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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覽由陝西省文物局、西藏自
治區文物局主辦，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西藏自治區羅布林卡管理處和
西藏自治區布達拉宮管理處承辦，展
期9個月。展覽分為「史海鈎沉」「指
尖神韻」「妙相莊嚴」和「珠翠羅
綺」四個部分，匯集了羅布林卡管理
處和布達拉宮管理處的100件（組）珍
貴文物。這些展品年代跨度遠迄吐
蕃、近至新中國成立，包括生活用
具、佛造像、唐卡、服飾等，均為同
類器物中的精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
值和歷史價值，充分展示千餘年來西
藏文化藝術的精髓。而特別值得關注
的是，這100件（組）文物中，絕大部
分都是首次在文博展覽中與公眾見
面，彌足珍貴。
「展覽通過不同年代的文物和文化
遺產，重點展示西藏地區民族文化的
多樣性，以及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祖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歷史史實。」
據西藏自治區羅布林卡管理處講解員
巴桑現場介紹，「藏韻聖宴」展覽設
計源自西藏高原的自然風光及藏文化

的代表性元素，運用色彩、造型、場
景等，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雪域高
原的魅力及藏文化的內在氣質和文化
價值。而在色彩設計上，則運用藏式
最傳統的紅色、白色、黃色、藍色，
並且根據每個部分的主題，分別賦予
不同的色彩組合，力圖用這些具有代
表性的藏式顏色，將西藏文化的視覺
印象發揮得淋漓盡致。此外，在展線
設計上，一邊展牆上布置羅布林卡
和布達拉宮的精美風光照片，另一邊
展櫃中則布置來自羅布林卡和布達
拉宮的精美文物，讓觀眾既看物又觀
景，自然融入展覽氛圍中。

唐與吐蕃「和同為一家」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早在公元七世紀，吐蕃與唐朝已
聯繫緊密，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與唐王朝
聯姻，不僅開啟「和同為一家」的歷史
淵源，同時也促進了唐蕃之間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交流。隨唐蕃關係的日益
密切，許多漢族人進入西藏，一些吐蕃
貴族子弟也進入長安的國子學學習漢文

化，兩地往來不絕於途。
在眾多的展出文物中，「鍍金銅

松贊干布坐像」和「清乾隆皇帝敕
封八世達賴喇嘛玉冊」兩件文物尤
為引人注目。這尊松贊干布銅像高
25厘米，寬4.7 厘米，其身吐
蕃服飾、眼神平和、面施金粉，頭
頂纏繞布巾並有一尊無量光佛
像。銅像整體造型規整、工
藝精細、通身鍍金，特別
是服裝褶紋、辮紋等刻畫
得十分逼真，展現出典型
的吐蕃文化特徵，是吐
蕃雕塑藝術的傑出代
表作。而「清乾隆
皇帝敕封八世達賴
喇嘛玉冊」一套
為8片，不僅是歷
史的見證，同時
融合鮮明的漢藏
文化元素，也傳
遞中央政府對
西藏的關懷之
情。

「是誰帶來遠古的呼喚，是誰留下千年的期盼……」一提起中國西藏，很多人的腦海中總會伴隨這

首紅遍大江南北的經典歌曲，閃現出雪域高原的靜謐聖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和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環

境下，千百年來，西藏先民們創造出了具有鮮明地域、民族特色的燦爛文化，同時也留下了眾多精美的

傳世珍品。值農曆和藏曆新年來臨之際，「藏韻聖宴——西藏文物珍品展」 日前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正式開展，100件（組）西藏珍貴文物，在訴說祖先故事、傳承人類優秀歷史文化的同時，亦是西藏和

祖國內地緊密聯繫的歷史見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布達拉宮(西藏自治區布達拉宮管理
處)坐落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中心
的紅山上。據史書記載，公元七世紀三十年代，
吐蕃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遷都拉薩，始建布
達拉宮為王宮。經過1,300多年的發展，布達拉宮
形成了佔地面積40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3萬平方
米，主樓紅宮高達115.703米，具有宮殿、靈塔
殿、大殿、佛殿、經堂、重要職能機構辦公處、
曾官學校、宿舍、庭院、迴廊等諸多功能的巨型
宮堡。宮內珍藏8座達賴喇嘛金質靈塔，5座精美
絕倫的立體壇城以及瓷器、金銀銅器、佛像、佛
塔、唐卡、服飾等各類文物約7萬餘件，典籍6萬
餘函卷（部），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物瑰寶，受到

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被譽為世界屋脊的明珠。
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位於布達拉宮西

側約2公里，始建於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是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目前
全園佔地36萬平方米，常年鬱鬱葱葱，百鳥棲
枝，奇花異草爭相開放，有房374間，是西藏人
造園林中規模最大、風景最佳、古蹟最多的園
林。羅布林卡館藏文物眾多，匯集了十八世紀以
來西藏建築、繪畫、造像、雕刻等歷史與藝術精
品，並且保護完好。作為西藏自治區唯一的高海
拔植物園林，羅布林卡內的古建築、文物、植
物、動物早已自成一個完美生態，2001年12月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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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吐蕃到新中國
西藏文物尋雪域歷史之蹤

西藏獨特的高原地貌、歷史文化和
經濟形態，造就了獨特的民俗風情，
衣食住行體現出鮮明的地域差異。藏
族服飾以其豐富的造型和絢麗多彩的
色彩，以及獨具匠心的裝飾，成為了
西藏文化寶庫中的璀璨瑰寶。此次展
出的「錦緞披風」裝飾頗為講究，
不僅色彩艷麗，美輪美奐，同時還或
繡有花紋、雲紋和龍鳳紋等，寓含富
貴美好，體現出濃郁的民族風情。
而同時展出的藏族飾品，則以天珠
為主，取材貴重，精工巧作，顯示了
藏族工匠高超的技藝水平和藏族人民
獨特的審美情趣。據了解，天珠的藏
語發音為「思怡」，為美好、威德、

財富之意。在藏文化發展的歷史脈
絡中，流傳多個版本的天珠傳
說，這種具有玉石質地和神秘花紋
的物品，幾乎涵蓋了宗教、歷
史、天文、地理、醫學等各個領
域。此次展出的「珊瑚天珠項
飾」，30多顆天珠由紅色的珊瑚
珠串聯，華麗精緻，令人驚歎。
據悉，此次展覽形式新穎，主

辦方一方面希望能充分展現中華
民族多元一體化的發展歷程，另
一方面亦能讓大家在體驗底蘊
深厚、氣勢磅礡的秦文化的同
時，深入領略藏文化的輝煌燦
爛和地域特色。

唐卡被譽為西藏文化的百科全書，藏族民眾
用天然礦植物顏料在布帛上作畫，題材涉及宗
教、藏族歷史、文化藝術、天文曆算、藏醫藥
學等諸多內容，是藏族特有的藝術形式。
本次展覽展出一幅《魔女仰臥圖》唐卡，這
幅唐卡畫面長152.5厘米，圖上的女魔呈頭東
腳西仰臥，雙腳微曲，整個作品構思巧妙，細
密的線條和豐富的色彩既描繪了高山、河流及
谷地，同時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寺廟。此外，
這幅唐卡全部採用金、銀、瑪瑙、珊瑚、珍珠
等多種礦物顏料，以及藏紅花、茜草、大黃等
植物顏料繪製，顏料純度高，畫面效果濃烈而
厚重。不僅時至今日依然還保持艷麗的色
彩，同時魔女的身軀、五官，也都因色彩而異
常清晰。
據介紹，隨文化交流和新材料新技術的運
用，唐卡出現了緙絲、堆繡、刺繡、織錦等工
藝製成的唐卡，用料考究，工藝精湛，為唐卡
藝術寶庫增添了新的光彩。展覽展出的「時輪
根本續布畫唐卡」「彩繪釋迦牟尼傳記唐卡」
「密集金剛貼花唐卡」等均是藏地唐卡的典
型代表。

《魔女仰臥圖》
展唐卡風采








































  妙相莊嚴「合金尊勝佛母像」
作為西藏傳統文化的精髓，藏傳佛教在穿梭時空的歷史記憶裏，

創造並留下了內容豐富而形式多樣的歷史文化信息載體。除了不同
時期的本土造像外，印度、尼泊爾等周邊佛教盛行地區以及中原造
像逐漸傳入西藏，使西藏逐漸成為不同地域、不同工藝流派造像的
薈萃之地。本次展覽展出的「合金尊勝佛母像」「鍍金銅綠度母立
像」和「合金銅質梵文款釋迦牟尼立像」，便是西藏傳統文化
造像工藝的傳世佳作。
珍藏於羅布林卡管理處的「合金尊勝佛母像」，年代大約在
十五至十六世紀。這尊造像上的佛母
三頭六臂九眼，頭戴寶冠，身配瓔
珞，造像規整精細，形態柔美秀
麗。特別是主尊佛母面目慈祥、平
和、清秀，身穿天衣， 並裝飾有
釧鐲等飾物，坐於寶座中央，妙
相莊嚴，栩栩如生。另外一件
「鍍金銅指捻轉經筒」，造
型別致，較為罕見，轉經
筒兩邊為銅鎏金嵌松石舍
利塔，技藝精湛，雕刻細
緻入微，讓人歎為觀止。 ●●合金尊勝佛母像合金尊勝佛母像













 「珊瑚天珠項飾」華麗精緻令人驚歎

●●珊瑚天珠項飾珊瑚天珠項飾

�

古玩收藏界歷來就有「自古官哥不分
家」的說法，明代的《格古要論》一書
中，對於北宋官窯的描述為「色青帶粉
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足鐵
口」，而對哥窯的描寫亦有「色青濃淡
不一，亦有紫足鐵口」的描述。
可見，「紫口鐵足」為官窯、哥窯的

共通點。因杭州特產的紫金土含鐵量
高，燒製後胎色偏深紫色，燒造時口沿

部分釉料向下流淌導致釉薄，露出胎土
的顏色，此為「紫口」；而為了防止瓷
器底部與器皿粘連，足底常會刮釉一周
才開始燒製，完成後露出呈鐵鏽色的胎
體，此為「鐵足」。
另一共同特色，是官窯及哥窯的開片

非常特別，通體被粗深及細淺的兩種紋
路覆蓋，形成「冰裂紋」。其中被稱為
「金絲鐵線」的開片紋，雖然被認為是

哥窯的獨有特徵，但其實亦可見於部分
官窯器上。所謂金絲鐵線，就是大開片
（亦稱「文片」）邊緣呈深鐵灰色——
「鐵線」，而大開片內的小開片（亦稱
「武片」）邊緣為淺黃褐色——「金
絲」。金絲鐵線的開片可參閱配圖：南
宋哥窯葵口洗。
在釉色方面，較典型的官窯，粉青

釉，釉厚滋潤呈冰裂，胎薄；而哥窯釉

泛酥油光，光澤猶如皮膚出汗，色調豐
富多彩，有米黃、月白、灰青等。但官
哥的灰青釉器較為接近，會導致官哥難
分的情況。
那麼兩者是否無法區分呢？在認識及

收藏的時候需要認真、細心鑒別。如哥
窯釉面較為啞光、器口比官窯厚，官窯
器整體看起來有上揚之感，而哥窯則較
為穩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為何會出現「官哥不分」﹖

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

●●清乾隆皇帝敕封八世達賴
清乾隆皇帝敕封八世達賴

喇嘛玉冊喇嘛玉冊（（一套一套88片片）。）。

●●雙龍戲珠紋菊瓣金盤雙龍戲珠紋菊瓣金盤

●●時輪根本續布畫唐卡時輪根本續布畫唐卡

●●錦緞披風錦緞披風

●●瓷出戟尊瓷出戟尊

●●明代合金銅鈸明代合金銅鈸

●●南宋哥窯葵口洗南宋哥窯葵口洗（（直徑直徑1212..55cmcm））

●●哥窯青釉葵花式洗哥窯青釉葵花式洗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

●●南宋官窯青磁南宋官窯青磁
花形盌細節圖花形盌細節圖

●●《《魔女仰臥圖魔女仰臥圖》》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金燈金燈

●●鍍金銅松贊干布坐像鍍金銅松贊干布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