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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控战神》是纳西族独具特色的绘画作品，对民族文化传播、纳西艺术及纳西族传统绘画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以《格控战神》为例，着重分析纳西族绘画艺术在题材选择、风格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传

统佛教绘画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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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 Kong God of War” is a unique painting work of the Naxi peopl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Naxi art and traditional Naxi painting. Taking “Ge Control 
God of Wa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Naxi painting 
art to traditional Buddhist painting in the aspects of subject selection, style molding and expres-
s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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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纳西族与藏族有着悠久的渊源，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上相互影响深远，体现出东巴教

与藏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下藏学和纳西学都成为关注重点，东巴文化与纳西族佛教文化在此和

谐共存使得纳西族民间艺术家的风格不断改变。在纳西族民间传统绘画中，他们以对自然、社会及人

生的反思为立足点，而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又体现出对文化自身以及民族融合的一种态度。《格控战神》

是纳西族独具特色的绘画作品，对民族文化传播、纳西艺术及纳西族传统绘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

《格控战神》为例，着重分析纳西族绘画艺术在题材选择、风格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传统佛教绘

画的传承。 
关于纳西族文化的相关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如白庚胜的《纳西族色彩文化的基本特征》[1]、杨

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2]等文章和书籍都有涉及；关于纳西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学界已有部分研究，但相对较少。如王磊的《纳西族与藏族文化和谐交融现象分析——以丽江塔城乡洛

固村为例》[3]，杨林军的《述略明至民国时期汉传佛教在纳西族地区的发展》[4]等，笔者就不进行一一

说明，本文从民国时期传统佛教和纳西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视角深入分析纳西族绘画《格控战神》的语言

形式，探索其背后的意义。 

2. 《格控战神》 

《格控战神》现藏于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格控战神是纳西族特有的一种圣像，格控战神形象来

源于纳西族先民对鬼神传说的记忆和尊崇，主体是一个有 18 只手拿着武器的战神形象，整体呈蓝色，身

上带着佛珠，左边的 9 只手拿着法杖，右边的 9 只手拿着剑，在佛像背后是太阳似的红，周围有火苗和

云的花纹。整幅画面除了以这个战神为主题外周围还有其他小的人物排列于战神周围(图 1)。 
 

 
Figure 1. Ge Kong God of War [5] 
图 1. 《格控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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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佛教对纳西族绘画的影响 

纳西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先民们无时不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东巴文明

也是以纳西族的原始巫术为根基，与周围的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纳西族吸

收了本地的多种文化，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之中，使得东巴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纳西族画风在藏传佛教

的传播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纳西族的人物画和历史故事中，使画面具有纳西族特

有的精神和特色，并由此形成了纳西族特有的绘画风格[6]。 

3.1. 题材选取 

东巴文化也是在古代纳西族原始巫文化的基础上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兼容并蓄而逐渐丰富起来，

形成现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局面。纳西族在吸收各地文化的基础上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丰富了固有的东巴

文化。藏传佛教的传入使纳西族的绘画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纳西族绘画的肖像题

材和历史题材的运用上，画面承载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形成了纳西族佛教绘画体系。 
纳西族学者白庚胜博士在《东巴神话研究》(1999 年)一书中，将东巴教庞大的神灵体系划分为“旧

神系统”“新神系统”和“最新神系统”[7]。纳西族祖先所最先信仰的是“旧神系统”，在现有的可查

资料中，可以看到窥探他们作品中的自然崇拜等观念，这样的思想与“新神系统”是截然不同的，按照

白庚胜在书中所说“新神系统”与鬼魂崇拜息息相关，而“最新神系统”部分思想虽与“旧神系统”“新

神系统”相关，也可以看出“最新神系统”是在“旧神系统”与“新神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部分

新出现的神灵所吸收的是“旧神系统”中旧神的形象，并且按照他们的身份和神力的大小有等级的划分。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藏的《格控战神》，从题材的选择上就与明清时期不同，明清时期保留的有

《谷神》(清)《沈神和卢神》(清)《三多神》(清)等，战斗类武神相对较少，而在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战

斗类武神题材画面增多，并且出现《帽米巴拉》等骑在马背上的人。在造型风格方面，民国时期的纳西

绘画中多出现如佛之手势、佛之头像、千佛手、吉祥彩云等等绘画的元素，运用元素的重构和再现，来

提升画面内在精神的表达。《格控战神》背后的千佛手、佛之手与祥云图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主体人

物的背后更有出现双手合十、无畏印佛手姿势来表现祈求平安，更突出了当时的绘画已经从绘画表面走

向了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突出自我内心世界的表达。 
这一时期的绘画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藏传佛教绘画中的造型、技法、形象和程式，与先前的东巴艺术

的表现形式有区别，绘画以题材、观念为媒介，让东巴艺术从呈现具体的物象走向表现作者的内心，使

东巴绘画语言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3.2. 风格塑造 

在纳西族先民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生活中的元素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纳西族特点的抽象绘画

风格。该风格产生于纳西族，他们为了保护家园等目的，将自然的物体进行简单的拼贴，并辅以几何图

形作为装饰物，以提高画面的美感和层次，同时还具有纳西族风格特点。这一风格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

在创作时对细节的处理和追求。《格控战神》为纳西族先民创造了一个“英雄”形象。纳西族先民通过

想象把这个英雄“刻画得栩栩如生”。 
《格控战神》的出现，是以东巴教自身的发展、外来宗教对东巴文化的渗透、东巴教徒文化水平的

提高为前提的。明清时期，纳西族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都相继传入了纳

西族的生活区域，其中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原有宗教文化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每一个藏传佛教寺院里，

喇嘛们使用的是一种绘制精美的绢画，主要是以佛教神灵和祖师为题材。这种宗教绘画形式，为纳西东

巴创造神像提供了现成的经验。《格控战神》从构图、笔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唐卡绘画的影子，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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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描绘对象的不同以及文化与审美意识的差异，使得东巴神轴画保留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民族风格层面来说佛教绘画作品在造型结构方面相对较多采用对称结构，这样不仅能够更加立体

地表现人物动作与神态、眼神形态以及眼神之中所蕴含的神秘感与威慑力等特征。在《格控战神》这个

作品中，人物表情则表现得相对较少，两眼突出，嘴巴张开，在神的形象上头戴神冠、身穿五彩斗篷、

手执长剑以及手持神剑的形象，通过画面所呈现出的视觉感受来看的话，人物形象特征明显。其中在人

物头部以及身后细节中也具有较多夸张色彩和造型元素，例如“火苗”、“云”、“日轮”等造型细节

都具有强烈特点，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藏传佛教对纳西绘画影响程度之高。 

3.3. 表现手法 

在用色方面，纳西族民间色彩信仰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佛教对色彩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控制，其

认为“色彩是世间万物之本，与一切人、一切事物相互依存，同时色彩在人和自然中又具有和谐统一的

作用。”因此在作品中，多运用丰富色彩创造出丰富生动的视觉效果。而佛教对色彩有着严格要求，对

人物所用色调十分讲究对称关系和色调分布均匀化、主次分明化。纳西族绘画中可以看出传统佛教绘画

的特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的颜色是指信仰的各种来源，这突出了纳西族的颜色信仰也具有一

定的多元化特征，《格控战神》在此尤为突出。根据白庚胜的研究提出纳西族的尚黑信仰起源于古代羌

人的游牧文化，他们对山水的命名习惯、服饰的出现还有纳西族的语言词汇[1]。《格控战神》在绘画颜

色的选择上就出现了黑色，并且由于纳西族大部分都受到白教和藏传佛教的白教的影响和黄教的传入，

在一定程度上使纳西族接受了黄色，丰富了纳西族绘画的色彩，《格控战神》尤为明显，色彩相较于之

前的绘画变得更为丰富，黑色与黄色的运用更可以看出传统佛教的影响。后来，政治制度加强了神权，

神权对政治进行了神化，黄色则是传统佛教中黄教的神圣标志。黄色通常用来描绘宗教器皿和活佛的冠

帽、长袍、垫子等。纳西族的佛教绘画深受传统佛教的影响，喜欢使用蓝、白、红等传统的颜色，《格

控战神》的人物主体正是选取的蓝色，显得更为突出。在画面中黄色的使用很大胆，也很细致，使用位

置主要在画面的上方，部分人物的衣服也选用的黄色，使画面的效果简洁而明亮。 
传统佛教的红色与纳西族传统红色的相互渗透；藏族人居住在险峻、气候恶劣的地区，对平安的向

往远胜其他民族，而红色则是温暖、生机的象征，传统佛教所推崇的色彩也就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味。

西藏到处都是红色，西藏壁画的主色调是以红色为主，在画出主角的时候，会在红色的四周加上其他的

颜色，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而热烈的感觉。在佛教中，红色代表着繁荣昌盛和喜庆[1]。而在纳西象形文

字中红是被写为“火”状。很显然，在纳西人眼中，红和火最初是同义词。在纳西族的古老民俗中，红

色并非人们的崇拜对象，它常常是贪婪、残暴、流血死亡、战争等的象征[1]。《格控战神》画面中人物

主体的后面就出现了传统佛教绘画中的红色火焰，在部分人物的衣服颜色上也选取了红色，符合纳西族

运用红色来表达战争的特点。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其中以佛教的绘画

艺术影响最为深远。纳西族绘画《格控战神》受到佛教的影响，风格、色彩以及绘画材料得以更新，使

得纳西绘画更为丰富。纳西族画家以创作绘画作品为其主要任务，用画笔向世界展现了纳西族传统绘画

艺术及纳西族民俗文化魅力。同时也是传统佛教艺术创作与纳西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例证。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纳西族画家对于传统佛教艺术领域进行挖掘和提炼时充分发挥了民族艺术特色与丽

江地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后产生出的特有魅力。 
窥探民国时期的纳西族画家，他们以淳朴的民风和厚重的纳西艺术为着眼点，用人性的深度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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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张力来表现纳西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和民俗习俗，使纳西族绘画具有海纳百川的浩然气

魄，又能够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文化内涵，从而拓展自身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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