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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语译音，是以藏文化历史和佛教经典所
述为基本题材，绘制而成的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进入藏区任何一座寺庙经堂，都可以见到很多精美的

“唐卡”悬于经堂四周。
唐卡艺术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在我国的青

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等地信奉藏传佛
教的民众中广泛流传，也散布于缅甸、泰国、印度、尼
泊尔、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唐卡艺术取材广泛、内涵丰
富、技法复杂、用材讲究。它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历史、
教义、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科技、民俗、天
文、地理、医药、自然景物等。

唐卡是藏传佛教徒必需的供奉物，一般采用金、
银、绿松石等名贵的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悉心绘制而
成。唐卡的绘制工序有：选择画布、制作画幔、浆制、
打磨、打线矫正、打草图、开眉眼、贡先 （唐卡装裱）。
最后一道工序是开光，唐卡要经上师或得道高僧开光
后，方才成为佛像供奉和膜拜。

唐卡是积累了千百年的生活智慧和艺术经验形成的
藏传佛教重要文化产品，在藏区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画

派，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唐卡艺人。作为一种至珍之供
品、藏品、艺术品，唐卡为阐释藏传佛教教义内涵和艺
术表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佛教中国化过
程的一部分。

藏族的绘画早在 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规模。据
五世达赖所著的 《大昭寺目录》 记载，吐蕃第三十二代
赞普松赞干布 （公元7世纪） 得到神的启示，用自己的鼻
血绘制了白拉姆画像，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幅唐卡。随
着尺尊公主与文成公主的进藏，唐卡的绘制技艺分别经
由尼泊尔和大唐传入吐蕃，与吐蕃传统的绘画艺术相融
合，而深受显贵与僧众青睐，在吐蕃宫殿和寺庙中灵光
闪耀。

1000 多年来，藏族历史上受典型的“汉式藏画”与
“印式藏画”的影响，先后产生的主要画派有协岗派、曼
唐派、钦泽派和噶玛尕尔派等四大派系。

此外，随着唐卡艺术不断向区域性发展，把由山南
艾巴沟艺人所绘的唐卡统称为“艾派唐卡”；由康巴艺人
所绘的唐卡被称为“康派唐卡”；拉萨地区艺人所绘的唐
卡称为“卫派唐卡”；而青海热贡地区绘画艺人继承曼唐

派技法，其唐卡等民间工艺品被十世班禅大师盛赞为
“热贡艺术”。

这些画派或称谓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唐卡艺术正处
在多样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唐卡艺人一般要精通三十三相、八十功德、十三种
饰品、九种舞姿和十八种丧葬饰品的绘制技能。此外，
必须具备渊博的学识，吃苦耐劳的精神；虔信佛法而矢
志不移，常喜供奉和施舍，有菩萨心肠，并深谙密宗的
修习法门。他们深信严守法度可保平安，并能修得正
果。同时，要求唐卡艺人身体健壮、悟性极高。“敬信佛
法僧三宝，勤修身语意所依”是所有藏传佛画艺人信守
的共同铭言。

绘制唐卡首先必须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以热贡艺人
为例，每天开工之前，首先要清洁自身，佛龛前点灯
熏香，院子里煨桑祈祷后，才开始一天的绘画劳作。
晚上收工之前，还要念三遍谒文。如果画的是密宗本
尊和护法神，还要根据本尊和护法神的习性，入密修
练，并得到该本尊或护法的许可后，方可进行绘制。
绘画期间忌食葱、蒜，不近女色。唐卡艺人不能酗酒
或吸烟，因为酗酒不仅乱人心性，还会使人手指颤
抖，无法精描细画。当地谚云：“好人家里出画师，坏
人家里出烟鬼。”

一幅唐卡绘制缝裱完成并开光后，就具有“身之所
依”的特性，长期供奉，或保风调雨顺、人畜平安，或
被超度到极乐世界。

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有一座清代皇帝的书堂——玉澜堂。
光绪年间，玉澜堂成了光绪皇帝的寝宫，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
禧太后曾把光绪帝幽禁在这里。每年的 4月初到 10月，慈禧太后
都要在颐和园住上7个月，其间光绪帝也必须随同前往，困居在玉
澜堂里。为了防止光绪帝与外界接触，慈禧就命人在玉澜堂的前
后左右修砌了多道砖墙，门口还有太监站岗，将玉澜堂全面封闭
起来，清雅宜人的书堂从此成了一代帝王凄苦寂寥的牢笼。至今
人们来到玉澜堂，似乎仍能感到一股阴森森的气息弥漫其中。

在玉澜堂明间正中的宝座上方，悬有一块“复殿留景”匾额。
上方钤有三方印玺，中为“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两边分别为

“数点梅花天地心”“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两方慈禧最喜欢的印玺。
然而，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复殿留景”的“景”字却写成了

上“口”下“日”，似乎是有意搞颠倒了。联系清末这次宫廷政
变，人们似乎觉得其中大有玄机。

2011 年 6 月 21 日，《北京晚报》 刊登 《北京颐和园复殿留
“景”背后的秘密》一文。作者认为“复殿留景”的“景”是一个
错字，并举出了关于这个错字的很多种猜测和解释：“有人说是慈
禧一时疏忽造成的笔误；有人说是为了使整个字体显得稳重而有
意为之；还有一种解释更有戏剧性，据说慈禧是个权力欲望极强
的女人，到了晚年更是对光绪皇帝亲政耿耿于怀，为了能够时刻
监督和警示光绪，特意写了这幅字挂在玉澜堂，意思是你不过是
个傀儡，你这个皇帝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然而，文章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推测悬想道：“虽
然刚刚过去一百多年，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慈禧写了这个错字
已无可考了。但是可以想象，当年光绪皇帝在玉澜堂，无论是召
见康有为，密会袁世凯，还是到后来被幽禁，一抬头就看到这四
个字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也许只有老佛爷才知道这个

‘景’字背后的真实秘密。”
不过我想，假使您当真问起老佛爷，相信她也无法告诉这个

“景”字背后有什么秘密的。因为“复殿留景”匾额，既没有什么
大有深意的错字，也并非慈禧太后亲笔所题。

查阅古代经典碑帖，可知“景”字这种写法确有所本。如现
藏于西安碑林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及碑文中的 20 处

“景”字均为上“口”下“日”。

“复殿留景”出自《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宋明堂歌·歌太祖
文皇帝》：“复殿留景，重檐结风。”作者为南朝刘宋时的谢庄，描写
的是刘宋明堂恢弘壮丽的景象。“景”同“影”，意为在阳光的照耀下，
重重叠叠的宫殿留下了光影。在“复殿留景”匾额两侧还悬有一副
楹联，其上联“曙光渐分双阙下”，正是对“复殿留景”的阐释。而在
颐和园导游词中，却将“景”字解说为天上的景星，认为借指有道明
君，将“复殿留景”理解为“在深宫里住着有道圣明的君主”。

从书法上看，“复殿留景”四字写得沉实端方，却又笔势飞
动，筋骨内藏，但绝非慈禧太后的御笔。实际上，慈禧太后书画
多由他人代笔。其代笔者有清末女书画家缪嘉蕙、阮玉芬等，二
人均供奉于紫禁城的福昌殿。

那么，慈禧书法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呢？北京故宫博物院现
藏有一件慈禧用朱砂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落款为光绪三
十年（1904年）。因抄写佛经须本人亲为才见诚意，方能有功德、得
福报，故慈禧应该不会让人代笔。观此经文，笔力孱弱稚嫩，结字松
散呆滞，毫无生气，尚属初学水平，与“复殿留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汉字故事

颐和园“复殿留景”匾额：

慈禧题“景”字，光绪休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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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从本期起，我们约请专家学者，逐一梳理“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
敬请读者关注。

富强：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
蒲宏凌

富强：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
蒲宏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提出的第一个价

值目标就是“富强”。国家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

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取得过

辉煌的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富强

思想，这为富强中国的当下实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

源和历史经验。

除了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也是“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管
子》 云：“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
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
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
之患。”管子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指出，富强不仅是衡量治国者是否称职
的标准，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方面，我们经历了惨痛的历
史教训。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一度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面临
亡国灭种的危机。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以贫交
富，以弱交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此后，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改变
民族贫弱的现状，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尤其是共产党人不懈追求并为之奋斗
的理想和目标。

实际上，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尚书·洪范》指
出治理国家需要处理好的八项政务：“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洪范八政，食货为先，说
明经济建设关系国计民生，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往往会对该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据《史
记》 记载，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为大国；管仲“通
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使齐成霸业。“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汉唐盛世，万国来朝，也是建
立在经济的繁荣、物质的富足基础上的。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国家富强体现为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强大
的综合国力。也就是说，完全意义的国家强盛，除了是经济强国之外，还
应该是政治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因此，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首要和基础目标，传承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寄托着中国人民的理念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整体利益。“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价值目
标，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虽任重而道远，但我们
在路上。

（作者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中国很早就有富民强国的思想。《管子》 有云：“凡治国之
道，必先富民。”治国安邦首先要关注民生，并且积极富民。管子
进一步阐释了富民的重要性：“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
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
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
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理得好的国家或地区往往物质富裕
而且生活安定，而动荡不安的国家或地区则大多贫穷落后。因此，
只有先使百姓富裕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富强。

从治国理政的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出发，重视民生、
倡导富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儒家也认为，国
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是社会和谐稳定的
前提。儒家经典《周礼》曾提出过“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一
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
富。”只有体察民情，顺应民心，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爱民，
保民，利民，富民，富而安之，富而教之，才能使老百姓安居乐
业，民安而国安，民富而国富。否则，民穷则争，争则起乱，国
家难以治理，更谈不上富强了。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从根本
上讲是统一的。中国古人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可载
舟，亦可覆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百姓富，国焉能不富？百姓
不富，国焉能富？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
财富的创造，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也对民生问题高
度重视，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

□中国民间工艺

唐卡：来自“天国”的祥和艺术
索南多杰 王锦强

唐卡作品《文成公主进藏图》（局部）唐卡作品《文成公主进藏图》（局部）

❶ 富民为先，民富国强❶ 富民为先，民富国强

❷ 食货为本，国富兵强

（唐） 钟绍京 （唐） 吕秀岩 （元） 鲜于枢
《灵飞经》 《大秦景教碑》 《透光古镜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