蹈造型元素，增添多种新方式，这是飞天乐舞中佛教文明首次与

现代舞等新元素的结合，也是飞天乐舞顺应时代变迁，跨越未知领

域的伟大尝试与探索，而现代飞天乐舞的创作灵感源自长期发掘传

统文化，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玉石精粹得以延续。即不失古典

风情，又展现现代精致美，发掘古代飞天形象，实现古代乐舞和现

代舞蹈艺术的完美锲合，在现代飞天乐舞形象编排中融合匠心之作

极具发展潜力，旨在传播中国文化，输出中国声音，让琉璃艺术永

恒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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