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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美敦煌!守护精神家园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地处中国西域

的敦煌，是一座散落在沙漠中的规模最大、内
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在漫长的东西方文化
交流中形成了崇高唯美，包容开放，向善守正
的百科全书式敦煌文化。至美敦煌是我们的
精神家园。在常沙娜的眼里，象征着中国古代
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及友好往来的“丝绸之
路”，是中国历史文明和智慧编织出的一条璀
璨绚丽的丝带，而敦煌石窟艺术就是镶嵌在
这条丝带上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

!"#$年，年仅 %&岁的常沙娜随父母来到
了广袤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她一生与这颗夺
目明珠的不解之缘。她回忆第一次见到莫高
窟的情景：“冰冻的大泉河西岸，凿在长长一面
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
蔚为壮观，却因风沙腐蚀、年久失修而变得破
败不堪，像穿了件破破烂烂的衣裳。然而走进
石窟，又可看见一个个没门的洞口里透出五彩
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
神秘的美丽。”在父亲常书鸿的引领下，常沙娜
在洞窟中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
铺天盖地，色彩绚丽，她眼里充满着好奇和新
鲜，仿佛游走在变化莫测的梦境里……

接下来在敦煌的日子，对常沙娜来说是
“痛并快乐着”。说其“痛”，敦煌的条件实在是
艰苦。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名字就取自于
当地一条河 的谐音。父母都是我
国上世纪初的留法艺术家，全家在法国过着
安逸的生活。而敦煌的生活与之反差极大，连
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常沙娜
还清楚地记得初到莫高窟那天的晚餐，吃饭
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一碗醋，
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厚面片。“父亲
说，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
一层白垢，以后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全
家说是在中寺住下，其实也就是一间空无一
物的土房子。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曾与常书
鸿开玩笑，将在敦煌工作比作“无期徒刑”。母
亲不堪忍受如此艰辛的环境，不到两年就悄
然出走。常沙娜不得不照顾起年幼的弟弟，在
大漠荒烟中支撑起没有母亲的家。

称其“快乐”，她每天可以跟着大人们蹬
“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常沙
娜欣慰地说：“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
用大人催。”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将
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
点壁画全面临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
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理
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与西域影响的关
系。常沙娜每天临摹壁画，在彩塑的佛陀、菩
萨慈眉善目的陪伴下，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
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
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那建于五代时期
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
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
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
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使她
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常沙娜说“是敦煌的风
土培育了我做人应有的淳厚；是敦煌的艺术
给予了我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

今天，当步入展厅时，我们面对常沙娜当
年的临摹作品，一股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这
些画作线条宛转遒丽，色彩清新典雅，有些还
场面宏大壮观，结构繁复严密，难以想象这是
出自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之手。敦煌的情缘
来自于遗传，这种融化于血液中的爱使这朵
“敦煌之花”优雅绽放。“我的‘源’就是流淌在
我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常沙娜如是说。这
位“敦煌的女儿”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父亲交
予的使命，以匠心守护着精神家园。

花开遍地!传承文化血脉
常沙娜曾经说过，父亲给了她很多养分，

但改变她一生事业命运的是林徽因先生。先
生一生钟爱中国历朝历代陶器、漆器、壁画、
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认为“只有将中国历代
元素应用于当代生活，将中国古典的工艺美

术以更新颖的方式让国人重新认识，才能彻
底翻新中国工艺品造型、功能和装饰设计的
美感。”林徽因将常沙娜引上了工艺美术设计
之路。她从整理研究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到敦
煌元素应用于传统景泰蓝改造、首都“十大建
筑”装饰设计，以“中国创造”的方式延续了父
辈与敦煌的情缘。

%"'"年，常沙娜与中央工艺美院的同事
到敦煌进行临摹考察，将莫高窟历代壁画与
彩塑人物的服饰图案按年代分类收集整理
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这
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服饰艺术的
著作。常沙娜潜心研究敦煌艺术图案，经常带
领学生到敦煌进行整理临摹，&(()年完成了
《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十年后又出版了《敦煌
历代装饰图案（续编）》。

研究敦煌壁画和彩塑上的装饰图案并非
易事。首先要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类，根
据装饰图案在石窟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不同
装饰功用，分成若干类别。然后，在每一个类
别中按照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选择每个时
期最为典型和优美的装饰图案，进行整理性
临摹。常沙娜是这样解释“整理临摹”概念的。
它既不同于完全依照敦煌壁画现状的复制，
也有别于凭借想象进行的“复原”，而是在忠
于壁画装饰图案原造型和色彩的基础之上，
运用图案学的组织构成原理和对敦煌图案的
理解，将图案残缺部分补充完整，再现图案的
整体造型、构图和色彩。去过敦煌，看过洞窟
里的佛、菩萨或供养人的造型，你就会发现服
饰图案被一些配饰和衣服的褶皱分割得非常
细碎，有的图案可能只存在于人物裙摆旁一
根纤细的佩带上。常沙娜说“这都需要推理出
一块完整的布料中，纹样如何布局。仅有绘画
上的训练是不够的，还要懂些染织方面的知
识，比如在一些提花织物上一个单位纹样二

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的排列规则。”在展厅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敦煌图案解密人”是
如何将斑驳壁画上隐藏的精美图案萃取出
来，诠释出敦煌艺术的造型元素、色彩配置、
图案内涵等精华所在的。

上世纪 '(年代，常沙娜还参与了“十大
建筑”中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人民大会堂
和民族文化宫等新建筑的装饰设计，将敦煌
艺术元素应用于设计实践。在人民大会堂的
建设中，周总理建议“要让年轻人参与其中”，
&(岁出头的常沙娜参与并完成了人民大会堂
的外立面和宴会厅顶设计。在宴会厅顶的装
饰设计中，她引入了许多敦煌唐代藻井图案
的元素，使整个设计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
大气，尽显泱泱大国悠久历史、高度文明的风
范。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宴会厅顶依然
亮丽如新，风采不减。

%""*年，常沙娜受命主持并参加设计中
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礼品
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这朵盛开在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广场的紫荆花，造型受敦煌壁
画装饰图案的影响，兼具“永久性、纪念性、美
术性”，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标志与纪念
物，也是海内外游客来港必会前往观赏的景
观。她说“作为设计师，我是很自豪的。”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常沙娜的艺

术源于敦煌，源于大自然。敦煌壁画的花卉元
素是她创作的源泉，大自然的生命形态是她
设计的灵感。这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历届院
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老院长如是说：“我在图
案教学中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
生活的自然。”“学艺术，要学传统，学大自然。
大自然本身的色彩是协调的，如漂亮的花卉、
蝴蝶、鸳鸯，色彩是大自然造化而成的，有的
是出于生态平衡保护自己的需要，有的是出
于繁衍的需要，它们一同构成了大自然绚丽
多彩的和谐。”
“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

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常沙娜
以对敦煌的爱、对艺术的爱、对民族的爱，正
引领着我国工艺美术的复兴之路。

这朵“敦煌之花”正盛开在民族艺术的大
花园里，吐纳着属于自己的芬芳。

花开敦煌 香溢人间
走近“敦煌守护女神”常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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