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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对艺术教育多元化发展

的推动作用

马　芳

绵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四川省绵阳市　621000

摘　要：中国传统重彩壁画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当代艺术教

育中具有重要地位。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色彩、构图、题材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本文探讨了中国传统重

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以及其对艺术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重彩壁画的分析，阐述了其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将这些特色融入到艺术教育中，促进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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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艺术教育领域正经历着一场

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变革。在这片丰富绚烂的艺术天地中，

中国传统艺术以其独特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艺术特色为世人

所瞩目。其中，中国传统重彩壁画更是以独特的色彩语言、

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精湛的绘画技法，不仅成为中华民族

艺术的瑰宝，更在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艺术教育多

元化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当前艺术教育

领域对于这一宝贵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尚显不足，亟需我们

继续深入探索与发掘。基于此，本文旨在细致剖析中国传

统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并深入探讨其在艺术教育

多元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我国艺术教育改革的深

化提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1.	中国传统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

1.1 传统重彩壁画的主要地域分布

1.1.1 西北地区

以新疆和甘肃为代表。龟兹是一个历史上的西域国家，

以今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为中心，自古以来就

是沟通中西方交通的桥梁。龟兹石窟群包括克孜尔、库木

吐喇、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台台儿、温巴什等，保存

洞窟总计 600 余个，壁画近 20000 平方米。龟兹壁画在本

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

中原文化为一体，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

艺术形式。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敦煌石窟是

敦煌地区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

安西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的五个廊石窟，现存

洞窟 812 个，壁画 50000 余平方米。敦煌壁画的创作历经

多个朝代，从公元 4 世纪至 14 世纪，绵延一千多年，反映

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和艺术风格。

1.1.2 华北地区

以山西省为重要代表。山西的寺观壁画遗存在全国各

省份中数量最多，各类壁画现存面积大约为 27000 平方米，

而且从唐宋到金元，再到明清，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与延续

性。从南至北，其境内主要的古代壁画有：芮城永乐宫壁

画、稷山青龙寺壁画、新绛稷益庙壁画、高平开化寺壁画、

洪洞水神庙壁画、汾阳圣母庙壁画、繁峙公主寺壁画、繁

峙岩山寺壁画、朔州崇福寺壁画、灵丘觉山寺壁画等。

1.1.3 西南地区

以四川为代表。唐代中晚期之后，成都一度成为全国

佛寺壁画的艺术中心，元代以后，当其他地区的宗教艺术

逐渐衰弱之际，四川地区的佛教艺术却是异军突起。目前，

四川地区的壁画遗存以明清时期居多，主要有：新津观音

寺壁画、平武报恩寺壁画、蓬溪宝梵寺壁画、剑阁觉苑寺

壁画、广汉龙居寺壁画、新繁龙藏寺壁画、蒲江沙河寺壁

画等。

除上述三个重要地区以外，还有以中原洛阳为主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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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壁画、西藏、四川的藏传佛教壁画以及分布在其他各地

区的寺观与石窟壁画。

1.2 地域性艺术特色的形成因素

1.2.1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地域性艺术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不

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从而影

响了壁画的形式表现、题材选择和艺术风格，再有气候、

土壤、矿产等，都会影响到壁画材料的选取和制作工艺。

例如敦煌壁画使用的矿物颜料就有一部分取自于附近的三

危山，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另外还有

部分颜料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再如蓬溪宝梵

寺地处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其壁画地仗制作工艺极为考究，

分别由草绒泥、麻刀泥、寸发泥、椒末泥、铅丹泥五层不

同泥末铺展而成，具有抗震、除菌、防潮、防腐等多重功能，

以保证色彩的持久。

1.2.2 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是地域性艺术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在

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故事画也逐渐民族化与世俗化，

其不仅为宣传宗教教义，也渗透进了中国传统的仁爱、和顺、

忠孝等儒家思想，体现出不同地区的文化个性。再如山西

汾阳圣母庙壁画与四川剑阁觉苑寺壁画，画中人物和场景

都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人物画特征和皇家宫廷生活的影子，

更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倾向。

1.2.3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作为艺术的源泉和基础，为壁画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同时也成为了研究各历史时期、

各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资料。例如在敦煌壁画中，

有关于耕作、捕鱼、家畜饲养等农牧业。有锻铁、酿酒、制陶、

纺织、皮匠、画匠、石匠、金银匠等手工业。商业方面有

肉坊、酒坊、旅店、弓行、木行等。有关于军队操练、出征、

征伐、攻守的作战图，以及兵器准备的宝贵资料。还有骑射、

马技、相扑、角力、举重、弈棋、投壶、武术、游泳、马毬、

蹴鞠等体育活动。可谓包罗万象，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1.3 地域性艺术特色的表现形式

1.3.1 构图方式

由于表现主题与内容的不同，各地区壁画的构图方式

也有着明显差异。如佛教壁画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供

养人画像、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墓室

壁画则以墓主人的生前生活和生平事迹为主要表现内容。

宗教壁画的构图有比较严格的规则，往往依据经典和仪轨，

有完整的主题，但各个地区依然在严格的规则中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独具个性。如敦煌壁画的满构图法，主次分明、

疏密得当，画面恢弘沉厚；蓬溪宝梵寺壁画虽对称分布，

左右各 6 铺，但每一铺的形象组合灵活多变、妙趣横生，

富有故事性；剑阁觉苑寺壁画则采用通景式的连环画构图，

完整讲述了释迦牟尼一生的全部故事，每个故事之间以山、

水、云、树、屋宇相隔，以四字榜题标注故事情节，使画

面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与整体性。

1.3.2 线条表现

西北地区传统壁画，如龟兹壁画和敦煌壁画，由于受

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早期线条较为朴素、粗犷。永乐

宫壁画的线条简练大气、形神兼备、注重转折和变化，富

有韵律感和“吴带当风”的动感。四川地区的线条则更加

精致、细腻。这些不同地区的线条特点都体现出了不同的

地域与人文特色。

1.3.3 色彩运用

龟兹壁画在色彩运用上多采用冷色调，如青、绿、赭石、

白等，以表现庄严、肃穆的氛围，同时也能看到希腊、罗马、

波斯文化对其的影响。山西壁画在色彩搭配上注重色彩的

对比与调和，使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其中以红、绿对比色

为主的色彩运用较多。南方地区的重彩壁画在色彩运用上

偏爱暖色调，如四川壁画就以红色、黑色为多，充分体现

了“蜀人尚朱”的特点。在众多壁画中，岩山寺壁画的色

彩较为特别。岩山寺壁画绘制于金代，受宋朝画风影响深刻，

其色彩以青绿为主，再装饰以沥粉金，颇似北宋的青绿山

水画。部分地方以墨线勾勒，再淡淡施以墨色渲染出山水

风景。这样的色彩配置优雅而灵动，堪称宋金两朝审美的

巅峰之作。

2.	中国传统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对艺术教育多

元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2.1 丰富教学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2.1.1 引入重彩壁画的教学资源

中国传统重彩壁画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其独特

的艺术语言、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鲜明的地域性艺术特色，

为艺术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教学资源。将重彩壁画引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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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与艺术的博大精深，更能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有效提升

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2.1.2 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艺术教学注重实践与锻炼，可以组织学生通过实地考

察、参观博物馆、艺术馆、参加艺术讲座等方式，近距离

感受重彩壁画的艺术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

热爱。并通过欣赏、分析、讨论、临摹等教学活动，让学

生在实践中了解重彩壁画的分类、历史、形式语言、艺术

特点与审美风格，并掌握重彩壁画的基底制作与表现技法。

此外还可以与相关单位、企业、工作室等合作，建立写生

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

2.2 促进地方文化与艺术教育的结合

2.2.1 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传统重彩壁画随中国数千

年文化而生长，充分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与交流。

学生通过对传统重彩壁画的学习，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

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民俗、宗教信仰等情况，

有助于推动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提升地方文化软

实力。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家乡的热爱，激发他们积

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热情。

2.2.2 推动艺术教育创新与发展

中国传统重彩壁画的地域特色与多元化风格为艺术教

育创新提供了丰沛的灵感源泉。在艺术教育中，我们可以

借鉴传统重彩壁画的表现手法，结合现代艺术理念进行创

新尝试。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更能够

推动艺术教育向更加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3 促进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重彩壁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在艺术教育中

融入重彩壁画元素，通过参与壁画临摹、重彩创作等实践

活动，学生可以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加深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增强文化认同感、增加文化自信，

从而更加珍惜和保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3.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重彩壁画以其独特的地域性艺术

特色在艺术教育多元化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

过深入挖掘与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我们可以有效提升艺术

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推

动艺术教育向更加多元化、创新化的方向迈进。通过重彩

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艺术教育

在多元化发展中，应充分利用重彩壁画的地域性艺术特色，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推动艺术教育的多元化、特色化发展。

在今后的艺术教育实践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特色，

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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