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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现有对藏族唐卡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在高校课堂中的新路径教学探索,指出在课程体系、课程架构、课程内容设置方面的特色,

将当下先进网络传播技术与藏族唐卡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科学地运用到校园教学中,使教师在中小学和高校的课堂上,轻松地将藏族唐卡艺术普

及给学生,也使藏族唐卡传承人远在校外,通过该项目研发的教学方式零距离地与课堂进行互动。也始终为传播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服

务,对民族文化特别是藏羌彝文化走廊的传播与推广有积极价值意义。 

[关键词] 藏族唐卡；教学探索；信息交互 

 

1 唐卡艺术概述 

唐卡,又称唐喀,是藏语音译,即在布画或纸面上绘制的佛像,然后装

裱镶缎,安轴成画,悬挂在佛龛中供奉,历来被藏族人视为珍宝。它是极富

藏族文化特征的绘画艺术,是西藏及四川、青海、云南藏区民间绘画的主

要形式,也是藏族绘画和工艺美术的代表性艺术品种,历史源远流长,工艺

技法独特,艺术水平精湛,深为各界人士喜欢。唐卡及其制作技艺和工艺程

序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主要流派及其传承人受到国家的重

点保护和扶持。 

唐卡种类内容繁多,既有多姿多态的佛像,也有反映藏族历史和民族

风情、藏医藏药、天文历算的内容。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别,称为“止唐”

和“国唐”。“止唐”以绘画技法为主要形式,包括画布、绢、皮革等材质

上的唐卡；而“国唐”,则是以丝绣制作为基本形式,包括刺绣、缂丝、织

锦、堆绣、珍珠镶嵌等形式的唐卡。 

2 项目研发背景 

《“理论+实践”——藏族唐卡艺术在课堂中的新路径教学探索》项目

是由四川音乐学院的“雲格Arts”团队在格桑梅朵副教授的指导下,经过

反复教学实验后所完成的。该项目是已较成熟且极具创新性的教学方式,

旨在把当下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运用到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的教学与传播

当中,并希望以此来推动艺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学科发展

和专业教学。 

本项目的内容是将当下先进网络传播技术与藏族唐卡文化进行有机

结合,科学地运用到校园教学中,使教师在中小学和高校的课堂上,轻松地

将藏族唐卡艺术普及给学生,也使藏族唐卡传承人远在校外,通过该项目

研发的教学方式零距离地与课堂进行互动。 

2.1把网络传播(雲格Arts微信公众号)运用到艺术教育中 

“雲格Arts”团队计划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与自媒体的高效传播速度,

快速地将内容传输到课堂上,使课堂具备交互性、共享性、开放性等基本

特征,使科学技术和艺术教育的课堂完美融合。 

2.2藏族唐卡文化引进校园课堂 

将当下先进网络传播技术与藏族唐卡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科学地运用

到校园的教学中,使教师可在中小学和高校的课堂上,轻松地将藏族唐卡

艺术普及给学生,也使藏族唐卡传承人远在校外,通过该项目研发的教学

方式零距离地与课堂进行互动。 

《造像量度经》是说明佛造像法度的经典。清乾隆七年,工布查布在

北京依藏文译本重译为汉文,并作《造像量度经引》《经解》及《续补》。

唐卡作为佛教艺术,绘画根本依《造像量度经》,唐卡画师必要先学好佛造

像量度经；量度经中记载了佛造像的姿态、形制、比例、手印、法器等规

矩。唐卡注重传承、传统、手工及原创,制作过程复杂、工序繁多、用材

讲究。唐卡不是写意画,应严格依《造像量度经》创作、应严格恪守传统

的“三经一疏”。“三经一疏”作为藏传佛教造像度量的标准：不仅明确规

定了佛祖释迦牟尼及诸佛、菩萨造型的标准,且指出,在色彩、手势、法器

等方面不得任意更改。如唐卡背景要宽阔：佛座宝座珍宝座、日座月座莲

花座、背幔六饰等图案要按经典来创作,十力六大般若佛及象征诸图案要

恰当安排,精细琢磨。四周神眷服饰及莲图宝座不可随心所欲要依经典去

创作。 

2.3网络技术推动藏族唐卡文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通过在线学习让学生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基本掌握到唐卡文化的

知识点和绘制的技法要点。在线下,经过传承人现场的查缺补漏、绘制

难点突破之后,剩下的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在线唐卡文化课堂教学活动

为载体,组织同学们把在线所学到的唐卡文化进行扎实的巩固并形成理

论科研成果： 

团队成员所完成的本科及硕士论文《藏族唐卡艺术中动植物纹样审美

象征意义的研究——以噶玛嘎孜画派为例》、大创课题《“互联网＋唐卡艺

术”中国唐卡艺术的数学建模与文化体验项目》等,已达到理论与实践有

效的结合。 

3 项目具体教学设计 

3.1建立线上唐卡艺术的微信交互体验 

我们建立起了线上微信公众号信息交互体验。该公众号分为五大板块,

分别是：“唐卡简介”、“唐卡涂绘”、“唐卡教学视频”、“唐卡论坛”、“唐

卡信息库”。 

3.2建立线下唐卡艺术教学直接体验 

为了使学生与唐卡艺术的直接体验,让同学们在实践中认识唐卡,在

学习唐卡中了解其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从而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艺术丰

富性的了解。于是我们团队设计建设了两种线下推广方式： 

(1)唐卡实践基地授牌仪式：2017年6月第一个艺术教学、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正式挂牌成立。6月28日下午,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

与攀德唐卡艺术中心在位于一环路罗马假日广场的艺术中心展场举行了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艺术教学实践基地”、“四川音乐学

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 

此次基地挂牌和签约,标志着人才培养重要的一环——教学实践终于

得以完善,为艺术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研究艺术理论和进行

艺术创作的同学们,在研究视野上的格局把握提供了新思路,意义匪浅。本

次活动的圆满举办,开启了川音艺术学理论系教学、人才培养新的篇章。

并以此为契机,发挥校、企双方的各自优势,最大限度地开创共谋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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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双赢的新局面。 

(2)唐卡传承人进课堂：为宣传、保护、传承唐卡艺术,提高学生对

唐卡艺术的深刻了解,格桑梅朵副教授于2019年5月邀请到昌都噶玛嘎

孜画派的传承人嘎玛老师来到川音课堂,就唐卡艺术的基本绘制方法对

2016级艺术学理论系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噶玛嘎孜画派属于藏族唐卡的

三大流派之一,流行于藏区东部,以四川省甘孜德格和西藏昌都及青海

玉树为中心,其作品施色浓重,对比强烈,画面富丽堂皇。嘎玛老师从事

唐卡绘画二十余年,绘制唐卡上千幅,此次活动以释伽牟尼佛像为例,通

过构图、度量与线条为学生阐释唐卡独特的魅力。同时,嘎玛老师在黑

板上一笔一笔示范了释迦牟尼佛五官比例与头像画法,并耐心帮助每一

位学生,一笔一画地完成了佛头的线稿。最后,嘎玛老师对学生的作品逐

一进行了点评和修改。 

本次教学活动旨在使学生与唐卡艺术的直接体验,让同学们在实践中

认识唐卡,在学习唐卡中了解其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从而加强学生对民

族文化艺术丰富性的了解。通过此次实践学习,同学都得到了极大的收获,

认识到了独特的民族艺术,也通过嘎玛老师的讲解与教授感受到了艺术家

自身对于艺术的思考与反思。 

3.3提供实践平台 

2019年4月至5月醍醐携手成都IFS举办“发现喜马拉雅”西藏当代艺

术展,从艺术与文创出发,用当代的语言去表达西藏艺术。期间,学生参与

了艺术展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策展,到开展期间的讲解,再到最后的完美

收尾,学生们切身体验了藏族文化与艺术的莫大魅力,同时也锻炼了自身

各方面的能力。 

4 教学成果产生的影响 

唐卡最初只是一种具有宗教象征意蕴的艺术品,首要价值便是宗教价

值,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各唐卡艺术家的倾心传承发扬,

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道德价值、知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 

古往今来,许多撼人心魂的艺术作品总是具有深层次的宗教意义,使

人灵魂升华而内心安详。唐卡艺术的兴盛与藏族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联,其

传承亦始终在为传播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服务,对民族文化特别

是藏羌彝文化走廊的传播与推广有积极价值意义。 

5 结语 

唐卡原本没有任何商业功利性,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开始蕴含着

无限商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唐卡逐渐从宗教圣物

演变为一种信仰+商业化的艺术品。 

近年来,不少人热衷于收藏唐卡,唐卡店铺遍布藏区。普通唐卡的价格

随之翻番,古代唐卡的市价离谱攀升。唐卡成为人们欣赏收藏的对象,其受

众不再限于僧侣和信徒而是面向全国乃至于全世界。 

为此,我们得重视唐卡画师的技能培训,普及唐卡专业理论知识,使广

大民众能够正确的、便捷的通过网络手段解读唐卡内容；也从艺术学、艺

术管理的角度,能更专业、更全面的从产、学、研的三位一体的角度更好

的对以唐卡为例等艺术进行有效的多方面的研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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