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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热贡唐卡的生物文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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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不仅意味着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ꎬ 还威胁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ꎮ 唐卡

被誉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ꎬ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医药等诸多方面ꎮ 青海热贡唐

卡作为唐卡的重要流派ꎬ因生动细腻的形象描绘和大量自然景观的刻画而广为流传ꎮ 该文将文献分析、作
品分析与民族生物学实地调查等方法相结合ꎬ从热贡止唐(绘画唐卡)绘制所用到的生物材料和热贡唐卡画

面内容所反映的生物形象两方面对其生物文化进行了研究ꎮ 该研究揭示了热贡止唐传统绘画工具和 １２ 种

天然植物颜料的基源生物与制作工艺ꎬ探讨了热贡唐卡作品中常出现的生物形象本源、来源及其文化功能ꎬ
阐释了热贡唐卡教诲图中传递的生态理念ꎮ 总体而言ꎬ热贡唐卡取材于大自然ꎬ其内容亦反哺大自然ꎮ 未

来ꎬ应更加注重热贡唐卡的传统技艺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ꎬ进一步发掘其传统知识

传播和自然教育的潜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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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以来ꎬ１５０ 多个国家在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ＢＤ) ꎬ 标志着

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ꎮ 然而ꎬ生
物多样性的减少不仅是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

损失ꎬ 还进一步影响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

结构ꎮ 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以生物多样性为物

质基础ꎬ其发展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

支持(龙春林和裴盛基ꎬ２００３)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民
族文化多样性和优秀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的正

面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Ｍａｆｆｉꎬ ２００５ꎻ裴盛基ꎬ
２０１１)ꎮ 如何保护或恢复生物文化的价值和实践

成果一直是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楚雅南等ꎬ２０２２)ꎮ 事实证明ꎬ以世界经济变化为

主的全球变化正在影响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深刻变

革ꎮ 许多地区面临着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

双重丧失( Ｐｒ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形成的重要成果ꎬ即«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ꎬ十分关注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ꎬ强调土著和地方社区及

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的重要作

用ꎮ 因此ꎬ与生物相关的民族文化多样性ꎬ以及生

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该受到高度重视ꎮ
唐卡一词源自藏语“ Ｔａｎｇ ｇａ” ( Ｔｈａｎｇｋａ)ꎮ 其

中“Ｔａｎｇ”在藏语里有辽阔平原之意ꎮ “Ｔａｎｇ ｇａ”则
比喻以大地为背景ꎬ描绘万物之情形(德拉才旦ꎬ
２０１５)ꎮ 唐卡的创作主题涉及宗教、社会历史、生
活习俗、藏医藏药、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ꎮ 在藏区

几乎家家有唐卡ꎬ这种易于携带的卷轴画充分适

宜过去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ꎬ早期的民间艺人会

拿着木条对唐卡所绘事物进行说唱(俗称“喇嘛玛

尼”)ꎬ对于藏族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信仰、知
识的理解与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唐卡

按地理位置和主要艺术派系可分为卫藏地区勉唐

画派、日喀则地区的钦泽画派、康巴地区的噶玛噶

孜画派和安多地区的热贡画派ꎮ 热贡唐卡起源于

公元 １３ 世纪中后期(舒勇ꎬ１９８７)ꎬ是目前传播范

围最广、最受欢迎的唐卡流派之一ꎮ 热贡唐卡的

研究始于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主要集中在热贡唐卡的历

史源流和发展演化(戴嘉艳ꎬ２００２ꎻ佐良ꎬ２００３)、艺
术特征及审美内涵(王小珺ꎬ２０１１ꎻ王余ꎬ２０１３)、绘
制技艺和发展现状(吕霞ꎬ２００９ꎻ高鹏杰ꎬ２０１５)等

方面ꎮ 然而ꎬ以往研究对热贡唐卡创作内容的分

析及辐射影响研究不够深入ꎬ对天然矿植物颜料

和绘画工具方面的传统知识记述不够具体详尽

(杨建吾ꎬ２００４ꎻ卓么措ꎬ２０２１)ꎮ 尤其对于传统植

物颜料的说法仍存在分歧ꎮ 有些因仅以地方名或

形态学描述而无法确定植物本源 (乌苏容贵ꎬ
２００９ꎻ阿旺晋美ꎬ２０１５)ꎬ也有如用在水和云彩过渡

色的 植 物 颜 料 “ 莫 洛 ” 几 近 失 传 ( 满 却 顿 智ꎬ
２０１６)ꎮ 而上述方面对于热贡唐卡传统技艺的传

承发展、生物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意义重大ꎮ
本文首次将民族生物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唐卡

绘画领域研究ꎮ 以热贡唐卡发源地同仁县下辖四

庄(吾屯、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为研究区域ꎬ以
寺院及民间唐卡画师及其彩绘唐卡作品为研究对

象ꎬ将文献分析法、作品分析法和民族生物学实地

调查相结合ꎬ拟探讨:(１)热贡止唐绘制使用的传

统绘画材料的生物联系ꎻ(２)热贡唐卡中常出现的

植物符号本源及内涵ꎻ(３)热贡唐卡所表达主题与

当地生态观形成的关联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地处青海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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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ꎬ是甘青川三省交汇的枢纽地带ꎬ也是青藏高

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ꎮ 隆务河自南向北纵贯

同仁全境ꎬ形成东西部山区和中部河谷地带ꎮ 境

内最高海拔 ４ ７６７ ｍ(阿米夏琼山峰)ꎬ最低海拔

２ １６０ ｍ(麻巴沟)ꎮ 属大陆性高原凉温、冷温半干

旱气候ꎮ 作为青海省十大资源县之一ꎬ同仁不仅

矿产资源分布广、品质高ꎬ还拥有香獐、羚羊在内

的珍稀动物以及雪莲、冬虫夏草在内的药用植物

２００ 余种ꎮ 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９０％以

上ꎬ以藏族为主ꎬ还包括土族、撒拉族等 １７ 个少数

民族ꎮ 在藏语里同仁被称为“热贡”ꎬ意为“梦想成

真的金色谷地”ꎮ 作为藏文化的源生地之一ꎬ同仁

属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ꎬ是青海省唯一的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ꎬ拥有区(县)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 ３４ 项ꎬ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４１ 处ꎮ 其中ꎬ吾
屯村被原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唐卡艺术之乡”ꎬ热贡画院被命名为全国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ꎬ现有

１３ 家热贡艺术传习所ꎮ ２００９ 年ꎬ包括热贡唐卡在

内的“热贡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ꎮ
１.２ 研究对象

热贡唐卡按材料和制作方法ꎬ可分为规唐(绸
缎唐卡)、止唐(绘画唐卡)、珍珠唐卡三大类(马

成俊ꎬ２００５)ꎮ 本次研究主要关注使用植矿物颜料

绘制的止唐ꎬ重点关注传统绘画材料的生物来源

和绘画内容常用的生物形象及其文化内涵ꎮ
１.３ 研究方法

以“热贡唐卡”“热贡艺术”为主题ꎬ通过查阅相

关资料ꎬ初步掌握了热贡唐卡的历史源流、发展历

程、绘制技艺、艺术特色、代表性机构及艺人的基本

信息ꎬ为开展实地调查打好基础ꎮ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期

间ꎬ我们实地探访了同仁市及下属 ４ 个自然村(吾
屯、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的 １２ 家唐卡传习所、
热贡艺术博物馆以及热贡赞巴拉矿物质颜料研发

基地ꎮ 对包括 ２ 位国家级工艺大师、３ 位省级工艺

大师在内的 ４２ 位热贡画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参

与式调查ꎮ 调查的信息包括传统绘画工具、颜料及

传统绘画内容中的生物形象ꎮ 通过与信息人访谈

获得了热贡止唐颜料及工具中动植物来源的基本

情况ꎬ随后在信息人带领下进行野外指认和凭证标

本采集ꎮ 通过室内标本鉴定和查阅«中国植物志»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以及权威数据库(如 Ｗｏｒｌ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ｆｌｏｒ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检索进一步

验证其可靠性ꎮ 对于热贡唐卡作品中描绘的生物

形象ꎬ以现阶段出版的权威画册«百名当代热贡画

师作品选»和实地调查中搜集到的热贡唐卡作品为

范本ꎬ结合艺人口述和已有的文献记载对其来源和

内涵进行核验和挖掘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热贡止唐绘画材料

热贡止唐的传统绘画材料涉及的动植物来源

十分丰富ꎬ且贯穿制作的全部环节ꎮ 就天然颜料

而言ꎬ植物颜料以草本、灌木为主ꎬ共计 １６ 科 １６
属 １６ 种植物ꎮ 除番红花 ( Ｃｒｏｃ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茜 草 (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 山 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从外采购外ꎬ其他植物颜料

均从当地采集得到ꎻ就绘画工具而言ꎬ除刻金笔从

外采购外ꎬ其他生物材料均来源于当地家畜(如牦

牛、山羊等)或其他动物的皮毛以及常见的乔木枝

干ꎬ由老一辈画师在特定月份收集动物毛发ꎬ或是

秋季以后捡拾枯落的树枝亲手制作而成ꎮ
２.１.１ 绘画颜料　 热贡唐卡五大基础色为白色、石
黄、大红、藏青和石绿ꎮ 几类基础色互相调配ꎬ则
有“色彩混合无尽时”的说法ꎮ 热贡止唐颜料的原

料按来源可分为矿物质颜料、植物颜料、金属颜

料、宝石颜料、土质颜料五大类ꎮ 其中ꎬ矿物、土
质、宝石、金属颜料主要用于绘制包括背景在内的

绝大部分区域ꎮ 以金箔为主的金属颜料多用于勾

线ꎬ植物颜料则作为半透明的过渡色以调和画面

的立体感ꎮ
热贡止唐至今仍被使用的植物颜料名单如表

１ 所示ꎮ 唐卡颜料的植物原料的加工步骤基本相

似ꎬ多用明矾来脱色ꎬ主要经历采选、清洗、脱色、
熬煮、过滤、蒸发、制丸等工序ꎮ 其中ꎬ山矾叶需配

合紫草茸(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的紫色

树脂)一起加工做胭脂色ꎮ 红花在捣碎过滤后ꎬ还
要用淘米水冲洗后蒸发制丸ꎮ 全缘叶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和番红花则取其利用部位

充分阴干后放入颜料碗中蘸水即可使用ꎮ 将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的树枝用大火烧干后ꎬ取最细

腻的烟灰或酥油灯燃尽后的灯芯渣ꎬ加入牛皮胶

手工磨制成丸即可得到黑色植物颜料ꎮ 这种颜料

具有无反光、色相深沉等诸多优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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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热贡止唐的天然植物颜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ｔ￣ｂａｓｅｄ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ｏｎｇ Ｔｈａｎｇｋ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习用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利用部位
Ｐａｒｔ ｆｏｒ
ｕｓｅ

颜色
Ｃｏｌｏｒ

分布及来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缘叶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Ｘｉ ｄｅ 花瓣
Ｐｅｔａｌ

淡黄色
Ｐａ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本地植物ꎬ常生于海拔 ４ ０００~ ４ ９００ ｍ 的山地草坡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ｏｆｔ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ｇｒａｓｓｙ ｓｌｏｐｅｓ ａｔ ４ ０００－
４ ９００ ｍ.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番红花
Ｃｒｏｃ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Ｇｅ ｇｅｎ 花柱
Ｓｔｙｌｅ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从西藏拉萨采购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ｈａｓａꎬ Ｔｉｂｅｔ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Ｄａ ｒｉ 果皮
Ｐｅｅｌ

橘黄色
Ｏｒａｎｇｅ

本地植物ꎬ常生于海拔 ８００~ ３ ６００ ｍ 向阳的山嵴、
谷地、干涸河床地ꎬ多砾石或沙质土壤或黄土上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ｏｆｔｅｎ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ｕｎｎ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ｒｅｓｔｓꎬ
ｖａｌｌｅｙｓꎬ ｄｒｙ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ｓꎬ ｇｒａｖｅｌｌｙ ｏｒ ｓａｎｄｙ ｓｏｉｌｓ ｏｒ
ｌｏｅｓｓａｔ ８００－３ ６００ ｍ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Ｃａ 根
Ｒｏｏｔ

红色
Ｒｅｄ

本地植物ꎬ常生于疏林、林缘、灌丛或草地上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ｏｆｔｅｎ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ｓꎬ ｓｃｒｕｂ 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Ｋａ ｊｉｕ 树皮
Ｂａｒｋ

淡绿色
Ｐａｌｅ
ｇｒｅｅｎ

本地植物ꎬ常生于多山地杂木林中或山区河谷
沿岸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ｏｆｔｅｎ ｇｒｏｗ ｉｎ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ｍｉｘｅｄ ｗｏｏｄｓ ｏｒ
ａｌ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ｓ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Ｂａ ｌａ 根
Ｒｏｏｔ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从西藏拉萨采购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ｈａｓａꎬ Ｔｉｂｅｔ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菘蓝
Ｉｓａｔｉ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Ｍｏ 叶
Ｌｅａｆ

蓝色
Ｂｌｕｅ

从西藏拉萨采购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ｈａｓａꎬ Ｔｉｂｅｔ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Ｓｏｎｇ ｄｏｎｇ ｗｕ 树枝
Ｂｒａｎｃｈ

黑色
Ｂｌａｃｋ

本地植物ꎬ多在海拔 ３ ５００ ~ ３ ７００ ｍ 地带组成单
纯林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ｔ ３ ５００－
３ ７００ 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Ｇｅ ｒｉ ｇｅｎ 花瓣
Ｐｅｔａｌ

红色
Ｒｅｄ

本地植物ꎬ常生长在砂质土壤ꎬ部分庭院栽培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ｏｆｔｅｎ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ａｎｄｙ ｓｏｉｌｓꎬ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ｓ

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

Ｌｕｏ ｍａ 叶
Ｌｅａｆ

胭脂色
Ｂｌｕｓｈ

从西藏拉萨采购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ｈａｓａꎬ Ｔｉｂｅｔ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草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

Ｊｉａ ｒｉ ｊｉｕ 根
Ｒｏｏｔ

紫色
Ｐｕｒｐｌｅ

从西藏拉萨采购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ｈａｓａꎬ Ｔｉｂｅｔ

　 注:习用名为藏语ꎬ用拼音标注ꎮ
　 Ｎｏ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ｉｎ Ｐｉｎｙｉｎ) .

２.１.２ 绘画工具 　 热贡止唐的绘画工具主要包括

画布与画框、辅助工具、画笔三类ꎮ 其中ꎬ牦牛的

牛骨或牛皮经浸泡、过滤、熬煮后制成的牛胶是常

用的粘合剂ꎮ 在画布制作和颜料制备中都必不可

少ꎮ 通过将牛胶(由牛骨或牛皮熬制而成)与高岭

土混合涂抹在编织均匀、纹路清晰的白棉布上ꎬ再
分别用鹅卵石(粗磨)ꎬ碗边或海螺(细磨)反复打

磨、晾干后制成的画布不仅能挂住质地厚重的颜

料ꎬ还有利于长久的保存ꎮ 而不同粒度或质地的

颜料与牛胶的合理调配则是颜料持久上色的关

键ꎮ 制作好的画布用细棉线或麻绳 (藏语译为

“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ｉ ｇｕ”)以“之”字形缝制在宽 １ ｃｍ、韧性强

的竹条画框(藏语译为“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上ꎬ再用更粗

的钢架或木条制成的外画框 (藏语译为 “ Ｔａｎｇ
ｚｈｕｏ”)二次固定ꎬ如今也多用外画框直接固定(图
１:Ａ)ꎮ

辅助工具可进一步分为准备工具、量度工具

和护画工具ꎮ 准备工具包括储存颜料的鹿皮袋

(图 １:Ｂ)和磨制颜料的瓷质或石质的研磨罐(图
１:Ｃ)ꎮ 其中ꎬ鹿皮因遮光、柔韧、透气的特点而被

认为利于颜料的保存ꎮ 度量工具包括木质圆规和

用于定位(热贡画师称这一步骤为“取方”)的“头
个”ꎮ “头个”由装满橙红色颜料的鹿皮口袋、一根

长约 ３ ｍ 的细棉绳和系于一头的长木块组成ꎮ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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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工具包括护画垫(藏语译为“ Ｌｅ ｚｅ”)和清洁工

具ꎮ 护画垫多选用羊羔或水獭的皮毛与布面缝合

成直径约 １０ ｃｍ 的圆形垫片ꎬ另在布面中心作一

小环便于执笔的小指穿入固定(图 １:ＤꎬＥꎬＦ)ꎮ 护

画垫不仅能支撑手臂、减少绘制阻力ꎬ还避免了作

画时因手部直接接触画面造成污损ꎮ 清洁工具通

常在唐卡填色完毕后使用ꎬ过去用青稞面与酥油

和成糌粑团ꎬ现在多用更为细腻的面团在画布上

提拉滚动蘸取浮散的颜料ꎮ
唐卡的画笔也取材于当地动植物手工制作ꎬ

主要包括刻金笔、毛笔和炭笔三大类ꎮ 毛笔根据

不同功能又可分为填色的平涂笔、染色笔ꎬ绘制轮

廓的勾线笔、描笔两类ꎮ 毛笔由笔杆和笔毫组成ꎮ
过去画师间流传“一匹马也不换一支好毛笔”的说

法ꎮ 热贡唐卡毛笔的笔杆一般选用野枸杞木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柏树(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的茎干

制作ꎬ当地画师认为这类木材可以吸汗ꎬ防止绘制

时汗渍污染画布ꎮ 笔毫通常在每年 ３ 月和 ４ 月牲

畜脱毛的时间段进行收集ꎬ具体材料则根据画笔

功能而有所区别ꎮ 勾线笔和描笔通常要求毛峰

长、笔形尖细、毛质硬挺且有弹性ꎬ热贡画师常选

用成年健壮的猫背脊梁上的挺拔之毛或松鼠尾部

的毛为材料(图 １:Ｇ)ꎻ染色笔和平涂笔要求毛峰

略长、笔形粗圆、毛质软硬适中ꎬ一般选用山羊面

部较柔软的毛、羊背挺拔长毛、黑色牦牛背部粗毛

制成(图 １:Ｈ)ꎻ雕刻刀通常用来压金ꎬ要求硬度

高ꎬ常选用玛瑙石、九眼石进行打磨(图 １:Ｉ)ꎮ 炭

笔制作一般选用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青甘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的枝干ꎬ经去皮修剪后放入焜

锅真空烧制而成(图 １:Ｊ)ꎮ 炭笔具有易上色、易擦

拭的特点而被用作绘制底稿ꎮ
２.２ 热贡唐卡中的生物形象

热贡唐卡中常见的生物形象从功能上可分为

四类ꎮ 第一类生物形象来自特定的故事ꎬ最常出

现在佛陀、山神、护法的传记唐卡中ꎮ 动物相关的

形象常被抽象化处理ꎮ 比如以动物特征赋予神的

形象ꎬ或以当地的家畜、野生动物成为神的坐骑或

手持物ꎬ更有不存在于现实ꎬ是人们发挥想象后的

融合各种动物特征的“天界动物”ꎮ 植物形象中最

突出的代表是圣树ꎮ 佛陀生平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都有相对应的树ꎮ 热贡唐卡中最常出现的分别是

与大黑天财神南亚起源相关的檀香、藏传佛教格

鲁派 创 始 人 宗 喀 巴 出 生 传 说 中 的 暴 马 丁 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释迦摩尼佛

出生和涅槃传说相关的娑罗树 ( Ｓｈｏｒ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俗 称 无 忧 树 )、 成 道 相 关 的 菩 提 树 ( 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ꎮ 娑罗树燃烧过的树干或树脂可以作熏

香ꎮ 种子和果实用来制作灯油ꎬ也可用作香料或

药用ꎮ 草 本 类 最 常 见 的 是 吉 祥 草 ( Ｒｅｉｎｅｃｋｅａ
ｃａｒｎｅａ)ꎬ是传说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席下

之草ꎮ 民间还将其入药ꎬ有润肺止咳的功效ꎮ 粮

食类的玉蜀黍(Ｚｅａ ｍａｙｓ)和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常作

为增禄天母的手持物寓意繁荣与丰收ꎮ
除此之外ꎬ树的形象被用来当作叙事脉络的载

体(俗称树喻图)ꎮ 在曼唐«四部医典»的生命之树

中(图 ２)ꎬ树干中的蓝、 黄、 白三色分别代表藏医体

系中认为组成人体的三种因素“隆” “赤巴” “培

根”ꎬ对应颜色的叶片则进一步指示某一因素主导

下的身体状态、诊断方案和治疗方法(图 ２)ꎮ
第二类形象常出现在知识型唐卡中ꎬ是对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形象化记录ꎮ 如曼唐

«四部医典»中描绘了 ９００ 多种天然药物的基源植

物形态及其制备方案ꎮ 以开篇«药王及药王城»为
例ꎬ该图刻画了药师佛蓝琉璃光讲学的宫殿药王

城(图 ３)ꎮ 宫殿内收集了各类宝物ꎬ四周的山上

则遍布能治疗 ４０４ 种疾病的各种植物、动物和矿

石类药物ꎮ 殿南“频陀山”上生长着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 胡 椒 ( Ｐｉｐｅｒ ｎｉｇｒｕｍ )、 荜 拔 ( Ｐ.
ｌｏｎｇｕｍ)、辣椒(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等能治寒症的药

物ꎻ殿北山上生长着檀香(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ｌｂｕｍ)、土沉

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山豆根(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等能治热症的药物ꎻ殿东“芳香山”上生长着诃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ꎬ其根、枝、皮、叶、花、果均可

治病ꎻ殿西“玛拉亚”山是遍布红花的平川和丘陵ꎬ
山岩盛产石类药和盐类药和药水温泉ꎮ 除此之

外ꎬ药林树梢上有孔雀、鹦鹉等鸟类ꎬ树下有大象、
熊、麝等可作为良药的动物在栖息ꎮ

第三类形象独立出现并具有更为普遍的象征

意义ꎮ 其中最为普遍的是莲(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ꎮ
佛陀和菩萨都是坐立或站在莲座上ꎬ有的则是手

持莲花ꎮ 莲花代表出淤泥不染和清净自在的出世

态度ꎮ 热贡地区作为高原并不适宜莲花生长ꎬ莲
的形象也逐渐演变为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或菊花(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样式ꎬ颜色多

以浅红色和粉色为主ꎮ 也出现用绿绒蒿属植物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Ｖｉｇ.) (俗称邬巴拉花)代替莲花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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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ꎮ 果实常作为供养品在热贡唐卡中出现ꎮ 在热

贡唐卡中以两组符号集合最具代表性ꎮ 分别是

“八瑞物”中的木橘(Ａｅｇｌｅ ｍａｒｍｅｌｏｓ)、芥子和“五

妙欲”中代表味的三类水果ꎮ 其中ꎬ木橘(俗称孟

加拉苹果)被视为万果中最为神圣的ꎬ常被描绘成

带有奶嘴状的圆头并有三个叶片托底ꎮ 芥子分白

芥 子 ( Ｓｉｎａｐｉｓ ａｌｂａ )、 芸 薹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ｖａｒ.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俗称黑芥子) 两种ꎬ也被用来榨油和入

药ꎬ寓意断灭一切不祥之兆ꎮ “五妙欲”中常罗列

三个水果代表“味”ꎮ 通常以代表“福禄寿”的梨

属 ( Ｐｙｒｕｓ Ｌ.)、 石 榴 (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 香 橼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的果实为蓝本进行抽象化创作ꎮ
第四类形象主要服务于风景装饰ꎬ对形象刻

画不做严格要求ꎬ赋予了画师一定的想象空间ꎮ
热贡唐卡中的林苑是指由包括香料树、果树在内

的神树林与池塘、溪流等组成的自然景观带ꎬ常常

穿插在画面的不同空间之间ꎮ 林苑被认为是修行

的绝佳背景ꎬ其中常见的树木种类包括竹亚科的

植物因竹子空心而被视为一种放下自我执念的存

在ꎻ菩提树充满了慈悲和智慧ꎻ檀香树香气远播ꎬ
视为奇异ꎻ猴子和桃(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搭配也常代表

修行之地ꎮ 随着唐卡绘画风格的不断发展ꎬ树的

形象得到不断丰富的同时ꎬ描绘也逐渐抽象化ꎬ甚
至出现融合想象后的超现实存在ꎮ 比如“如意宝

树”就是以北美木兰属(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Ｌ.)乔木为蓝本ꎮ
其形象常被镶满金银珠宝ꎬ被认为是存在于天界

的树木ꎬ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期待ꎮ
２.３ 热贡唐卡中的生态观

热贡唐卡中运用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性场景引

发人们对于生态伦理观念或宗教教义探讨和思考

的绘画主题被称为教诲图ꎮ 从本质上而言ꎬ教诲

图所围绕的主题是关于人如何自处ꎬ如何与人相

处ꎬ如何与自然共处并维护环境神圣性的深层次

讨论ꎮ “六长寿图”是热贡唐卡中最常出现的教诲

图故事题材之一ꎮ 图中描绘了在南亚的“大乐林”
中存在着六个长寿物ꎬ分别是长寿岩、长寿泉、长
寿树、长寿兽、长寿鸟和长寿老人ꎮ 这六种长寿之

物因受到无量寿佛(Ａｍｉｔａｙｕｓ Ｂｕｄｄｈａ)的祝福而长

存ꎬ它们相互协助共生ꎬ维持着自然的永续平衡

(图 ４)ꎮ 其中ꎬ山长寿代表大地ꎬ提供了万物生长

的空间ꎮ 水长寿代表水源ꎬ是一切生命的源泉ꎮ
长寿树代表一切植物ꎮ 雄鹿和雌鹿代表一切动

物ꎮ 仙鹤则是天空的代表ꎬ象征和平、欢乐与吉

祥ꎮ 画面中的耄耋老人ꎬ看顾护佑着鹿鹤二兽ꎬ代
表众生若能领悟自然之道ꎬ便能永处安乐之境ꎮ
六长寿图至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被广泛运用在唐

卡ꎬ寺院或私人宅院的壁画ꎬ甚至是民间剪纸作品

中ꎮ 六长寿图中不仅暗示了人们对美好环境的衡

量标准ꎬ即好的环境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ꎬ而
且巧妙对应了生态学中对于物质循环的基本要

素ꎬ起到了自然教育的作用ꎮ

３　 讨论

３.１ 重视唐卡绘制技艺中的传统知识保护

唐卡被称为“带着镣铐的舞蹈”ꎬ原因在于唐

卡对天然材料的选择和加工、绘画主题和技法都

极其考究ꎮ 如今ꎬ唐卡绘制的传统八大步骤(诵

经、备料、绷制画布、绘画底稿、上色晕染、勾线、开
脸、装裱)仍被热贡艺人遵守并继承ꎬ但年轻画师

中由购买代替手工制作诸如画笔等画材工具的现

象较为普遍ꎮ 矿物颜料已基本实现规模化的加工

生产ꎬ但植物颜料只有少部分极富经验的老画师

掌握并加工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ꎬ近年来随着市场

化和商品化的涌入ꎬ不乏有热贡唐卡艺人为追逐

经济利益而放松了原有的标准ꎬ使得热贡唐卡的

传承在制作工序及原料质量等方面受到挑战(卓

玛措ꎬ２０２２)ꎮ 另一方面ꎬ受同仁地区气候及自然

地理条件的影响ꎬ生物原材料分布的范围和采集

的时间都非常有限ꎬ考虑到收集和制作所要耗费

的精力和成本ꎬ一些画师转而选择效果稍逊的替

代方案ꎮ 与此同时ꎬ唐卡艺人在绘画和传承中迎

合市场需求的行为加剧了唐卡作品的同质化ꎬ使
得唐卡艺术内在的传统性和多样性遭到反噬ꎮ 然

而ꎬ不论是绘制技艺中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

识ꎬ还是丰富的主题内容都是长期实践得到的智

慧结晶ꎮ 因此ꎬ应加强对这类传统知识的抢救工

作ꎬ进一步开展天然染料植物相关的种质资源调

查、栽培育种、功能性成分分析(柴真真等ꎬ２０１７)ꎬ
助力唐卡绘制技艺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

有效保护ꎮ
３.２ 挖掘唐卡艺术的自然教育潜能

热贡唐卡中描绘的生物形象非常丰富ꎬ并具

有多样的文化内涵ꎮ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受热贡

唐卡的宗教属性及其发展的历史钩沉两方面影

响ꎮ 最初寺院佛堂是热贡唐卡发展的主要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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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画框ꎻ Ｂ. 鹿皮袋ꎻ Ｃ. 研磨罐ꎻ Ｄ. 水獭毛护手垫内面ꎻ Ｅ. 护手垫背面ꎻ Ｆ. 羊羔毛护手垫内面ꎻ Ｇ. 勾线笔ꎻ Ｈ. 涂色笔ꎻ Ｉ. 雕刻

刀ꎻ Ｊ. 炭笔ꎮ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ｆｒａｍｅｓꎻ Ｂ. Ｄｅｅｒｓｋｉｎ ｐｏｕｃｈꎻ Ｃ.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ｔａｎｋꎻ Ｄ. Ｉｎｎ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ｏｔｔｅｒ ｆｕｒ ｈａｎｄ ｐａｄꎻ 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ｈａｎｄ ｐａｄꎻ Ｆ. Ｉｎｎ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ａｍｂ
ｗｏｏｌ ｈａｎｄ ｐａｄꎻ Ｇ.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ｐｅｎꎻ Ｈ.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ｐｅｎꎻ Ｉ.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ｋｎｉｆｅꎻ Ｊ.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

图 １　 热贡唐卡的传统绘画工具(图片来源: 同仁市吾屯村、年都乎村、
郭麻日村ꎮ 拍摄者: 林晨ꎮ 拍摄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Ｆｉｇ. 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ｏｎｇ Ｔｈａｎｇｋａ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Ｃｈｅ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ｉｎ Ｗｕｔｕｎꎬ Ｎｉａｎｄｕｈｕꎬ ａｎｄ Ｇｕｏｍａｒ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ｏｎｇｒｅｎ Ｃｉｔｙ)

　 　 直到 １９５９ 年宗教改革ꎬ大量僧人还俗ꎬ热贡

唐卡开始在民间发展ꎬ创作群体进一步扩大(李元

元ꎬ２０１８)ꎮ 画师们前往中国汉地、中国西藏、尼泊

尔、蒙古等地区广泛游学ꎬ不断丰富热贡唐卡的绘

画题材并促进热贡画风的形成(陈乃华ꎬ２０１３)ꎮ
比如热贡唐卡中常常选用生长于热带的菩提树、
娑罗树的形象绘制佛陀的树下坐像(Ｂｉｌｌꎬ ２０１４ꎻ莫
容ꎬ２０１７)ꎮ 这主要来源于南亚的“圣树崇拜”文

化ꎬ以及苯教为主的万物有灵信仰中认为树木汇

聚天地精华、供养众多生命而具有崇高地位(罗简

和朱明健ꎬ２０１６)ꎮ 莲花作为著名的佛教植物ꎬ衍
生出菊花、牡丹、绿绒蒿属等热贡地区本土化的形

象改造(高金玉ꎬ２０２２)ꎬ使人们感到更加亲切ꎬ更
容易接受和理解唐卡所传递的理念ꎮ 而这些生物

符号的象征含义所引发的崇拜或敬畏心理ꎬ从科

学的观点看或许无法解释或支持ꎬ 但它却作为一

种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ꎬ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

自然景观和其他生命体的认知态度和保护行动

(刘宏茂等ꎬ２００１ꎻ黄娇丽等ꎬ２０２１)ꎮ 在热贡的民

间本土信仰中ꎬ最为普遍的是以阿尼夏琼为核心

的分布在隆务河流域的上部江什加至下部麻巴之

间的神山信仰体系ꎮ 同仁周边的每个村落都为自

己信仰的神山修建庙宇ꎬ绘制唐卡、壁画和塑像

(周毛和扎西南杰ꎬ２０２０)ꎮ 唐卡中的山神多有自

己的坐骑ꎬ常见的坐骑包括马、山羊一类的家畜ꎬ
也有马鹿、野牦牛等当地常见的野生动物或在此

基础上经想象渲染的独特形象ꎮ 山神所执宝瓶不

断涌出宝珠、甘露ꎬ象征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增长ꎮ
在当地百姓看来ꎬ山神就好比人间的农牧主:高山

平原、森林草地是他的牧场ꎬ野生动物是他的坐骑

和牲畜ꎬ狼是看管牧场的守卫ꎬ等等ꎮ 生活中的一

切生产资料都在山神那里得到映照ꎮ 山神掌握着

一方土地的天气、资源和财富而具有崇高的地位ꎮ
每当人们瞻仰山神唐卡ꎬ念诵祷文时ꎬ 也逐渐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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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身体的正常状态和病因之树ꎻ Ｂ. 诊断方法之树ꎻ Ｃ. 治疗方法之树ꎮ
Ａ. Ｔｒｅ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Ｂ. Ｔｒｅｅ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ꎻ 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 ２　 曼唐中的三棵生命树(图片来源: 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ꎮ 拍摄者: 林晨ꎮ 拍摄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Ｆｉｇ. ２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Ｍａｎ Ｔｈａｎｇｋａ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Ｃｈｅ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ｕｓｅｕｍ)

图 ３　 药师佛及药王城(图片来源: 青海省藏文化
博物馆ꎮ 拍摄者: 林晨ꎮ 拍摄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Ｆｉｇ. 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ｕｄｄｈ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Ｃｈｅ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ｕｓｅｕｍ)

神灵一同出现的动物及其自然景观了然于心ꎮ 当

在外遇到野生动物时ꎬ自然产生恭敬的心理而不

随意猎杀ꎻ经过高山峡谷ꎬ原始森林时ꎬ也不高声

喧哗ꎬ不随意掘土挖地、破坏植被ꎬ也不能把垃圾

带到山上或把山上的自然资源轻易带回家ꎮ 热贡

图 ４　 六长寿图(图片来源: 热贡菩提画苑ꎮ
拍摄者: 林晨ꎮ 拍摄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Ｆｉｇ. ４　 Ｓｉｘ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Ｃｈｅ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ꎬ ｉｎ Ｒｅｇｏｎｇ
Ｂｏｄｈｉ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画师在每次采集颜料和绘制唐卡前ꎬ都会举行煨

桑仪式ꎬ以示恭敬ꎮ 每年的热贡六月会ꎬ平日供养

于山神庙内的山神唐卡会被请出接收供养ꎮ 山脉

真实存在ꎬ而庙内的山神唐卡、塑像和壁画等又赋

予其神圣而又独特的面貌ꎬ并由此发展为以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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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山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民间生态保护圈和生

态禁忌文化系统ꎮ 热贡唐卡的内容创作者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既融合传统认知ꎬ又符合

热贡本土文化背景的、更具象征性的环境来唤起

人们呵护自然环境和珍爱其他生命ꎮ

４　 结论

热贡唐卡的绘画材料皆取材于自然ꎮ 传统绘

画工具和颜料全部来源于天然动物、植物和矿物ꎮ
与此同时ꎬ自然之形还以多种方式投射到热贡唐

卡的内容创作中:与生物相关的传统知识通过唐

卡得以形象化表达ꎬ以自然景观为圣境背景ꎬ借自

然之形构筑叙事脉络ꎬ赋予生物以独特内涵ꎬ或直

接通过寓言故事传递生态伦理观ꎮ 总的来说ꎬ热
贡唐卡无论从制作材料还是表达内容上ꎬ都呈现

出与自然万物的多样联系ꎮ 作为了解青藏高原和

藏族传统生态观的重要窗口ꎬ唐卡通过直观的图

像进行表达ꎬ跨越了不同民族间的语言隔阂ꎬ以明

艳纯粹的色彩和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图案营造出

超脱于现实世界的圣境景象ꎬ传递了天人合一的

美好愿望ꎬ并成为传统知识传播和教化民众的重

要媒介ꎮ 与此同时ꎬ作为民间信仰符号的热贡唐

卡以包容多元的形象呈现着生物、环境与文化的

交融ꎬ通过共同的信仰将周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的人们集结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单元ꎬ以“生态文

明、五谷丰登、安居乐业”为共同的祈愿ꎮ 包括热

贡在内的藏传佛教信仰地区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群

众基础ꎬ是传播知识、开启代际教育的良好媒介ꎮ
未来仍要重视热贡唐卡传统工艺与开放创新齐头

并进ꎬ并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ꎮ 与此同时ꎬ我们也

应珍惜这份人类艺术与哲学的智慧结晶ꎬ将其充

分运用到自然教育当中ꎬ并应用于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领域ꎮ 在今后开展生态保护和文化传

承工作中ꎬ应纳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文化的考

虑ꎬ将政策与本土观念融合ꎬ更好地发挥传统知识

和文化在生态保护及未来环境教育工作中的积极

作用ꎮ
致谢　 衷心感谢热贡地区包括印巴、扎西尖

措、完德扎西、多吉、更太、久美三宝、才让当周、增

太才让等 ４２ 位画师分享的知识ꎬ感谢龙树画苑、
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塔尔寺、热贡藏文化博物馆

工作人员提供的宝贵信息和图片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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