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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语中“唐卡”的唐字是平整而

广大之意；卡字是性空而艳丽如幻之

意。据史料记载：公元七世纪的松赞

干布时期出现了唐卡，当时松赞干布

亲自画了一幅题材为《吉祥天母》墨底

唐卡，后来成为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

宝永久保存。

嘎玛嘎智：
长征唐卡绘制风格

唐卡艺术是国之瑰宝，是藏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艺术形

式，也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唐卡是独具藏民族鲜明特色的画

种，她有着与其它绘画不同的材质、工

艺和装裱要求。

红军长征唐卡采用的全部是嘎玛

嘎智画派风格。嘎玛嘎智画派作为西

藏唐卡的重要画派之一，16世纪发源

于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历史悠久、风

格独特、地域特色明显。在艺术表现

上，嘎玛嘎智画派强调个性、随意、夸

张，线条刚劲流畅、颇具功力，衣纹飘

逸潇洒，体现出自由生动的风韵。在

作品颜色上，偏重青绿色调，颇感雅逸

清丽，使画面产生一种美丽、神奇的艺

术境界。在绘画技法上，嘎玛嘎智画

派淡化了传统的晕染效果，注重线条

的塑形能力，整体色调采取暖色系和

冷色系互用法，使得宗教渲染和画面

装饰性更浓，画面效果富丽堂皇、赋色

浓重，视觉效果对比强烈又不失清丽

雅致。整体色相从早期偏重蓝绿色调

转变为偏重青绿色调，着色方法也从

传统的平涂改为层层烘染。

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德

央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研究中心

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和文化部

恭王府管理中心联合发起，文化部批

准的国家级权威唐卡研究机构，专家

委员包括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

20 余位常驻专家。研究中心在唐卡

的理论研究、鉴定保护等方面积累了

深厚的经验，挂牌近两年来一直致力

于唐卡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积极推动唐卡文化在全国各地的影响

力。目前已出版 14 本唐卡文化研究

专著，填补了国内唐卡绘画、研究领域

的诸多空白。另外，研究中心收藏了

大量顶级的唐卡艺术品，将其包装推

向收藏市场，同时受到多家文化机构

邀请，为他们的业务体系中创作植入

藏传文化内容，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为配合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联合

《中国企业报》、康巴藏语卫视频道、甘

孜藏族自治州政府等单位联合推出

“红军长征唐卡”巡展及“看长征唐卡，

讲红军故事”系列讲座大型公益活动

（以下简称“活动”）。

川藏：
长征唐卡巡展重头戏

活动于8月1日在江西省瑞金市

启动后，随即在四川康定、炉霍、甘孜、

马尔康、金川等红军走过的地方进行

了巡展及 15 场主题讲座活动，以“红

军在炉霍”“毛泽东与索观瀛”“红军在

金川”“彭德怀与华尔功赤烈”“卓尼土

司开仓放粮帮助红军”“告别红都”“遵

义会议”“贺龙参拜松赞林寺”等为主

线，生动地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在

藏区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参展的

20 件唐卡组画表现了红军长征中的

重大历史事件、藏族同胞对红军热情

支持、汉藏两个兄弟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的浓浓情谊，这种艺术表现是对长

征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守护和发扬。

因为四川的藏族群众比较多，主

办方把四川的五个地区作为主要阵地

来宣传。8月16日，活动走进四川省

的第一站甘孜县，在该县朱德总司令

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举行为期两天

的“看长征唐卡讲红军故事”长征唐卡

巡展及系列讲座，吸引了来自福利院

儿童、部队官兵、机关干部、群众等近

千人，讲座特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降边嘉措现场主讲。降边嘉措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例子，

讲述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的

故事、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卓尼土司

开仓放粮帮助红军、俄界会议等故

事。通过讲述红军故事，展现深厚的

军民友情和藏汉友情，诠释长征精

神。现场听众认真倾听，掌声不断，不

少听众还与降边嘉措进行了互动。

讲座结束后，降边嘉措还带领在

场听众参观了长征唐卡，讲述了红军

长征唐卡的现实意义与其艺术价值。

降边嘉措表示：“长征是文学艺术创作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表现长

征历史、歌颂长征精神这样的重大题

材方面，唐卡作为藏族传统绘画艺术，

开创了以长征为主题的新的唐卡表现

方式，不但给长征添加了全新的艺术

表现形式，也翻开了唐卡艺术创作的

新篇章。”

8月20日，“活动”在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举行，降边嘉措继

续担任《康巴讲坛》主讲嘉宾，在卓克

基土司官寨给当地广大群众讲述有关

红军长征历史故事。降边嘉措首先用

汉语介绍了此次活动前期取得的重要

成果，接着用藏语向广大藏族观众讲

述了当年红军经过马尔康时的故事，

重点介绍了索观瀛与毛泽东、华尔功

赤烈与彭德怀的故事，受到现场观众

的热烈欢迎。降边说：“马尔康是当年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之一。当时红一

军团在前面开路，红三军团殿后，驻在

阿坝。达维会师不久，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中央领导

人就来到马尔康，并召开了著名的卓

克基会议。在那期间，毛主席接见了

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彭德怀会见了华

尔功赤烈，他们积极支持帮助红军，使

红军度过了困难的局面，为红军长征

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9 月 6 日，“活动”和讲座转战成

都。在成都天府二街希顿国际广场旁

边的一家颇具藏区特色的禅茶馆举

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罗布江村出席

活动并致辞，现场优雅别致的格局和

韵味十足的藏式风情都体现了浓郁的

藏族特色。据介绍，“活动”还将在贵

州、甘肃、北京等地持续进行。

炉霍：
唐卡技艺传承圣地

炉霍县，昔称“霍尔章谷”，清光绪

二十三年终（1897年）置屯时取名“炉

霍”，因炉（打箭炉，即康定）至霍尔为

入藏要道而得名。炉霍是一代唐卡宗

师朗卡杰的故乡，传承至今的朗卡杰

画派享誉海内外。2008年，炉霍被文

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唐卡之乡”的美誉，2009 年列入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炉霍也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经过的地方，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就

设在这里。1936 年 3 月 5 日，刘伯承

和程世才率领八十八师从道孚县沿鲜

水河向炉霍进发，击溃了寿灵寺派驻

的前线武装，3 月 26 日，攻寺战斗告

捷。红军攻战寿灵寺后，红四方面军

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文工团、交通营、

参谋部等机关陆续进驻炉霍；创办了

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创建了红军

医院；建立了藏民自治政府——炉霍

苏维埃博巴政府，成立了红军党校，即

炉霍党校。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王

树声、陈昌浩以及张国焘等领导人曾

在这里居住。

1936年5月30日，红军还曾在这

里举行了全军第一次运动会，也是唯

一一次全军运动会，朱德总司令亲自

担任运动会的总指挥。运动会期间，

寿灵寺的喇嘛还为红军表演“羌姆”

舞——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面具舞，

给运动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也给红

军将士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这

次运动会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

了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

当时红军在炉霍得到极大休整，

受到这里的僧众百姓很大的支援和帮

助。红军在炉霍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寿灵

寺的僧众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寿灵寺大管家相子·益西多吉积极参

加苏维埃博巴政府的工作，当选为炉

霍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并将家藏的

数万斤粮食和几十头牲畜全部支援红

军，当时红军开了借据。炉霍群众帮

红军筹集了很多粮食，炉霍雅德、泥

巴、宜木、斯木的群众，一次性支援红

军400余万斤粮食。

虾拉沱村是炉霍县一个美丽的村

子，该村致力于将藏汉文化相结合，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最重要的是该村与

红军有紧密的联系，是当时收留和安

置红军伤病员最多的村子，留下来的

红军在这里安家落户，与藏族同胞组

成家庭，繁衍后代。这里的居民80%

以上是红军的后代，因此被称作“红军

村”。他们对红军长征有一种深厚的

情结，看到长征唐卡感到特别亲切，

《康巴讲坛》的讲座得到当地居民的热

烈欢迎，还向巡讲小组介绍和述说当

年红军留下的故事。

一件件制作精良、工艺精湛的藏

族金属手工艺制品，一幅幅精美绝伦

的唐卡画，一件件造型生动、别具特色

的藏族药泥面具和格萨尔彩绘石刻，

独具民族特色的藏族服装服饰，吸引

着参观者的眼球。8月9日下午，“圣

洁甘孜·藏饰手工艺精品展”在康定北

门体育场一楼南门厅开展。

“快来看，这是成功申报上海大世

界吉尼斯最长的‘弦子’藏文书法长

卷。”在藏文书法展区，观众们被一卷

长达180多米、宽0.8米的藏文书法长

卷吸引，驻足观赏。这部长卷就是由

甘孜县民族中学高级教师巴松邓珠书

写的藏文书法长卷《格达弦子词》。巴

松邓珠介绍说，《格达弦子词》长卷是

在学习研究“格达弦子”舞蹈的表演风

格中，尝试用书法形体演绎弦子歌词，

直追音乐和舞蹈之风。从 2012 年开

始用了三年时间，收集整理歌词，有些

歌词已濒临失传。《格达弦子词》长卷

由三个部分十种字体书写而成，第一

部分是近10多米的前言；第二部分为

主题格达弦子词，全长142.8米，宽0.8

米，用原始竹笔与现代排笔两种不同

的书法笔书写 8 种藏文字体；第三部

分为近30米的后记。

“我是专门从北京赶到康定来参

加康巴艺术节的，也是专门来参观‘这

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系列长征唐卡

组画的，我们对这组长征唐卡组画特

别感兴趣。我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的

总编辑，我们已将这组长征唐卡组画

列为重点项目，决定把它做成画册和

图书。”来自北京的张海鸥女士激动地

说。

展馆中，“圣洁甘孜”文化创意旅

游产品区是整个场馆中看起来最“潮”

的部分，倒流烟雾的熏香台、各式特色

的小装饰品让参观者眼花缭乱。“这些

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是‘圣洁甘孜’旅游

小商品的首批样品，借着康巴艺术节

的举办和全域旅游的推进亮相于展

馆，旨在填补游客前来甘孜，欣赏美

景，感受文化，却没有特色纪念品可以

带走的空缺，通过创意文化旅游产品

的设计、制造，为全域旅游发展打造可

以带走的‘名片’。”康巴文化研究院副

院长杨胜介绍说，目前已经生产出了

第一批“圣洁甘孜”的系列产品，有

60—70种产品。下一步，将在产品上

不断地优化并结合这些样品生产出更

多的、成功的旅游小商品投入到全州

各县（市）的各大景点、宾馆以及文化

市场、旅游市场，从而满足来自四方的

宾朋，在“圣洁甘孜”除了游山玩水，体

验文化外，还能买到称心如意，具有甘

孜州民族特色的旅游小商品。

另据记者了解，在此次圣洁甘孜·

藏饰手工艺精品展现场，观众可以通

过康巴商城选购精品展的所有产品。

在康巴商城的电子触摸屏前，人们驻

足观看，听取介绍，并亲自体验“互联

网+文化产品+旅游产品”的全新精品

展模式。“高科技就是厉害，所有展品

里的商品这里都可以买到。”来自本地

一位姓蔡的先生详细了解了康巴商城

的购物流程。

唐卡画等藏饰品成为康巴艺术节“吸睛神器”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国内首个高端艺术品呈现平台“艺厘米APP”浮出水面

2016年9月20日，“约会艺术-艺厘米APP新闻发布会”于北京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发布会以约会为主题，凸显了艺厘米产品“艺术约

会科技，艺术约会自我，艺术约会未来生活方式”的产品特性，也标志着国

内首款重度垂直的高端艺术品内容加电商平台浮出水面。发布会现场还

发布了“听见艺术”公益项目和“拾遗”文创项目，并邀请现场嘉宾欣赏同

期举办的曾梵志先生大型个展“散步”。此次发布会邀请了包括凯撒贝塞

什（亚洲）、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今日美术馆在内的近百家国内外著名艺术

机构及艺术原创品牌。

唐卡被称作是了解藏族社会历史的“大百科全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唐卡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十

分关心和重视，2006 年将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绘制长征唐卡的初心，则源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降边嘉措的新著《这里是红军

走过的地方》，不仅计划中相关的80幅唐卡主题全部取材

于这部书，在今年8月，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江西

瑞金市人民政府、甘孜州人民政府、《中国企业报》集团、

康巴卫视、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六家单位在多个省市

联合举办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大型公益活动——

“重走长征路 汉藏一家亲”长征唐卡巡展及系列讲座中，

降边嘉措还作为发起人和特邀嘉宾与巡展人员及录制小

组一起重走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缅怀革命先烈，重

温红军长征历史。

12岁参军，13岁见证解放西藏

已经年近80岁的降边嘉措，经历让人艳羡：1938年藏

历土虎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

县，不到12岁即1950年8月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

后被调到18军文工团，并随军进藏到拉萨，参加了解放西

藏的全过程。1956 年9月，他调入北京民族出版社，期间

参加了藏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版、《毛泽东选集》（1—5

卷）、《毛主席诗词》和《红旗》杂志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

的翻译出版。与此同时，曾为周总理、陈毅、李维汉、乌兰

夫、习仲勋、刘格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达赖喇嘛、十世

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阿沛等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

担任翻译。

降边嘉措在文学创作上也是造诣颇深，可谓著作等

身，早年曾发表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

朵》，并先后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

年江孜保卫战》（合著）、纪实文学《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

放》、《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成功实践》、《雪山名将

谭冠三》、《李觉传》、《藏族老红军天宝传》、《最后的女土

司》、《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二次长征——进军西

藏、解放西藏纪实》、《阳光下的布达拉》、《环绕喜马拉雅山

的旅行》等反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著作。

从 1956 年到 1980 年，在长达 24 年的时间里，降边嘉

措在民族出版社从事藏文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1981

年，风华正茂的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从事藏学研究，重点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成

为这一学科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牵头人。随后撰写了《<

格萨尔>初探》、《<格萨尔>与藏族文化》等学术作品；自

1983 年起至 2013 年，历时 30 年，主编 40 卷、51 册的《格萨

尔》（藏文）精选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今年 8 月，新著

《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

讲课时常常在太阳下暴晒几个小时

长征唐卡首次巡展是在 2016 年的八一建军节的瑞

金，布展前几天，《前言》还没有着落，其他人写了几稿都

没有被认可，降边嘉措亲自执笔，连夜赶稿，并做了多次

修改，终于赶在开展前圆满完成。他在《前言》中这样写

道：“……长征也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

富源泉。红军长征到现在，8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广大文

艺工作者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经过，歌颂长征精

神。有国画、有油画、有版画，有宣传画，等等。但是，迄

今为止，还没有用唐卡这种藏族人民特有的艺术形式来

表现长征……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中

央、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隆重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庄

严时刻，用藏族唐卡绘制了‘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系

列长征唐卡，给具有独特的风格、悠久的历史的唐卡文化

艺术增加新的内容；让伟大的长征精神，通过唐卡千年传

承记载历史重大事件这一特殊功能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传播得更广、更远，影响和教育更多的观众和读者……长

征唐卡组画的创作，是唐卡发展史上第一组革命历史题

材唐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康巴卫视在录制“看长征唐卡 讲红军故事”系列讲

座时，现场反响热烈，不少听众远道而来。由于录制节目

大多数时间是在室外，有时候太阳很大，一天下来暴晒几

个小时。但是降边嘉措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长征史实

和传承唐卡艺术，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课，不但没有抱

怨，反而每一次都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演讲中，赢得观

众的阵阵掌声。

降边嘉措向记者说：“在表现长征历史、歌颂长征精

神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方面，唐卡作为藏族传统绘画艺术

不能缺位，红军事迹和唐卡艺术都需要传承，这个空白必

须填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公益活动，运用藏民族唐卡

画派中传承有序的风格绘制了‘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

系列长征唐卡画，来宣传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原来打

算画 80 幅，后来觉得不够，远远不能涵盖长征的内容，本

次展览呈现给大家的20幅长征唐卡只是系列长征唐卡组

画的阶段性成果，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降边嘉措：红军事迹
和唐卡艺术都要传承

本报记者 朱晨辉

长征唐卡：
讲述长征故事，弘扬唐卡艺术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