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由心造妙笔自然——尼玛泽仁

尼玛泽仁(七十二岁)

1944年，尼玛泽仁出生于在四川

省巴塘县，自幼随父母流落到雪山环绕

的文化古城——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

县。那里不仅有纯洁的雪山和草原，还

有气势恢弘的德格印经院、绚丽多彩的

壁画和庄重生动的铜雕泥塑。这里色彩

斑斓的颜色和厚重的宗教艺术氛围强烈

地印在小尼玛泽仁的心灵深处，丰厚的

文化底蕴培育了尼玛泽仁的审美情操。

1957年，他被保送到四川美术学院民

族班学习，五年的苦读使他打下了坚实

的中外美术基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

他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藏族画家，不仅

仅要学好美术理论与技巧，更重要的是

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丰富

人类文化艺术的事业上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尼玛泽仁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

深入基层，努力学习藏族文化艺术知

识，在浩瀚的雪域文化艺术海洋中汲

取养料，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1973

年，尼玛泽仁被调入到四川省甘孜州

报社任美术编辑。为了工作需要，他

经常背着行囊走访民间、寺庙，临摹

壁画、唐卡，积极搜集和研究藏族故

事，同时在艺术的技法上从构图到线

条、造型、装饰和色彩等方面对传统

绘画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和研究。所

到之处，他无不为藏族的传统绘画感

到兴奋和震撼。自1974年，他相继

创作出了《哺育》《草原新曲向北京》

<雅鲁藏布江畔》《绿色的冬天》等版

画作品，陆续发表于《人民日报》《人

民中国》等报刊。版画创作的积累，

促使尼玛泽仁开始尝试连环画的创

作，在1980年出版了连环画《失踪的

王子》《魔术大师》等。经过多部连环

画的创作锻炼，使尼玛泽仁在对故事

和画面的呼应关系的处理上更为完善，

使他理解到连环画以画面讲故事的表

现形式与传统的藏族绘画类似，他就

越发执着地研究这些精湛的艺术，激

发了他更多更广的创作灵感，逐渐找

到了苦寻多年的艺术道路，即在传统

唐卡画技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延展，

创作出新时代的唐卡画。1982年，他

深入藏区文化古城德格县各大寺院与

仁真朗加、梅定开等人合作首次创作

新唐卡画《岭·格萨尔王》《扎西德

勒》和《朱德会见格达活佛》三幅大

型作品。这三幅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

一问世，就受到了藏族广大僧俗群众

和国内外艺术家的高度赞赏，其中

《岭·格萨尔王》参加了1 982年的法

国秋季沙龙展览，被文化部、国家民

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授予优秀作

品首奖和佳作奖(为当时的金奖、银

奖级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评

论道：“这些新作品体现了艺术的民族

形式的发展规律——文化传统的继承

与创造性的关系，对传统既体现着创

造性的突破，在形式风格方面又有所

继承，以突破为继承，在继承中发挥

了创造的自由。新时代的藏族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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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上辩证地处理着被动性和主动

性的关系，保证了绘画的民族性与时

代性的和谐统一。”在这以后，他继续

创作了大量的新唐卡画，多次在国内

外展出，引起中外文化界的关注。

此时，尼玛泽仁更为深刻地领悟

到要继承和发展藏画传统并使之走向

世界，必须下大功夫学习民族历史和

文化，包括学习和研究佛学经典、藏

戏、舞蹈⋯⋯从大文化的角度把握藏

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心理，

在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中探索

藏族的精神解放和发展走向。期间，

他被调入四川省甘孜州群众艺术馆工

作，并进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

生班进修。为此，他有机会再次走向

雪山深处，拜寺院画僧为师，与藏族

学者广交朋友，像朝圣者一样走遍了

敦煌和西藏等地的各大寺院。他将所

见所闻与在实践中的思考进行整理，

写出了很多有质量的论文，如《藏族

唐卡画的历史及其艺术特色》《敦煌宝

库中的藏族壁画》等。他又研究了中

外美术史，穿梭于藏族古老文化与外

来文化之间。他意识到传统唐卡大都

以宗教为内容，无法传达新时代鲜活

的文化信息。所以，他在自己的绘画

中既保留了藏画特色鲜明、造型夸张

和超时空的特征，又融汇了中国画的

线条和西方艺术的立体造型手段，拉

开了与传统唐卡画之间的距离。尼玛

泽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十

世班禅大师的赏识，大师曾经鼓励他

说：“你既懂佛教文化，又懂汉文化和

西方文化，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发

扬光大藏族文化。”并赐封他为“班禅

画师”。之后他有幸参拜了西藏各大寺

庙，接触多位佛学与藏学界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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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研究他人不易见到的历代艺术珍

品。这使他大开眼界，艺术上得以飞

跃。他又相继完成了《藏传佛教故事》

的创作，在这部作品中尼玛泽仁吸收

了藏族传统唐卡画的艺术形式，画面

的构成也各具特色。在将文字的抽象

故事转化为具体的画面时，很好地配

合了故事的发展，做出了将独特的民

族绘画审美样式转化为连环画的尝试。

由于尼玛泽仁在西藏画界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后期尼玛泽

仁应民族出版社之约，为“中国少数民

族故事大全”系列连环画创作藏族部

分——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史诗《格萨尔

王传》的部分章回。《格萨尔王传》是

当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广泛

流传于藏族人民中间。通过对格萨尔所

进行的大大小小战争的描绘，歌颂了他

为民除害、统一国家的伟大功绩。由于

作品篇幅宏大、卷帙浩繁，当时还没有

整理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故事系统。尼

玛泽仁在与出版社的编辑们商量后决定

选取最为精彩的霍岭战役来改编绘画。

他说：“作为一位藏族画家，创作这个

题材使我感到十分神圣，主人公格萨尔

王无疑是众多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一

个。”这部作品以全彩的方式绘画，颜

色绚丽多彩，人物塑造精美，力求体现

藏汉融合的画风，将藏画的技法融入到

故事的精髓中去。在艺术形式上，该作

品将质朴绚丽、灵动雄浑的风格有机地

整合在一起，将一个英雄传说刻画得绚

丽壮美，令人震撼。

20世纪90年代初，尼玛泽仁在四

川美术出版社的邀请下，为描写西藏

佛教起源与发展的插图本《藏传佛教

故事》，他用两百幅线描描绘了这段

迷人又深邃的历史，他将藏传佛教重

要的事件都描绘出来，他吸取了藏画

中叙事画的元素，柔韧的游走于多个

民族间的各式民俗、建筑、服饰等刻

画，体现出了他用线的深厚功底。在

这之后，他又主攻于大型作品，相继

创作出数十幅长度在一米五米以上的

巨型绢画。其中既有歌颂劳动的《黑

白世界》《暮晚深秋》，表现民俗风情

的《遥远的回忆》《草原深处>，颂扬

民族历史人物的《米拉日巴》《宗喀巴

游学图》《文成公主入藏弘佛图》，也

有表现藏族精神的《天地间》《最后的

净土》《辉煌的遗迹》《天界》《极地的

梦》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史诗般的画

卷，气势恢弘，绚丽多彩，别开生面，

极富想象力。《极地的梦》竟把岩壁佛

像升腾于宇宙之中，与日月同行，这

种奇思遐想来自于佛教信众的内心世

界。《辉煌的遗迹》描画了古格王朝昔

日的辉煌，黑色的无限空间更增添了

古格王朝的覆灭之谜，加强了思古之

幽情。把主题与天体宇宙相连，是藏

族人精神的一种表现。

时至今日，尼玛泽仁仍然感谢创

作连环画对他的磨炼，他说正是连环

画使他尝试了“一个人的电影制片

厂”，那段经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构图

能力。他将连环画体现出来的故事性，

完美地融入到了日后的独幅画创作中，

使独幅画的故事性更加丰满，展现出

了独有的魅力。在面对各类创作题材

时，他变得更加自信和从容。对连环

画未来的发展方向，尼玛泽仁认为连

环画应该与时俱进，要利用这个时代

所创造出的新条件来发展，要让大家

重新阅读故事。

如今，七十二岁的尼玛泽仁的艺术

创作之路又有了新的方向，他要做具有

世界通用绘画语言的绘画尝试，为此他

笔耕不辍。每到一地，他总是在别人熟

睡时，就已经起身去写生。就是靠着这

股子创作精神，尼玛泽仁积攒下大量的

作品，即将踏上又一轮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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