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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学观念讲究中正，即“不偏不倚，不歪不
斜”。传统建筑彩画构图受此观念影响，多依从礼制
表现出中轴对称、主从有别。传统建筑彩绘的形式与
纹饰就是中国审美观念下的文化产物，不同种类风
格各异，各美其美。

三类彩绘等级分明 传统建筑彩画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官式彩画等级制度
与施工规范。根据建筑等级和构图，传统建筑彩画主
要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与苏式彩画三大类。

和玺彩画是等级最高的建筑彩画，出现于明代
晚期，主要应用于皇宫正殿和皇家坛庙正殿。其梁彩
画构图辨识度极强，其显著特征为旋转 90°的“W”
形，彩绘中“一整两破”横置莲花瓣被称为“圭线光”。
通过龙凤纹组合、沥粉贴金等工艺体现古代传统皇
权思想。和玺彩画根据主题可以分为龙和玺、龙凤和
玺、龙凤方心西番莲灵芝找头和玺等。

旋子彩画的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流行于清代，
主要用于皇宫建筑群的配殿、皇家坛庙、皇家陵寝及
敕建庙宇。其具有特色的旋子彩画方心式构图源于
宋代如意角叶构成的“蝉燕尾”。旋子彩画的特征从

“一整两破”逐步发展为了“喜相逢”与“勾丝咬”，方
心主题纹饰的内容也愈发丰富，提高了构图的适宜
与多样性。

苏式彩画的等级次于和玺彩画与旋子彩画，多使
用于皇宫内廷或皇家园林建筑中。苏式彩画的构图主
要有包袱式、方心式和海堤式三种常用形式，各有千
秋。包袱式构图用半圆轮廓连续跨越檩、垫、枋三个构
件；方心式与旋子彩画的构图类似；海堤式构图是在
箍头或成对的卡子内，统一散点布局主题纹饰。

三种纹饰和谐端庄 古人以自然现象、动物花
卉、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题材为基础创造了一系列
具有特色的吉祥寓意图案，正所谓“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这些内容丰富、图案精美的传统建筑彩画经

过不断地传承与发展，留下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
域的文化印记，不仅可以为人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
还可以体现出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对幸福团圆和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颇具和谐端庄之美。目前的建
筑彩绘中较为常见的纹饰有动植物纹饰、山水人物
纹饰、宗教及其他纹饰三类。

动植物是我国传统园林中常见的组成元素，“自
然之趣、祥瑞之寓”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所
以动植物纹饰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彩画中，魅力十足。
祥瑞动物包括想象中被赋予神圣寓意的动物，如龙、
凤等，还有现实中被赋予吉祥寓意的动物，如仙鹤、
蝙蝠等。植物在传统建筑彩画中也被赋予了丰富的
特定寓意，以表达古人对高尚情操的追求。如从古波
斯传入的海石榴花、蕴含唐代装饰特征的宝相花、出
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象征富贵满堂的牡丹等。

山水人物纹饰是彩绘纹饰中的重要分支，究其
根本是儒家山水比德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
远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文化盛行，山水作
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成为诗画与园林共同的关注主
题，也就此转化发展为传统建筑彩画主题纹饰之一。
自然山水也常作为人物故事彩画的背景，丰富了故
事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宗教纹饰与吉祥纹饰也常见于建筑彩画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这为彩画创
作开辟了新的土壤。梵文、佛像、佛八宝等佛教题材
纹饰开始出现，并对后世彩画题材产生了影响。

除此之外，古代人们还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注
入彩画创作中，将丝绸织锦、水波云纹等以不同的形
式绘制其上，借物抒情，寄托愿景。在南宋迁都杭州
后，由于纺织业的空前发展与繁盛，形式多样的织锦
纹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
色彩绚丽、精妙绝伦、独具几何之美的纹样，并成为
古代建筑彩画中常见的设计元素与经典纹饰。

这把腰刀是廓
尔喀的拉特纳巴都
尔进献给清嘉庆皇帝
的贡品。拉特纳巴都尔即拉
纳·巴 哈 都 尔·沙 阿（Rana Bahadur
Shah；1775—1806），尼泊尔王国沙阿王
朝第三代国王，1777年至1799年在位。
中国史料称之为拉特纳巴都尔（喇纳
巴都尔）。

进献的背景是清反击廓尔喀侵藏
之战胜利，廓尔喀（Gurkha）是尼泊尔
的一个部落，位于首都加德满都西北，
起源于14世纪的北印度月亮族契托尔
王朝。16 世纪廓尔喀兴起。1769 年，廓
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的玛拉王朝，建
立起了沙阿王朝。人们于是也将尼泊
尔称为廓尔喀，把沙阿王朝称为廓尔
喀王朝，把尼泊尔人称为廓尔喀人。尚
武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不
断征战，领土不断扩张。军事上的一系
列胜利让廓尔喀人的野心大大膨胀，
企图染指我国西藏。1788年，廓尔喀第
一次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驻藏大臣
庆麟率兵御敌，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
大臣违背乾隆旨意，私下与廓尔喀议
和，“许银赎地”，廓尔喀退兵，清军收
复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地。1791年，廓
尔喀因索取赎地之银不成，第二次入

侵西藏，并大肆洗劫扎什伦布寺。乾隆
皇帝派福康安御敌，收复了失地，并直
逼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曼都）。廓
尔喀认罪投降，清军班师。乾隆五十八
年（1793），“廓尔喀贡使喘箕第乌达特
塔巴等赍贡物至京师，帝赐宴，命与朝
鲜、暹罗各使同预朝贺，封拉特纳巴都
尔为廓尔喀王。自是五年一贡，听命唯
谨”。自此，廓尔喀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每五年向清朝朝贡一次。五年进贡使
团区别于之前零星的使团，是依据第
二次清反击廓尔喀侵藏战争后所订立
的和平协议之相关规定，形成五年一
贡的惯例。

这把腰刀进献时间为 1795 年（乾
隆六十年），反击战争胜利后廓尔喀第
二次向清朝的正式进贡，使团从尼泊
尔启程，共 54 人。根据五年一贡之例，
1792 年后本应当为 1797 年朝贡。由
于乾隆皇帝传位于嘉庆皇帝，所以廓
尔喀被要求提前两年朝贡，顺便恭贺
新帝即位。这次朝贡，在《清实录藏族
史料》《清代藏事奏牍》中均没有记载。
大概是这一段的所有清代史料都缺失
了。张其勤的《清代藏事辑要》仅记载，
乾隆六十年“九月庚申，谕军机大臣
等：松筠等奏廓尔喀贡使到藏起程一
折。”但是我们没有见到折文。

历史背景和意义

从形制上分析，这把腰刀为一把
典型的印度塔瓦弯刀，除了前文描述
之外，还可看出这把塔瓦弯刀开了反
刃，且血槽做工规整。

塔瓦弯刀（talwar）是南亚十分有代
表性的兵器，是一种骑兵、步兵都广泛
使用的实战武器，其使用范围大致包括
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
泊尔等地区。它最早可以追溯到 13世
纪，来自中亚的侵略者萨卡人在印度西
北部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使用
的弯刀形制很快就被当时的拉杰普特
王朝吸收学习。普遍认为塔瓦弯刀的形
制来源于著名的舍施尔弯刀以及帕拉
长刀，但并非完全照搬。例如，与舍施尔
弯刀相比，塔瓦弯刀的刀身弯曲度略
小，刀身更宽；再者，塔瓦弯刀的刀身弯
曲度自然平滑，极少出现像土耳其基利
长刀那样明显的尖端膨大；并且塔瓦弯
刀刀柄较短，刀身近柄处的一段一般不
开刃，持握时为三指持握，食指通常会
在护手之上。因此，塔瓦弯刀是在借鉴
其他弯刀形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
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弯刀形制。

塔瓦弯刀刀柄分两种，一种是主
流的笠形柄，另一类就是动物形柄。印
度最常见的塔瓦的形式，最大的特点
是柄首为“笠”形。本文中腰刀即为主
流的笠形柄。

塔瓦弯刀刀柄最显著的特征是握
柄中间粗两头细，呈鼓腰形，这样的造
型使操控者握持稳固，挥舞灵活。刀柄
末端设有圆碟形刀首，圆碟形刀首后
部内凹，且其中央处设有圆钉形突起，
这是印度刀剑类的特征。塔瓦弯刀采
用十字形护手设计，刀护手与握柄一

体成形，给人以浑然一体、匀称的美
感，向刀身两侧延伸的锷叉呈中间细两
头粗的亚腰形，这种亚腰形造型与握柄
的鼓腰形造型相呼应，此种型式称作旁
遮普样式。使用者可将刀绳系于圆钉形
突起上，以装饰弯刀；也可将绳套的一
端系结在圆钉形突起上，另一端套在手
腕上，以确保用刀时的安全。

塔瓦弯刀的刀鞘一般为木制，表面
包覆有皮革或天鹅绒织物。刀鞘主要装
饰方式以鋄、鎏、错为主，其中以鋄金银
最为多见。个别等级高的会在铁雕的基
础上再鋄金，为当地统治者或显贵阶层
人群所使用。部分制造的刀柄上有精致
的珐琅并嵌有宝石，而装饰并非仅限于
刀柄，刀身也有用精致的雕刻工艺或金
属镶嵌法进行了装饰。

塔瓦弯刀的刀身主要分为两种形
制：一种会在前端三分之一处看到明显
的加宽，这种设计是为了更有力的劈
砍；另一种整体上呈比较连贯的弧形，
劈砍能力比较弱，不过也更加灵活。我
们可以看出，这把铁刻花柄廓尔喀塔瓦
腰刀，即采用了第一种刀身形制，同时
有反刃。刀身整体倾斜度微弯，目测约
为10—15度左右，且刀身弯曲度整体自
然平滑，其刀柄与护手形式都显示出这
是一把传统的塔瓦弯刀。其雕工工艺精
湛，刀柄和护手上的饰铁鋄金花卉纹、
刀鞘的铜鎏金工艺（由于电镀镀金工艺
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仅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应为 19世纪早期才真正开始应
用，所以个人推测这里刀鞘背部应用工
艺可能为鎏金）、铜鋄金提梁、做工规整
考究的血槽，都充分印证了这是一把高
等级的塔瓦弯刀。

艺术价值

传统建筑彩画技艺
创造锦色之美

2022年5月至2023年2月，中国园林博物馆与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锦色——传统建筑彩画技艺展”开展。展览通过展示建筑彩绘的手

绘小样、传统建筑模型、彩绘工具等200余件展品，从彩画的构图、色彩、纹饰、工艺、保护

等方面讲述了色彩斑斓的木衣锦绣。

传统建筑彩画是木构建筑对抗风雨的头道防线，这层薄薄的木衣分布在梁枋、天花、

斗拱与藻井之上，饰建筑之华丽，护木构之周全，保存和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

出价值，是我国历代文化发展活的见证者。传统建筑彩画技艺源远流长，据《论语》记载，中

华民族自春秋时期起已在抬梁式木构建筑上施以彩画，此后的人们用“雕梁画栋”来形容

中国传统建筑这一独特的装饰艺术。精致华美的彩画是宏大巍峨建筑上灵动的一抹锦色。

建筑彩绘，各美其美

彩画是古建筑施工所用工艺的最后一步，绘制
在生油地仗之上。彩画绘制涉及起谱子、扎谱子、沥
粉贴金等二十余道工序，需要专业彩画工匠花费月
余时间绘制而成，更加显得不易和珍贵。相较于一般
的纸上绘画而言，在高檐下作画的绘画难度更具挑
战性，施画者不仅要有充足的文化底蕴和美术功底，
还需要对所绘图案、所用颜色足够了解，才能创作出
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传统建筑彩画，展现“雕梁画
栋”的中国建筑装饰美。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统建筑彩
画所需的绘画工具和材料种类十分多样、琳琅满目，
如不同规格的笔、刷、捻子、沥粉器等。选取传统原材
料，配合传统施画技艺，才能将彩画艺术独有的韵味
呈现而出。从矿山采来的蓝铜矿和孔雀石，千锤百打
的金箔，加之工匠们高超的技艺与秉持的工匠精神，
让传统建筑彩画成为独特的锦色。

古典色彩 中国传统建筑彩画所用主要颜色是
石青、石绿和朱砂，形成色彩对比后，用退晕进行协
调，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建筑艺术特点。

不同时代的建筑彩画配色传达出古人认知自然
的过程和审美情致的变化。唐代建筑彩画风格古朴
大气，宋代建筑彩画有了成熟的制度，《营造法式》阐
释了宋代彩画的经典纹样及用色规律。明代建筑彩
画则继承了宋代“碾玉装”和“叠晕棱间装”的遗韵，
以青绿统领整个彩画色彩倾向。清代朱红色彩系列
的加入，使彩画风格更为绚丽。

颜色中最显示尊贵和华丽的莫过于金色，而金

色主要通过贴金箔来凸显。金箔分两种：一种是库
金，含金量达到 98%；一种是赤金，含金量达到 74%。
沥粉贴金技法是汉族传统壁画、彩雕以及建筑装饰
常用的一种工艺手段。在古代这种手法多用于局部
的点缀，如表现帝王将相的车饰、伞盖、朝服盔甲以
及贵妇人的头饰。在壁画上大面积的应用沥粉贴金，
近代才有。这一方法简便易学，而且画面古朴、浑厚、
富丽。

能工巧匠 传统建筑彩画所用工具和材料不同
于一般绘画。从丈量建筑构件，到最终完成绘制，二十
多道工艺所用工具材料繁多。传统工匠人手一套工
具，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对工具进
行改良。另一方面，工匠们善于就地取材，改造手边易
得的材料作为工具，并熟练掌握每一种工具的使用场
合、方法。这份聪慧与随机应变的能力也体现在彩画
创作上，使彩画内容丰富多样，花鸟鱼虫栩栩如生。

精雕细刻 传统建筑彩画绘制涉及多种不同的
工艺，每道工艺需遵循传统规制，再通过技术或艺术
的表现方法完成。因彩画类别不同，其绘制方式也不
同，工艺主要涉及五大类：颜料制备、谱子、沥粉、刷
制、贴金。

彩画制作工艺繁复，处处体现着细节之美。根据
建筑形式、时代特点、工艺做法的不同，需要反复刷
色、精细描绘。彩画绘制对画工要求极其苛刻，除了绘
画功底，更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团队意识。从学徒成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彩画匠人，至少需要十余年的积淀，
再经过夜以继日地钻研与不断实践，才能妙笔生花。

雕梁画栋，飞阁流丹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
千年历史，它伴随着木构建筑的发展流传至今，具有
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现在我们仍可以从敦煌壁
画中一窥唐代彩画的风华，从山西高平开化寺宋代
遗存建筑中欣赏那绚烂的五彩遍装。传统建筑彩画
装饰着中国古建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保护与传承好这门彩画技艺，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从
业者的使命。当下，传统建筑彩画绘制技术因难度
高、原材料受限等因素，面临技艺失传、传承人难觅
的窘迫局面，还需行业机构、建筑彩画工作者等付出
更大的努力。

保护修复 绘于木构表面的建筑彩画具有一定
生命周期，需要定期加以保护与修复。其根本宗旨是
保护实物遗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后人留下可信的实物例
证。其中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也是文物的
三大价值。

古建筑彩画修复需要根据彩画的破损情况，选
择相应的修复技法，如彩画除尘、软化回贴、污渍清
洗、随旧补绘等。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
延续历代古建筑彩画信息乃至其全部价值，保护的
任务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措施，修缮自然力和人为
造成的损伤，防止新的破坏，保护措施须遵循不改变
文物原状的原则。另外，还可通过多光谱分析、正向

摄影等技术手段，对传统建筑彩画进行真实、全面、
系统的记录、采集和科学诊断，便于其更好地保护、
修缮、传承和发展。

创新发展 近年来，国家将文化产业视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传统文化
载体的建筑彩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继
承传统油饰彩画工艺基础上，结合现代工艺和表现
手段，创作出了更多注重建筑环境及使用功能的新
式彩画。新式彩画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还可通过文创
衍生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些文创产品既可
让彩画艺术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传播，又可以将其蕴
涵的人文价值浸润当代人的生活。

锦色木衣，可以避风雨，可以显规制，可以寄愿
景。世世代代薪火相承的作品和技艺，在此展现的仅
是吉光片羽，但是其不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
文化价值已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彩画之于建筑具
有保护的力量，建筑之于彩画提供具象的画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物质的载体，今日我们保
护彩画，弘扬工匠精神，正是为了文明的延续。一幅
彩画，一段传承的故事，一部古建筑的历史画卷，向
我们徐徐展开，惊叹之余，我们更要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更好坚
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整理：沈语墨 陈彭）

文化保护，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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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有一

柄清乾隆时期的“铁刻花

柄廓尔喀腰刀”。根据公

布的文物信息，此刀全长

97厘米，刀身钢质，刃锋，

双面錾“MEZE”等符号。

刀柄和护手呈十字状，饰

铁鋄金花卉纹。末为圆

盘，系黄丝绦穗一根。刀

鞘木质，外包花卉金缎，

皆铜镀金，光素，鞘背为

铜鋄金提梁，系明黄丝绦

带与铜镀金环相属。附皮

签，墨书满、蒙、藏、汉文：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廓尔喀额尔德凡王

拉特纳巴都尔叩见天喜

恭进小刀一把”。

这把铁刻花柄廓尔喀腰刀，具备了

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是清朝反

击廓尔喀侵藏战争、保卫祖国边疆胜利

的成果体现，彰显了清王朝的国威与坚

决守护祖国边疆完整的决心和坚定意

志，同时也标志了清廓封贡体系的正式

形成，这把腰刀也成为清宫武备中外国

文物印度—尼泊尔支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刀做工精良，品质上乘，形制具有

典型性，为高等级传统塔瓦弯刀，给人以

一种大道至简的美学感受，由此管中窥

豹，对于探究18世纪末叶的塔瓦弯刀兵

器史与工艺研究，和当时印廓与中廓地

区的武备文化交流，以及清宫外国武备

文物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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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塔瓦弯刀形制（图片取自周纬
《亚洲古兵器图说》图版四十三）

和玺彩画

彩画展品

山水人物纹饰彩画

敦煌莫高窟窟木窟檐及彩画

彩画颜料

彩画所需工具材料

彩画元素文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