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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这本著作是一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人类学著作，更是一部扎实而翔实的关于唐卡画师文化艺术实践的田野
民族志。对于西藏唐卡这样一种与佛教宗教修行与实践相关的艺术形式进行深入的田野研究是一种新
的尝试，作者富有勇气地担当起了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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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冬梅
重庆市人，2011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云南民族大学艺
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藏族传统美术方向研究及相关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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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美与法度：对如何运用造像量度的争论
一、造像量度与美：打线与不打线之争
二、造像之美：法度之内的创造
第五章 绘制唐卡：场景中的感知与个体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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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力与个人风格：唐卡是不是艺术
二、唐卡如何创新：嘎玛乡画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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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循法度：一种能动的选择
二、唐卡的价值：信仰的艺术
三、理想的美：永恒的信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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