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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十讲》

精彩短评

1、从造型艺术的各个角度对敦煌形成概览性的认知
2、很翔实，但写作方式很枯燥。
3、作为对敦煌了解仅限常识的人的知识储备非常合适
4、29 323 158 45 205 320 172 328 29 257 259 419 428 17 130 148 112 33 (37) 加上4个必看的窟，看来收获还是
很大的⋯⋯^^
5、通过十讲来分析敦煌艺术，整体略显一般，但分析的故事较为吸引人。
6、西域行准备起来。
7、算是普及敦煌基础艺术知识教育
8、图文并茂，严谨但文笔稍弱
9、不错，深入浅出，适合外行
10、这本书在读硕士的三年断断续续从图书馆借了4次才读完，非常干的干货，以至于有些难以下咽。
11、不错的入门书。
12、9
13、希望不久能去敦煌膜拜一下
14、去之前做好准备！
15、这人可能会是下任敦院院长
16、没去敦煌之前我是不可能把这本书读完的。读过之后明白眼睛看到只是多么小的一部分。
17、能从沉醉中超脱到理性分析，我是不行。
18、一般般
19、赵老师长眉细眼，看上去敦厚的很。以及我很喜欢那样自在扭动的菩萨喵~
20、简要分类介绍了敦煌，很有收获，勾起我想进一步了解敦煌以及佛教的兴趣。
21、赶脚我长得很像封面的佛祖啊~~
22、很不错的
23、学术性太强，适合专业人员读～
24、这是去敦煌参观、参加会议时候买的一本科普类型的书。已经看过两遍，里面的内容很专业，又
不生涩，图片也很生动。算是了解敦煌，了解敦煌历史、敦煌精神、壁画等艺术是本入门书籍吧。
25、侧重美术的研究，对于了解敦煌艺术是很有裨益的。
26、当我到过敦煌时，这本书已经十年了，而莫高窟的壁画又消失了不少。
27、严谨。
28、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非常枯燥，大段大段的理论铺排，完全就是学术报告会昏昏欲睡的风格嘛，不
过怪我自己作非要看这书，大概就是明白了一些最基本的名词概念，看到了一些精美的图片(图片的排
版实在太不友好了突然好想看电子书)。另外，第一次看到把浮士德翻译为“发乌斯特”的。
29、壮哉西域，飞天最美
30、非专业人士，也品不出具体高下，权作提升之用。
31、不怎么够“还行”，也就是凑合
32、再梦敦煌，能不忧伤？一梦再梦，能不忧伤？
33、准备去敦煌
34、选修课的这位敦煌老师虽然上课无聊但是非常君子！
35、入门书籍吧，讲解全面，各点均有涉及，只是作者轻易下结论的方式不敢苟同。
36、只有枯燥可以形容，教科书式的，选取的图以黑白为主（应该基于成本考虑吧），基本看不清楚
细节，也就没法和文字介绍对应起来理解。这应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读物，而不是学术论文。
37、出现一些美术术语但不影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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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十讲》

精彩书评

1、其实有的时候借书是看看出版社的，上海古籍，这应该算是一个保障吧，反正关于敦煌的书，也
是我的专业书了，必须看，那就从这些比较简单易懂的看起来吧~这书看起来真的很轻松，不枯燥，
我自己判断一本书是否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的快慢。。。。这本书呢主要讲了敦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比较，偏于绘画、雕塑、建筑形式略有提及然后是书卷的比较。对于入门来书好看易懂，内行当
然不能满足于此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序言写的挺好~
2、1 伏羲、女娲画像：通常伏羲手持矩，手上有一圆轮，内有金乌，象征太阳；女娲持规，身上圆轮
内有蟾蜍，象征月亮。（三足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鸟，也称金乌、阳乌，或称三足。传古代人看
见太阳黑子，认为是会飞的黑色的鸟——乌鸦，又因为不同于自然中的乌鸦，加一脚以辨别，又因与
太阳有关，为金色，故为三足金乌。 三足乌是神话传说中驾驭日车的神鸟。伏羲手里拿的是尺子，称
“矩”，是用来丈量的，用来表示方。女娲手里拿的是，用来表示圆，用来研究天象，如女娲补天。
）2 石窟艺术首先是一种造型艺术，敦煌艺术在建筑、雕塑。壁画三个方面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以及中国式的审美风范。建筑：一是指石窟建筑本身，二是指敦煌壁画中的建筑画。雕塑：敦煌石
窟开凿于砂岩中，崖体石质无法雕刻，通常采用泥塑彩绘来表现佛像，彩塑成为敦煌石窟的一大特色
。壁画：3 弥勒经变中“女人五百岁出嫁”表现的婚礼场面：婚礼在女方安帐，“女方铺设帐仪：凡
成礼须在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帐。”帐的用途是“同牢盘，合卺杯，帐中夫妻左右坐”。婚礼中的帐有
两种：一是室外择地而置，这就是穹庐，穹庐在婚礼中曰“青庐”，“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
谓之青庐”。另一种是室内悬挂，这就是帷帐。婚礼设青庐原因有二：一是与青庐名称有关，另一是
与“避煞”相连。“青庐”，又称“百子帐”，是一种微型穹庐，覆以青幔谓之青庐，以柳枝卷做圈
，用绳相互交洛，连锁而成，可自由搬动。因为需要大量柳枝，所以叫百枝帐，口头讹传为百子帐
。4 人物造型艺术敦煌壁画的内容主要包括六类：一佛像画，二佛教艺术画（包括本生故事、因缘故
事、佛传故事、佛教史迹故事），三中国传统神怪像，四经变画，五供养人画像，六装饰图案画。5 
线描与色彩敦煌北朝壁画通常先做起稿线，然后上色，最后还要画一道定型线，这是传神的关键，所
以也叫提神线。西域式的画法还在于注重晕染，通过细腻的晕染来造成立体感，表现肌肤的细微变化
。这种晕染法通常沿轮廓线像内染，边沿部分颜色较深，高光部分颜色浅。在鼻梁、眉棱、脸颊等部
位往往先施白色，再以肉色相晕染，形成明暗的关系。由于褪色和变色的原因，北朝时期大部分绘画
中，晕染的过度关系变得模糊，变成了粗黑的线条，给人以粗犷的印象。而脸部往往高光部分的白色
却留下来了，鼻梁和眉棱的三点白字像一个小字，有人把它称作“小字脸”。中国汉代以来的绘画注
重线描，但与西域式的线描不同。西域式的画法可以说线描是为形象服务的，只要造型能够成立，线
描本身并不重要，所以比起线描来晕染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描本身具有重要意
义，线描不仅仅是造型的手段，线描本身的流动性也要表现出美来。与此同时，中原式晕染法也悄悄
进入了敦煌壁画。中原式晕染法与西域晕染不同，主要是一种装饰性晕染，通常在人物面颊和眼圈部
分施以粉红或其他颜色，所谓“染高不染低”，与西域式“染低不染高”正相反。6 青绿山水的真相
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中，唐代形成了流行全国的青绿山水。青绿山水的一般特点：一是笔格遒劲，实
际上就是注重线描勾勒；二是金碧辉煌，注重明亮色彩。7 吴带当风寻迹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
道子活跃在画坛，把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苏轼评价唐代的艺术，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
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画风的一大特点，就是
熟练的线描造型，他创造了后世称为“兰叶描”的技法，“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即所谓“吴带当
风”，这种线描的特点在于运笔速度而富于变化，能表现完整的气韵。第二个特点是重线描而简淡色
彩的风格。由于吴道子的线描水平极高，他常常画完线描，让弟子们上色，而弟子们不敢覆盖率他的
线描，常常用淡色，以突出他的线描。
3、说实话,这本书没有去过敦煌或者没有很爱旅行喜欢探险的人是很难看的下去的.去年在北京,敦煌艺
术大展北京美术馆,我第一次去美术馆,那年正好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礼拜我在里面人山人海,可不影响
我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和揣摩,我心里很坦然,对于大部分的复制品,比如飞天,罗汉之类看了很久对于历
史,介绍性长卷,也很认真的看了其实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而这里带给我的冲动和吸引也不是
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是受我的经历,受教育的程度,自己的生活才让我独自站在这里站在美术馆,我不知
道,我和我女朋友的时间如此短暂,我给她发短信,我给她打电话,我告诉她我对于这次展览的喜欢,和我对
于她的想念,对于她,她应该代替我站在这里,而她不能来,她说她爱我我看着时间慢慢的流逝,我开始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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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十讲》

已美术馆为半径方圆十公里内的地盘了,这是我的根,也是我灵魂的起源也许我早该知道她们的事情了,
我走的越来越远,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近,我已经开始放弃一些事情,同时又拿起理想的武器征战现实的杀
场,我明白了有些事情在你身边发生了,一辈子就会紧紧的跟随在你身边,不是想忘就能忘记了,而有些事
情你要撕破脑皮,可就是想不起我害怕了,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就连最最在乎的也忘记了,而那些恶魔困扰
我的梦,经常打扰我去想起一些不愿提及的过去对于这本书,我又何尝不想再读一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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