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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特点 1

广允缅寺壁画较清代中原和其他地区壁画而言，其

整体特点较为明显：构图上自由饱满、错落有致；透视

上散点与焦点透视相结合，交互穿插，按画面的需要自

由填充形象；尽管场面宏大、构图复杂，但却有条不紊、

节奏感明确；用笔以平涂勾勒之法为主，线条流畅，具

有一定的装饰性和生动性且不刻意追求线条的抑扬顿挫、

落笔收笔等笔墨技法，植物与山体也大都采用直接点染

的方式进行描绘；色彩上以红、蓝、绿为主，红、绿属

互补关系，蓝和红又属于比对关系。此三者的主色调使

整个画面鲜亮沉稳，同时蓝、绿的配置又给人一种清雅

的田园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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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图方法

广允缅寺壁画的构图受清代宫廷画家王原祁“龙脉

说”影响。“龙脉”一词最初起源于风水学，“地脉之行

止起伏曰龙”，龙脉是以寻龙择穴为目的的一种选址之

说，后被王原祁运用到绘画学中，主要借指画面的章法

布局、气势效果和笔墨运用。王原祁的“龙脉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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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龙脉，开合起伏，有斜有正，有浑有辟，有断有

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龙脉之说强调画面中“势”

的变化与构图的开合起伏布局关系，这一点在广允缅寺

壁画中亦有较多的体现。

在画面的表现上，大殿右侧壁画（图 1）以蓝色城

墙为“龙体”，起到画面分割的作用，也是画面的主脉。

蓝色的城墙把画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描绘的是

宫廷内的声色犬马，而城外是太子驱车驶离皇宫“出游

感苦”。下部分错落有致的车马行人形成的第二条次脉与

城墙主势相呼应，而上部分高高低低的房屋亭榭又稍微

打破了主脉平稳的构图，再点缀以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

人物，形成丰富饱满的画面。在绘制手法上多使用平涂

勾勒的技法，即先使用颜色均匀涂抹，再以线勾勒。广

允缅寺壁画的线条不太讲究落笔收笔、抑扬顿挫，而是

更注重疏密节奏的变化，用装饰性的平面线条勾勒。

大殿左侧的壁画在构图上则使用了中央相向式的构

图方法，画面下半部分的亭台楼榭构成了凹字形的主势，

亦为此图的主脉，上半部分的建筑则形成了反弧形的势

破了下半部分构图的限制。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建筑笔

墨密集浓重，从整体来看被红蓝色笔墨分割出了一块菱

形的“空白”，即画面笔墨稍微稀疏的地方，这种疏密对

比让整个画面的重心落在了最中间的两位舞女身上，两

位舞女妆容姣好，衣着蝴蝶架衣在台中翩翩起舞，值得

注意的是两位少女除了傣族传统服装外还披上了汉族的

“云肩”（即舞女脖领处的云纹状衣饰），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清代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的融合与文化渗透程度。

大殿中部左侧的壁画与上面所讲的构图较为相似，

中下部建筑物形成的半弧形是画面的主脉，上部的主殿

与两边对称的建筑物呈竖构图，破了主脉的单一横向，

中间又以各种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形象进行点缀，使整

个画面看起来饱满完整，内容丰富。值得一提的是此幅

壁画在时间、光线和湿度的影响下已经有一些氧化的趋

势了。广允缅寺所用的红褐色据推究可能为铅丹颜料，

铅丹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从中唐后被广泛应用到壁画中，

又名“红丹”、“黄丹”。铅丹含有四氧化铅的化学成分，

在画面中主要用于人物皮肤、衣饰和建筑物的着色，但

是铅丹经过时间、湿度和温度的影响非常容易产生二氧

化铅，致使画面颜色变得沉暗。

由于大殿中部右侧的壁画（图 2）在画面左上部分

已经受到毁坏了，故不作构图的深入研究，此处说一下

关于颜料和画法的处理。在画面下方，女子的长发变成

了脚下的河流，一缕缕发丝变成了层层河水，水中间还

有骑象的人物组合。这里对河水浪花和大象的着色处理

是类似于年画形式的分层渲染，一层重色接一层浅色做

出立体渲染效果。在颜色的使用方面，观察广允缅寺所

使用的绿色，在色调上是偏暖的，类似于油画颜料中草

绿和中绿的结合，而不像用于壁画绘制的石青、石绿那

般鲜艳，故此推测广允缅寺的部分绿色有可能是使用了

一些傣族当地的植物性染料。另外，由于清代纯正的石

绿和石青已经非常稀少珍贵了，而氯铜矿又早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壁画创作中，所以广允缅寺壁画中有些偏绿的

蓝色可能是石青和氯铜矿的结合。

图（3）

位于大殿后厅的两幅壁画皆是以建筑为主的结构布

局，如图 3 所示，画中关于透视法的运用出现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现象：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按透视法

来区分，全图可分为上下两部分透视形式，下半部分建

筑的屋檐、城墙都是聚焦点消失于右上部穿深蓝色官衣

的人物身上，是为焦点透视。画面上半部分，为了能够

全面展示人物活动和画面情节，绘者将建筑与人物位置

的安排设置了多个视角点，甚至还出现了装饰性的云纹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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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穿插其中，此为散点透视法。另外画面的右下角还

描绘了一丛“层峦叠嶂”，为什么加引号呢，这是因为此

处也是散点透视法。“山之大，亭榭之小”在画面中是相

反的，山体也趋于图案化，这是为了展示更多的故事情

节和画面内容而缩小了山体的视角，使空间更多的留给

其他内容。

另外在建筑上也使用了散点与焦点透视法，利用多

种视角来展现情节。此外，在建筑的绘制技法上使用了

源于晋、兴于隋的“界画”技法。顾恺之曾言：“台榭一

足器耳，难成而易好。”这里指的就是使用界画技法。界

画，顾名思义，是使用界尺引线，将竹片的一头削成半

圆磨光，另一头按笔杆粗细刻一个凹槽，作画时将界尺

放在所需部位，手握画笔与竹片按界尺方向运笔，便能

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了。在广允缅寺壁画的建筑中界画

技法的运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图（4）

广允缅寺内除了精美的壁画外，在中央佛像的两侧

立柱上还有人头鸟身形象的壁柱画（图 4），据推究应为

融合化的“迦陵频迦”形象。“迦陵频伽”在佛教中译

为：“歌罗频迦、迦陵频”等，简称“迦陵鸟、频迦鸟”。

迦陵频伽一般在两种场合出现。一种借其声音美妙，寓

意佛法妙音，一种是指代西方极乐净土。其形象皆为人

头鸟身，颇为神秘，或吹奏乐器，或捧奉宝花摆出一副

供养的姿态，经常出现在建筑、绘画、雕塑等诸多领域。

那么为什么又说此处是“融合化”的形象呢？这是

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人文传统来看，此两副人头鸟

身形象都显示了部分印度“紧那罗”的特征：紧那罗：

梵语：kimmara，又称歌神、音乐。原为印度神话中的神

灵，而后又被佛教吸收为八部众神之一，举行法会时担

任奏乐的工作，为天帝的执法乐神。在印度造像中经常

以半人半鸟的男女形象示人，并常出现在宝树浮屠上空，

手持鲜花供养。人形紧那罗在唐代就已经非常流行，唐

代还出现过一种“迦陵频伽”的舞蹈，最后在日本保留

了下来。另一边，这种模仿鸟类的舞蹈也在缅甸南亚流

行，称为“紧那罗”舞，至今孟定的紧那罗舞都是非常

负有盛名的。因此在地理位置上、文化传统上此处半人

半鸟的形象都与紧那罗有些许相符。但是据《华严经探

玄记》载：“此种形貌似人，然顶有一角 .”，《慧琳音义》

又云：“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据此得知

广允缅寺的半人半鸟形象又不全然是“紧那罗”。故此推

究为融合化的“迦陵频伽”形象。

三、结束语

在画法上，使用了傣族民间金水漏印的技法：金水

漏印是傣族民间剪纸技艺的延续与发展。金水漏印是采

用较厚的构纸，根据梁架、柱子或墙体设计出的图案，

以黑红土漆为底色，把图案覆盖在刚刷好的底色漆上再

用金粉拓印金色图案。一般用于佛寺大殿的佛龛两侧、

佛座背面、门厅、梁架、柱子等建筑材料上。广允缅寺

壁柱画在金水漏印的基础之上又加用红线在金水印的中

间位置使用红黑颜料进行了描绘，使画面更加清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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