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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的艺术特征和历史文化渊源
　　筇竹寺地处云南省昆明市西郊玉案山，由于地处的特
殊地理位置，决定了筇竹寺自其建寺以后经历了多种宗派
思想的影响，至清光绪年间塑五百罗汉造像时，筇竹寺受
禅宗思想影响，是一座典型的禅宗寺院[1]。
　　筇竹寺五百罗汉出自于黎广修及其弟子之手，黎广
修，四川人，善书画，崇尚佛教，对佛经亦有研究。1851
年曾参与新都宝光寺罗汉造像历时9年的建造，68岁入滇
塑筇竹寺罗汉群像[2]。68岁的黎广修大师在此时对佛理研
究、文化修养、艺术造诣上都已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
界。
　　黎广修带领弟子创作五百罗汉，其素材主要来源于普
通老百姓，据说最初一两年开始创作时，黎广修并不是一
味地埋头创作，而是隔三差五就下山到昆明周边的马街和
黑林铺附近的茶馆喝茶，目的是为了寻找创作素材，在当
时，马街和黑林铺是昆明比较热闹的市集，而且地理位
置离筇竹寺不远（因城中村改造，马街市集已不存在），
在这里可以接触和观察到各种不同外貌特征，不同性格特
征，不同地位的普通人群，给黎广修创作提供大量的素材
和灵感来源。在其塑造的五百罗汉中包括了得道高僧、工
匠、农夫、读书人、康熙和乾隆皇帝以及黎广修本人和他
的弟子们。
　　筇竹寺五百罗汉最突出的就是它的世俗化特征，基于
众生平等的思想，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融合了社会各阶层
人物形象于其中。去过筇竹寺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流传于

民间的说法，在五百罗汉中可以找到符合自己形象或是性
格的一尊雕像，在我们几次的考察学习过程中，深有体
会。这些雕像不分阶级、不分时代、不论贵贱，共济一堂
组成的罗汉雕塑群像，充分体现了一种创新的创作形式和
一种鲜活的表现手法，充分向世人展示了这种宗教题材世
俗性的创新形式。
　　在这些罗汉造型中动态有静有动，有的弯腰曲背，有
的袒胸露乳，有的大声吆喝，有的骑着灵兽，有的手拿书
卷，形成了多题材多姿态的罗汉群像，漫步其中，就仿佛
身处其中，仿佛走在生活中的市集一般，喜、怒、哀、乐
都呈现在观者眼前，其无一雷同的形态、表情，让人叹为
观止。
　　从人物性格上来看，五百罗汉塑像强调形神兼备，且
在人物形象上达到了千人千面的艺术高度。从创作手法上
分析，主要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
法进行创作。现实主义手法是筇竹寺五百罗汉具有世俗感
的最为重要的创作手法。
  罗汉造像比例、结构、服饰、衣纹都与常人相符合，古
朴可亲，体现了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充满世
俗人情和生活情景，摆脱了一般塑造佛像的条条框框，造
型逼真，神态各异，很富于表现力和想象力。在面部塑造
上，有的和蔼可亲；有的是怒目而视；在形体比例和动态
上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有的是长脚；有的是长手；有的窃
窃私语；有的开怀大笑……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创
作手法。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型对雕塑教学的意义
◎吕丽蓉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云南 昆明 650300）

　　摘要：云南省昆明市筇竹寺五百罗汉是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之一，其造像技艺在世界泥塑
艺术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审美价值和东方艺术瑰宝之称以及东方艺术明珠之地位，它的艺术价值对于雕塑教学来说，起到
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其地理位置处于云南省昆明市西郊玉案山，根据其造像艺术特点以及结合教学需求主要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探索学习：创作来源，创作手法，材料运用，彩塑以及审美价值工艺等方面。
　　关键词：审美价值；创作手法；雕塑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B 

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教
材及文化内容有自己的认知过程，通过查阅资料和小组讨
论的方式深入地了解教材内容，进而达到提升自身文化意
识的目的。
　　主题教学模式的实施需建立在特定的教学主题之上，
通过教学主题引出课堂讨论的话题。而任务型教学模式
中，学生是教学中心，教学活动需要围绕学生进行，通过
教学内容设定相应的教学任务，让学生通过解释、提高、
表达和沟通来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例如第二册《新视野
大学英语》第六单元中包含一篇文章，主题是社会调查，
旨在通过调查证实人们是否会以貌取人，经调查可发现，
还有一部分人会以貌取人。这些文章的主题相似，与生活
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可采用短片和视频的方式提
出相关问题，通过分组讨论的方式引出课文内容。
　　英语教师是外国文化和语言的课堂传播者，同时也是
文化和语言的学习者。教师需时常置身于英美文化的氛围
中，通过情景设定等方式实现英美文化的切身体验，对比
并总结出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总结。教
师不断地学习与总结为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充足的
教学资源，生动贴实的教学资料能够有效提高教学的趣味
性和说服力，进而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此外，教
师还可以以评委的身份参与学生的社交活动，积极融入学
生的课外生活，观察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组织形式，在

引导和鼓励的基础上纠正学生在中西方语言及文化上的差
异。
　　结语：高校教师在进行英语课堂教学时，需注重对英
美文化的传播，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西方文
化的内涵与价值，帮助学生掌握英语交际的综合能力。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灌输系统化的文化输入，避免出
现随意性和边缘化的教学问题，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系统
的英美文化，并通过关于英美文化的具体调查和案例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切实提高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效
率。此外，教师在进行文化输入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
进行学习和总结，提升自身专业素质，为课堂教学积累和
总结相应的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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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质上说，表演者的使命就在于将作曲家创作成果
（音乐作品）的书面文本转化成音响，揭示作曲家的创作
意图，展现作曲家心中的音乐作品，使听众可以听赏。可
见，音乐表演能力是音乐实践活动中的关键因素，表演者
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听众的听赏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高
师院校专业学生综合音乐表演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根据表演分类进行表演活动
　　不同类型的歌曲，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三种类型：
　　1.形象性的歌表演：以动作直接表现歌词内容，意思
明确，动作明了。每句歌词、每个动作都可以构成一个画
面，生动形象。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从歌词入手，通过对歌
词的理解，抓住人或物的动作特征，特别是形态动词的特
征，自己创编动作。
　　2.情绪性的音乐表演：有些歌曲以抒发情感或描绘情
景为题材，很难用确切的动作去表达。这样的歌曲必须从
音乐形象和情绪出发，边歌边舞。教学中应启发学生从歌
曲曲调、风格、内容上整体地去感受，理解音乐的艺术形
象，创编动作。
　　3.情节性的歌表演：带情节性的歌曲，叙事性强，有
人物，有角色，有过程。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歌曲内
容、音乐的艺术形象入手，展开想象的联想，创设情景或
借助简单道具来创编表演的动作。
　　二、音乐表演教学要点
　　1.多启发，少示范：大致讲解一些基本动作要领提示
后，不需要过多的示范动作，应使唱歌和动作的结合顺其
自然，成为学生对音乐体验的一种自然流露。不能将歌唱
表演建立在简单模仿基础上，而应该尽量调动学生的创造
力，给予学生更多的创编机会。
　　2.动作简单：歌表演要唱歌为主，表演为辅。如果动
作过于复杂，可能会喧宾夺主，忘记歌词。如学唱新疆歌
曲，可以引导学生加入拍手、转腕、旋转等基本动作;学
唱朝鲜族歌曲，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拍打腰鼓的身体动作、

挥锤击鼓的动作等；学唱东北二人转，可以引导学生学习
转手帕及二人转台步。这些简单、欢快的歌表演，既能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又使学生更加熟悉民族艺术。
　　3.以唱为主，以演促唱：要在掌握了歌曲以后，才能
开始学习表演。过于强调动作，会把歌表演课上成一节律
动课或音乐游戏课。
　　三、忠实音乐作品的内在规定性
　　音乐表演作为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的中介环节，简言
之，表演者的任务表现为将音乐作品从书面文本转化为音
响文本，使听众得以欣赏。也正是在这书面文本转化到音
响文本的过程中蕴含着表演者的任务，即忠实音乐作品的
内在规定性和表演者主体性的参与。设想一下，当某一
表演者要表演某一音乐作品时，他需要做什么？作曲家留
给表演者的是音乐作品的书面文本，什么是音乐作品？表
演者不得而知，查找作曲家留下的书面文本就成为表演者
的首要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书面文本包含乐谱和
音乐作品的背景资料。而乐谱经常就是音乐作品的直接化
身。通过对音乐作品背景资料的理解，表演者首先应确定
一个最合适的乐谱版本。
　　表演者须严格服从乐谱的标记，才能达到对作曲家音
乐作品的忠实，并呈现出该音乐作品的音响。显然，在
“表演者——乐谱——音响”这三个环节中，问题的核心
是乐谱。其原因是，音响的合理性与否取决于前两个环节
之间的关系，即表演者是否忠实乐谱以及乐谱是否可以给
表演者提供合理的表演信息。当表演者将忠实乐谱作为必
须存在的前提之后，那么，乐谱是否可以给表演者提供表
演信息就成为问题的中心。由此，对表演者忠实音乐作品
内在规定性问题的探讨就演变为探讨乐谱的标记是否能给
表演者提供具有一一对应的表演信息的问题。
　　四、增强表演者的主体性参与
　　表演者如何根据规定的节奏组合，根据提供的背景信
息，展现出音乐作品的音乐声音？当表演者演奏音乐作品
时结合音乐和背景信息，这并不是一个“真空”，我们从

谈高师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综合表演能力的培养
◎张琳琳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要：从本质上说，表演者的使命就在于将作曲家创作成果（音乐作品）的书面文本转化成音响，揭示作曲家的创作
意图，展现作曲家心中的音乐作品，使听众可以听赏。可见，音乐表演能力是音乐实践活动中的关键因素，表演者的能力
直接影响到听众的听赏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师院校专业学生综合音乐表演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高师院校；音乐；综合表演；能力；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B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高师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综合表演能力培养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13YJ-15063

　　二、结合雕塑教学，从动态和形象上进行分析学习
   千人千面是筇竹寺五百罗汉头像的最形象最真实的写
照，这也是我们雕塑教学中最值得吸取和学习的重点之
一。从头像教学角度分析，一般从年龄的各异，脸型特
征，五官特征，以及表情入手进行塑造。在脸型塑造上，
筇竹寺五百罗汉中，脸型各异，有圆脸，方脸，尖脸以及
夸张的长脸，采用的是写实结合夸张的手法进行创作。在
五官塑造上，根据人物的不同特征进行塑造。在人物表情
上更是神态各异，给人无穷的想象力，其中也融入了中国
画中写意的手法，这也是我们雕塑教学中值得学习和借鉴
的。
   从形体角度分析，筇竹寺五百罗汉塑像的人体比例、
肌肉骨骼、服饰衣纹，大体都与常人相仿，符合基本的人
体结构。采用了圆雕，高浮雕和镂空等多种手法，立体呈
现人物、道具搭配的浑然的关系。

   从动态看，筇竹寺五百罗汉也符合人体的基本运动规
律，而且在创作时基本以真人比例进行雕塑，给人以亲近
感。
   从衣纹上分析，雕塑衣纹服饰结合人体基本结构，合
理地运用结构解剖和动态关系塑造衣纹关系。
   对于雕塑学习来说，筇竹寺五百罗汉无疑是一套活
的、现成的教材，基于筇竹寺五百罗汉的艺术创作手法，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临摹课程，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筇
竹寺五百罗汉神形兼备，在理念和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和创
新，对于雕塑教学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在教学中，它
是一套现成的临摹范本，在艺术价值上，它的艺术价值是
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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