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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七节

第七节  隋、唐雕塑的重大成就及其在 

    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 

    属于意识形态之一的造型美术，是每一个时代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中国在隋、唐以前，由于时代的局

限，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受到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以致表现在雕塑艺术上，君权、神权等迷

信崇拜思想相当浓厚。到了隋、唐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由科举制而出现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市民阶

层的兴起，以及中外交通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而促进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开展，使得

对于现实生活的要求以及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都有了很大进步。在文学艺术方面，特别是盛唐时代的文学艺

术，多具有丰盛瑰丽和青春的活力，表现在雕塑艺术上，是重视现实、热爱生活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 

    有人称道最能代表唐代文艺的时代精神的是诗歌与书法，认为它们是“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

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南北朝，绘画、

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文

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那么，列于唐代造型艺术应居于正统的雕塑、绘画又如何呢?由于唐代绘画真迹存世

极少，所以难以与存世多的宋、元绘画争妍，而唐代雕塑作品到今天仍是随处可见，而且绚丽超绝，实无愧于

同时期的诗歌与书法。因为雕塑、绘画、诗歌、书法，都是对于社会功能和对于人的作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其

艺术特点也不一样，同是发展灿烂的高度，孰优孰劣，熟高熟低?是很难于用同一标准评价的。 

    著者最近在为《中国古代雕塑百图》一书所写的概说中，谈到唐代雕塑艺术时，曾谓唐代雕塑，在中国雕塑

艺术史上正是成熟灿烂阶段，其成就是空前的。但这是就盛唐时代的雕塑艺术所达到的精致完美和绚烂成熟的

时代特点而言，实际上它与秦、汉时期的质朴遒劲、富有含蓄的雕塑作品以及南北朝时期健壮而概括性、装饰

性强的雕塑作品相比较，应当说是各有千秋的。因为对于古代雕塑艺术的评价，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时代风

格和艺术特点，难以同一的标尺去衡量。各人也完全有自由对前代艺术有所偏爱，但在认真评述时，不能不承

认唐代雕塑艺术不论就其创作形式或题材范围来说，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以至美术史上都是具有极其突出的地

位的。 

    首先从遗迹最丰富的佛教雕塑来看，在隋、唐(五代十国是中、晚唐的因袭和继承)的石窟或寺庙造像中，虽

然仍是一些佛、菩萨或天王、力士，但已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生活的真实以及人间现实的美好形象。尤其是代表

着美的女神的菩萨或观音像，唐代的雕塑匠师们确实发挥了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人世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喜爱。正由于这些光彩美丽的艺术形象是出自无名的民间匠师之手，才更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情感息息相通。很显然，它们已经不是宗教偶像中的神，而是当作人世间的一种美与善的生活理想来集中表现

的，因而成就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雕塑的出色作品。虽然这类造像的服饰妆扮、甚至形象体态，多是以当时上

层社会人物为依据，但这也正说明了阶级社会中思想受到局限的特点，即雕塑作者们是很难越出那种以“高

贵”为美的封建意识的。 

    当然，在隋、唐，主要是唐代的佛教造像中，在造型方面，有其时代的共同性，但也有各个地区的不同风格

特点。这一则是由于各地习俗风尚的不同，再则是与雕塑制作者各自的审美观点、技巧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

并且还有不同的师传和接受印度佛教造像轨范的规定程式。不过，这最后的一点，体现在唐代造像中可以说是

非常微小的。例如敦煌石窟的一些菩萨像，从脸型、体态到服饰装束，都保持了中国的特点。在印度造像中那

种乳部突出的女神，中国除新疆早期的石窟壁画偶尔见到以外，其它各地(包括敦煌莫高窟)是罕见的。 

    唐代佛教造像的特点，是对于典型形象的刻划以及主题的突出。不论是佛，菩萨或天王、力士，都是按照他

们的身份、性格以及不同的职司要求而给以恰当的人物形象。唐以前的南北朝时代，佛、菩萨的形象，虽有生

动的表情，甚至显出招引的笑容，但唐代雕塑者并没有因袭前代的格式，而是严格地区别出不同人物应有的身

份，表达出恰当的典型美，对于应具有吸引信众、起着宣传作用的菩萨或观音像，更加以美化和世俗化，而对

于以护法为职责的天王或金刚力士，则唯恐其不够威武，给予特别夸张的雄强形象，甚至脚下还践踏着用为衬

托的鬼卒。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非常突出，也可说是一种古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的运用。

这是在南北朝佛教造像中所不曾出现的形式。 

    唐代的佛教造像，从总的方面说，其宗教性显然是减弱了，而艺术性和真实性，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却大大加强了。对于佛教信仰，由以前的出世思想转变为入世的思想，由依附于神的幻想进而凭借神来表



现人间生活，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倾向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隋、

唐佛教雕塑，尤以唐代的佛教雕塑，是有极其灿烂的成就的。 

    隋、唐、五代，特别是唐代的陵墓石雕和墓俑雕塑以及装饰雕塑，在整个的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也同样占有着

很突出的地位，而且神话迷信色彩也逐渐消失。显著的如陵墓石雕中的守墓兽，由前代具有神权思想的飞狮，

飞虎(即天禄、辟邪或麒麟、瑞兽)，演变为现实中的狮和虎，附会神权的飞翅消没了。虽然在所谓“天马”的胸

前还保留着双翼，如唐代各帝陵前的翼马，但马的基本形象是来自现实的，因而它的神秘性已大为减少。 

    隋、唐时代的墓俑，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较为突出的一环。由于这类作品的作者多为出身

于民间的雕塑匠师，在其创作过程中，必然对于被塑制者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塑作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优

美形象。而且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中，关于表现现实人物的雕塑，就现能见到的遗物说，除少数的墓前侍臣或佛

窟供养人像以外，只有这种墓葬俑人才是真实的人物造像。从人物类别和表现形式上说，唐代的俑人雕塑可说

是反映了人世间的美的典型，达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特别是现实人物雕塑艺术的高峰。人物以外的马、

驼、牛、羊等其他动物，尤其是马的塑作，盛唐时代的马或鞍马，其所反映的雄强而生气勃勃的形象，是同时

代其他雕塑作品所难以并比的。因此，隋、唐时代的俑塑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隋、唐时代的建筑装饰和碑石，墓志，石棺、石椁线刻以及工艺小品雕刻，除碑志刻字应属于书法艺术以

外，其它虽仅是装饰雕刻性质，但却富有民族艺术色彩，特别是唐石椁线刻人物上所运用的线描，真可称之为

“线的艺术”的宝库了。在陕西西安碑林中，唐代碑石墓志占有主要地位。从那些多式多样的装饰图案花纹和

整体造型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宝贵的民族艺术传统来丰富今天的建筑装饰、纪念碑雕刻装饰和工艺美术装饰以

至织物图案设计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艺术遗产，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自豪的。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雕塑，到了隋、唐时代，已达到高度的发展阶段。不论是宗教雕塑、陵墓雕塑或装饰雕

塑，尤以与民族形式有关的线刻，都呈现出绚丽灿烂的美的光彩，特别是在雕塑中占重要的人的表现方面，为

古代雕塑艺术创造了完美的典型。形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史最辉煌灿烂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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