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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漆刻壁画艺术研究
*1

程心颖

【摘 要】: 漆刻壁画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工艺性绘画。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所表现的主体是凉山彝族人民，

作品多为反映他们现实生活、民风民俗和远古祖先美好理想等题材内容，艺术上虽熔冶了中国画的勾线、版画的镌

刻、漆画的用漆、现代壁画的装饰等技法，但更鲜明的特点却在构图的多样性、画面的装饰性、绘制的工艺性、色

彩的祥瑞性方面，颇具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时代催生了凉山彝族漆刻壁画，凉山彝族漆刻壁画亦将以其青春的活

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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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概述

中国壁画艺术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摩崖壁画。自春秋战国的宫殿壁画到汉唐的佛教墓室壁画，中国壁

画艺术历时一千余年，不断发展，趋于鼎盛。而后便从高峰上跌落下来，处于停滞不前的地步。中国古代壁画自宋元以降，之

所以出现这种盛极而后衰的局面，除了它没有受到画家的重视之外，壁画的被边缘化和非主流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至

改革开放后，古老而凋敝的壁画艺术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遇和生机。北京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壁画艺术春天

的来临。

中国当代壁画种类繁多，漆壁画就是其中的一种。漆壁画是壁画与漆绘工艺的产儿，它从壁画中衍生出来，又融汇漆绘工

艺。近十几年来兴起的漆刻壁画又是漆壁画的一个分支，属工艺美术范畴。在传统漆壁画的基础上，凉山州的画家们巧妙地将

中国画的勾线、版画的镌刻、漆画的用漆、现代壁画的装饰等技法融于一体，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工艺性质的漆刻壁画。比之漆

壁画，它的工艺性和装饰性更强一些。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思想内容丰富，艺术特色鲜明，颇具审美价值。前些年凉山州的一

批画家倾情于漆刻壁画，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反映凉山彝族人民现实生活、民风民俗和远古祖

先美好理想的漆刻壁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艺术风貌及其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丰富的民俗内涵与民族精神。

其入展入选全国美展和四川美展的作品，备受观众好评，引起强烈反响，影响所及至于其他画种。

二、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思想内容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所表现的地域和民族，主要是四川西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大小凉山与彝族人民。大小凉山山水雄奇，林木

苍翠，索玛花香，风景秀丽。从远古时期起，就有一个头顶天菩萨、身披擦尔瓦的少数民族劳动、生活在这片广袤而又神奇的

土地上。他们世代繁衍生息，以至于成为我国的第六大少数民族。彝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以集体的聪明才

智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创造了毫不逊色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凉山彝族漆刻壁画作品，题材多样，技法丰富，深刻地反映

了凉山彝族从远古时期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轴跨度极大的连环画卷，举凡上古的神话传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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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生产生活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在其中都有形象而生动的表现。代表作品有阿古扎摩等的《支格阿尔》、何昌林等

的《支格阿尔》、郁惹等的《凉山风情》、阿古扎摩等的《居木三兄弟》……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

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1]
。自“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

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理想的象征”
[2]
。关于射日神话，在凉山彝

族地区目前流行的有两种版本：一是汉族的后羿射日，一是彝族的支格阿鲁射日。汉族版射日神话说，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

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他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其最辉煌的业绩是射落九个太阳。据古籍

载，“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人民不堪其苦。于是后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

故留其一日也”（《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人间秩序得以恢复，人民又过上了无忧无患的生活。彝族支格阿鲁

的神话传说，与汉族的后羿射日相仿佛，虽然他们所属民族各异，但都表达了华夏远古祖先希望征服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同

一主题。

传说，后世彝族人民崇敬和景仰的祖先支格阿鲁拥有神奇的力量，他骑着一匹叫斯木都典的由神鹰变成的飞马，到天牢里

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一路上，他专门为民除害，消灭妖魔鬼怪，征服毒蛇猛兽，驯服雷公闪电，还用神弓仙箭射落了天上六个

太阳和七个月亮中的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从此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阿古扎摩版《支

格阿尔》的原型即取材于此。支格阿鲁又译为“支格阿龙”，意即大鹰神龙。画家把支格阿尔射日的主体画面嵌在雄鹰的图案

里，雄鹰便被赋予了一种比拟意义，一种英雄的救世精神。作品画面热烈，色彩艳丽。画家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丰富的想

象，抒情的笔调，将神话传说中支格阿鲁射日的情景巧妙再现，构成瑰玮雄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壁画中的支格阿尔体

魄壮硕，神俊豪迈，翻身向天仰射日。就在羽箭即将离弦而去的一刹那，我们看到了神力英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

天狼”的雄姿壮采。其挟风劫雷的气势，使得飞马咆哮，云霞翻卷，金乌坠落，天地为之动容，山河为之失色，非凡的英雄形

象跃然纸上。全画想象丰富，构思奇特，笔势奔放恣肆，境界恢弘雄奇。主画面之外的鹰形陪衬画面，则寄托了支格阿尔和他

的父老乡亲们的美好愿望：十一乌射落，唯留一日，退酷烈炎热于宇外，还清凉世界于人间，鸟兽禽畜归来，百姓安居乐业。

画家笔酣墨饱，气势飞舞，塑造了远古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尔的光辉形象，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凉山风情》以宏大的场面，工细的笔触，流畅的线条，浓艳的色彩，写实的手法，刻画七月流火时节彝族人民庆祝丰收

和火把节的盛况。“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被誉为彝族的狂欢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的

晚上举行。这期间他们倾家而出，呼朋引伴，箪食壶浆，兴高采烈地来到广场。广场上，管弦齐鸣，牛羊斗角，壮汉摔跤。人

们或群起而舞蹈，或围观以宴乐。更有放飞的，牧归的，出耕的，赛马的，迎亲的，纺绩的，从事毕摩活动和绘制漆器的，种

种活动，不一而足。场景恢宏壮阔，人物神采飞扬，气氛热烈祥和，一派太平盛世、小康农村的景象。此画不仅是凉山州社会

繁荣、和谐、融洽的形象反映，而且还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彝族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状况、节庆活动和风俗礼仪，在民风习俗

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

《居木三兄弟》在繁复的农耕、娱乐、生活等背景上，描绘出一幅同胞兄弟欢快跳舞的画面。居木三兄弟身材魁梧，身著

彝装，携手舞蹈，其乐融融。画作气氛热烈，笔调酣畅，色彩厚重，不但风格独具，构图亦新颖别致，表现出浓浓的乡土气息

和亲人间的脉脉温情。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古代题材类所画的射日英雄是后世彝族人民膜拜的偶像，是彝民族远古神话传说的产物；而描绘更多的

则是彝族人民当下农事、节庆、迎神、祭祀、娱乐等内容，不仅展开了当代凉山彝族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的形象画卷，而且揭

示了彝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

三、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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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漆刻壁画一枝独秀，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它虽熔冶了中国画、版画、漆画、现代壁画

的一些技法，但更鲜明的特点却在构图的多样性、画面的装饰性、绘制的工艺性、色彩的祥瑞性方面。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构图的多样性

运用多重空间组织画面，是彝族漆刻壁画富有特色的构图形式。彝族漆刻壁画具有自由的时空观，强调主观性的表现，在

构图上不受时间、地点和自然景象的限制。它不同于绘画真实性的再现，而受画家表现意图的支配，从整体的节奏和情感意境

为出发点，在一幅画面中任意移动视点，让画面的内容按构思的需要在时空关系上自由切换，从而扩大了画面的表现空间。正

是这种客观自然主观化、主观意识理想化的艺术理念，打破了时空秩序，突破了焦点透视在表现上对时间、空间和地点的制约，

使彝族漆刻壁画在构图上形成了一种颇有审美价值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样式。

绘画作品的构图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所表现的内容作艺术的规划、剪裁和布置，具有全局性和导向性，它关系着作品的意境

和品位，凝聚着画家的胆识和智慧。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构图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它不同于其他的绘画之处，是它的整幅画

面不是单独的一个画面，而是一主多从的复合式画面，表现出多样性的构图特点。

1. 连环式构图

连环式构图是在中心画面外，如连环般地排列一些陪衬性的小画面。这种构图画面幅式大，容量也大，适合于表现重大的

主题。凉山彝族漆刻壁画多用这种构图。如《凉山风情》在环主体画面——斗牛——的四周，由左至右，从上到下，以连环式

的构图，有序地安排了放飞、牧归、出耕、斗羊、赛马、迎亲、摔跤、毕摩活动、妇女纺织、绘制漆器等画面，将火把节上彝

族人民的各种活动和载歌载舞纵情欢乐的场景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2. 对称式构图

对称式构图是指作品有一个中轴画面，中轴画面两旁还有多个小画面，其总体布局均衡，无轻重不适之感。何昌林版《支

格阿尔》就是这种构图。正中位置上的射日英雄及其坐骑，将画面竖着对称地一分为二，两侧各以大小不等的方形绘制英雄的

事迹及彝族儿童、青年男女的活动。另外还用多种彝族漆器图案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点缀，主体画面在其衬托下更显视觉效果良

好。

3. 向心式构图

这种构图是将主要画面置于中心地位，四周景物如众星朝白斗一般围绕着它。其好处是能起到聚焦作用，将观者的视线引

向主题画面。《居木三兄弟》的整个画面以桔黄藤蔓卷草纹铺底，中心处是横方形中的圆形主题画面——欢乐跳舞的居木三兄

弟。四周密布着带有装饰性的农耕、娱乐、生活等图景。壁画构图气势宏大、场景多样，次要人物众多。向心式构图很好地解

决了该画繁多的人与物在布局上的矛盾。居木三兄弟居中，形象高大突出，外围的小画面井然有序，呈众星捧月之势，具有一

种向心力。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对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构图作了如上的划分，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画家们的构图很少是单一式

的，较多的还是复合式，如连环式构图的《凉山风情》，它就兼用了对称式构图和向心式构图；向心式构图的《居木三兄弟》

又兼用了连环式构图。

（二）画面的装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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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必定会积淀下来一些极具传统装饰的风俗习惯，也必定会保留下来一

些极具民族魅力的文化表象。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是在漫长的民族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是民族感情认同最直观的表现。一个民

族审美心理的表达形式可以表现在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方方面面，例如服饰文化、银饰文化、民居装饰文化、漆器装饰文化等等，

它是民族审美心理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这些民族装饰的形成和传达，在很大程度上，受独特的民族意识的渗透和民族习俗的影

响。生活孕育艺术，艺术反映生活。漆刻壁画在描绘凉山彝族人物形象时，是无法绕开彝人赖以生活的具有本民族装饰习惯的

房舍、服装、漆器和银饰等事物的，而这些事物的装饰化特点也就一定会顺乎民俗合符民情地在画家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自登上中国美术殿堂以来，就以其浓郁的装饰美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青睐。入展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的《凉山风情》，其装饰性为专家和观众所称道。且不说上下边沿横长条形上的复沓连绵的红色彝族男女牵羊赶猪、泼水奉

酒、翩跹舞乐的剪影是为了凸显画面的主题特意刻绘装饰的；即如日月星云、十二生肖、彝族文字和漆器等也都具有浓重的装

饰色彩；甚至连熊猫孔雀，牛羊鹿马，飞翔的鸟儿，奔驰的骏马，茁壮的禾稼，闪烁的火焰和彝人的服饰都不乏装饰的意味。

装饰是一种美。画家对如此众多的人物和事物进行恰到好处的装饰，正是为了突出凉山彝族风情之美和浓厚的地域特色。

阿古扎摩版《支格阿尔》以浓丽鲜艳的色彩刻画射日英雄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壮举。主人公健壮的身躯及其雕弓、飞马

乃至云霞、金乌都被夸张和装饰化了。他如抽象化了的雄鹰，以及围绕主画面的那些与支格阿尔射日传说相关的类似于白描的

诸多图像，皆无不具有装饰性。画家似意犹未尽，还在画的上边沿装饰以对称的日月星辰和旋转羊角纹图案、下边沿装饰以卷

草形连续纹样图案；雄鹰图案外又整齐地排列着彝族文字。画家着意地对画面予以重重装饰，有力地烘托了支格阿尔的伟大而

崇高的英雄形象。

《居木三兄弟》的装饰另具一格，并呈图案化趋向。画以白线勾勒人物轮廓，黑线刻画人物五官、鬓发和衣纹，红色平涂

三兄弟。画作的主画面较小，外面框之以两个环，小环为白色“回”字形连续纹样，大环为橙红横圆“品”字形连续图案。两

环色彩、图案各异，带有鲜明的装饰性。居木三兄弟身后是用红、橙、黑图绘而成的光芒四射的太阳。这个极富装饰性的太阳

象征时代的祥和、亲情的温馨。画外的环和环外的方形装饰图案，寓有天圆地方之意，暗示出天伦之乐的无限美好与人类活动

的广阔空间。主题画之外，从上往下一排一排地罗列着似抽象非抽象的图画。对于前者而言，它们是从属性的装饰图案，但却

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具有烘云托月的作用。浅黄底色上的桔黄藤蔓卷草纹连续复合纹样，和画幅上下各以弧形连续图案

与动物、彝文配搭的横式镶边一道，把画面装饰、衬托得格外地鲜明醒目。

（三）绘制的工艺性

漆刻壁画的绘制具有明显的工艺性。其载体是胎底，材料通常为木板、金属板、亚麻布料等。漆刻壁画类似于版画与装饰

画，更多的要靠工艺技法来完成。其工艺大致有以下几种。

刻漆工艺。这是漆刻壁画中最常见的一种工艺。《髤饰录》把刻漆称为“款彩”，今称“刻灰”、“大雕填”。它是指在

胎板上用不同的刀具镌刻人与物的图象。涂上金底漆后，于将干未干之际将金箔整块贴上去，或者敷擦以金箔粉。这种工艺要

求刻线流利畅达，粗细均匀，不能走刀断线。它适合表现人物、山水等题材。因其简便直观与单纯素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磨绘工艺。它综合了多种漆工艺技法，为漆艺的佼佼者。具体操作是，在完成的胎底上镶嵌彩绘，堆漆，贴金银箔，变涂，

填色罩漆等，使本来平滑的漆面变得不平滑，然后磨平推光完成。如作品的面积较大，故在制作时应尽量使画面的表现手法单

一平稳些，以便减少后期的研磨难度。此工艺比较耗时费工，画家一般较少采用它。磨绘工艺常用的表现手法是彩绘法。其色

彩丰富且似工笔重彩，与金、银箔结合后更显其华贵典雅的气质。彩绘能细腻能粗犷，加之制作周期短成本低，故成为大型漆

刻壁画的最佳选择。

金属腐蚀漆工艺。它利用漆的抗腐性能，先在金属板面上用漆描线后，再将它放入腐蚀槽把漆描形象以外的部分腐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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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上面绘制作品的内容，最后打磨抛光完成。技法类似于刻漆工艺，效果与版画相似，以线描为主，形象简洁明快。其工艺

简易，成本低廉，大面积的漆刻壁画也多采用它。

莳绘工艺。“莳绘”一词系沿用日本俗称，是指将金属粉、螺钿粉、干漆粉、细沙等微粒撒粘于漆面上，亦可在漆面上描

绘、渲染或罩漆。撒粉宜疏密得当，均匀牢固。这一技法原是中国漆艺的“洒金”，后传至日本得到发展，成为日本漆工艺的

代表。

以《支格阿尔》《凉山风情》《居木三兄弟》为代表的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根据表达的需要基本上都运用了上面的绘制工

艺，或者单用，或者兼用，艺术效果都非常好。

（四）色彩的祥瑞性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对色彩的联想、审美和运用亦大有区别。从历史根源和民族心理

审视，凉山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对色彩怀有一种虔诚的崇拜——即“黑红黄”三色崇拜。这种崇拜，实质上是对祥瑞吉利的一

种追求。它表达着自远古以来彝族人民所固有的朴素的色彩观及其朦胧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他们将黑、红、黄三原色视为

彝族根源色彩的基础和灵魂，认为这三种色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色彩，只有“三色”的完美结合，才能构成灿烂多彩、纷繁绚

丽的大千世界，才能表现彝民族对传统文化的膜拜和对色彩运用的审美诉求
[3]
。

彝族“三色”崇拜以黑为瑞。黑色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故他们将其列为“三色”之首。从民族的尊称

（黑族），布料的选色，山水的命名，新娘的以色抹面，祭祀用的旗帜和“三牲”（牛猪羊）等，都与祥瑞的黑色相关联。彝

族“三色”崇拜以红为喜。过年挂的灯笼，火把节燃的火把，青年男女的婚服，凡喜庆之事，必用红色。彝族“三色”崇拜以

黄为贵。我们的远古氏族领袖有炎、黄二帝。古有皇天后土之说，故汉族皇帝自诩为真命天子，龙袍用色首选黄色，从此黄色

为皇帝所专有。万物之中以黄金为贵。春季的菜花和秋日的田野是黄色，黄色象征丰收，丰衣足食可至富贵。受农经文化和民

族习俗的影响以及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暗示，彝族人视黑、红、黄为大吉大瑞之色，因而普遍地将它们运用到民居装饰、环境

美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彝族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漆刻壁画受“三色”崇拜的影响，也就自然地将其应用到创作之中。

彝族漆刻壁画用的“黑红黄”三色虽比较单纯，不如中国画、油画之纷繁绚烂，但也很富有表现力。色彩上运用平面空间

的对比，更映衬出其富丽华贵的气质，使整个画面充满温馨祥和的氛围。《支格阿尔》《凉山风情》《居木三兄弟》等，都是

“三色”运用的典范。比如阿古扎摩版《支格阿尔》的主画面，人物及佩戴之物用黑线勾轮廓，其余的身躯、坐骑、翻卷的云

霞、射落的太阳都用大红或桔红予以渲染。陪衬画面如雄鹰的底色（眼是红色）、彝文字及上下的装饰性条纹与图腾，分别着

以黑、红、黄等色。画家使用彝族人民钟爱的三颜色，以色寄意，以意传情，热烈地歌颂了射日英雄支格阿尔为民除害、造福

人类的极其吉利祥瑞的丰功伟业。

四、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发展前景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是具有新意和民族特色的漆壁画。由于它完善和成熟的技法，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与众不同的艺术特

色，独具一格的民族风韵，其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的绘画艺术，所以作品一经上国展入省展，即受到了美

术界和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由于凉山彝族漆刻壁画诞生的时间不长，参与创作的画家和生产的作品还不是太多，大片大片的空白给后来的画家留下了

驰骋才情的广阔天地。许多题材举凡农事、宴飱、花鸟、山水、战争、戍边、出征、送别、游乐、祭祀、爱情婚姻、田园风光、

游子怀乡、思妇念远等都是尚待开垦的处女地，画家们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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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大小凉山相对出，安宁河水从中过。这里山水雄奇，林木苍翠，索玛花香，风景

秀丽；更兼首府西昌市的邛海、泸山风景秀甲天下。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外，还有近年来打造的著名人文景观，如湿地公园、

航天大道、卫星发射基地、彝海结盟纪念碑、凉山彝族奴隶博物馆等。尽管西昌已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但由于地域边远等原因，这颗攀西高原的明珠还不为海内外的广大人士所知晓，这就需要以文字、绘画、传媒等多种方式向外

界宣传和展示它的建设成就与优美风光。无疑地以反映凉山民俗风情见长的彝族漆刻壁画能够承担起这个光荣的任务。通过这

个平台，可以充分地展现凉山彝族的文化艺术风采，推动凉山州和西昌市的旅游文化事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就为漆刻壁

画家提供了施展才艺的广阔空间。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愈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艺术就愈能走向世界。

时代催生了凉山彝族漆刻壁画，凉山彝族漆刻壁画亦将以其青春的活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兰舟三山去，好风正满帆”。

凉山彝族漆刻壁画的前景远大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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