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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对张大千艺术风格与创作理念的影响

严弟楠

江原国立大学，韩国·春川 24341

摘要：20 世纪上半期，在各种艺术改革和改进方案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张大千对此也作出

反应，他决定到敦煌去进行研究。张大千对敦煌石窟的调查研究，为后来敦煌美术的研究与保存

打下了良好的基石。张大千非常有个人特色地运用了还原的壁画技法，表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他凭借其卓越的社会地位，在国内外许多地方举行了一系列的敦煌仿写性展览，不但推动了敦煌

美术的普及，也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敦煌之行，使张大千得以

扩展和重建中国传统艺术史，走出了明代文人画的桎梏，回溯到了北魏、隋唐时期的宏大景象，

在人物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一条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拯救途径，

这在中国当代美术现代化建设的里程碑上应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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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张大千是 20 世纪著名的绘画大家，他精通

多种绘画技法，尤以山水画、人物等为最突出。

学术界对张大千的一生及其成就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而张大千在各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与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其在一些为人所

熟知的领域内，其文化内涵尚待发掘。例如，

张大千的敦煌之旅，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有

比较详细的调查过程，但张大千究竟有没有毁

坏少数壁画的嫌疑，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但对敦煌石窟中张大千的理论和艺术探索，特

别是他原创的“还原”手法所蕴含的审美意义，

却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当前，人们只把

其复制方法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客体，缺

少深入的研究，这涉及审美体验、审美标准、

创作意识和文化自觉等多个方面。此外，张大

千还为敦煌美术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利用自己的社交才能，在国内外举行了

许多敦煌写生展，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和文

化影响，同时也加强了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

候，中国人民的文化信心和领土意识得到了加

强，张大千的敦煌复制作品所带来的精神动力，

已超出了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范畴，对整个社会

的各个层面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激励。这样从

社交交往的角度来讨论张大千的研究成果还很

少见。张大千在民国时期深受维新思潮的冲击，

立志要突破明清文人绘画的桎梏，敦煌之行重

建了张大千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看法，这不但是

他个人绘画艺术风格的提升，更是对中国传统

艺术的振兴产生了重要的促进。而且，对于张

大千在敦煌之行中所表现出来的绘画风格的突

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只进行了粗略的剖析，

很少有人将其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自觉

相联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和探讨。李铸晋

先生在他的著作《张大千在现代中国画的地位》

中指出：“一个当代画家，在其生长与发展过

程中，怎样从传统中汲取其精髓，与西洋新美

术观念相呼应，再藉此折射当代的变化，逐步

达到自己的个性，这应该是中国当代画家成绩

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民国时期，有些极端的

画家一味地照搬西洋美术，提倡完全的西洋观

念，也有些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固守着老派

的美术，排斥一切的学习与创新，张大千都不

赞同这两种观点，反而把眼光转向敦煌美术，

以“整理国故”的方式，对绘画进行追本与扬弃，

在这场文化断裂的危机时期，把它放入当代的

情境中去反思和沉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张大千晚期绘画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脱离时

代潮流的“超然”态度，至今仍没有被学术界

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加以考察。一些人则

指出张大千缺少对国家的关心，对国家救亡事

业的直接干预比较疏远，对于他在社会方面所

做的贡献也颇有争论。其实，这样有意识地突

出“以政治为本”的观点，是一种功利化的观点，

它对于“功能”的界定又太过苛刻，从当下的

艺术研究角度来看，是一种比较狭窄的表现。

张大千等人虽然表面上超然于政治之外，但对

文化传承和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

国际声誉、艺术成就和市场价值，并不能因其

与社会实际的距离而被弱化或否认，而是应当

从一个崭新的艺术史角度来看待其艺术探究之

路对整个文化发展的正面影响，他们和主动参

与到社会和政治中的艺术家有着各自的特殊价

值，这也符合当前对艺术家成就的评判越来越

趋于客观和多样化的学术模式。

1.2 研究目的

敦煌艺术是张大千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张大千绘画风格、艺术

观念与创作理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把敦煌艺术与自己的绘画创作相结合，

在吸取敦煌壁画元素中融入自己的绘画理念，

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敦煌色彩，从而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大千画派”。张大千对敦煌艺术、

中国传统绘画、西方绘画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

探索和创新，并不断地对这些事物进行继承和

发展。这对我们当代美术创作与发展有非常重

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对当代美术创作具有一

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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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分析法

由查阅有关张大千的资料，对其生活经历、

成长环境、人际交往、艺术成就等多个层面进

行全面的认识，以利于本文的构架与资料的整

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一种集雕塑，绘画，

书法，建筑，文学，音乐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

绘画作品，为张大千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良

好的根基。

1.3.2 比较分析法

论文以多部作品为例，从线条、色彩、构

图和主题等方面，对张大千在敦煌之旅中所作

的人物绘画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并对他在

敦煌之行中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

1.4 文献综述

张大千作为中国近代画坛举足轻重的画

家，对其艺术风格的研究一直视为学界热点，

对于张大千生平、交游、艺术思想等方面的研

究较为全面，展现了学界对张大千艺术修养的

充分肯定。张大千在山水画领域的成就得到了

学界充分的认可，尤其是港澳台及国外的学者

多专注于对张大千中晚期的艺术生平及山水画

泼墨泼彩技法的研究。如 1982 年谢家孝在台

北时报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的世界》，此书

按照时间顺序详尽梳理了张大千从出生到晚年

的事迹，是研究张大千整个人生轨迹的完备之

作。1987 年李永翘所著的《张大千年谱》将张

大千的生平事迹详尽囊括，是研究张大千艺术

的基础。1990年包立民所著的《张大千艺术圈》

展现了张大千在艺术界的交游广泛，是研究张

大千艺术风格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参考。1992 年

李永翘所著的《张大千画语录》主要涵盖了张

大千针对绘画史发展、学习绘画的方法及审美

创作理念等方面的观念言论，是分析其艺术风

格形成的理论依据。1999 年宁夏政协文史研究

委员会出版的《张大千生平和艺术》则汇集了

张大千在国内外的亲朋好友、艺术同仁及知音

们对他的回忆录，侧面展现出张大千非凡的艺

术造诣及高尚的品格。由此可见，学界前期对

于张大千的研究多侧重其生平经历及总体艺术

成就，并多分析山水画领域，对其人物画的探

究则尚不多见。《敦煌艺术对张大千艺术风格

与创作理念的影响》（刘鹏，2016）是笔者以

张季明先生的著作《敦煌艺术与张大千》为基

础，通过对敦煌壁画与张大千生平的研究，以

张大千为研究对象，将敦煌艺术与其创作理念

相结合而进行的一篇文章。作者通过查阅大量

的文献资料，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

结论有敦煌壁画对张大千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

影响，敦煌壁画中的造型、色彩、构图等在张

大千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张大千与敦煌》

（程大志，2017）是笔者从张季明先生著作《敦

煌艺术对张大千艺术风格与创作理念的影响》

中整理出来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包括张先生

对敦煌壁画与大千先生画作之间关系的梳理；

张先生画作中“以形写神”创作理念形成过

程；张先生壁画中“以形写神”创作理念形成 
原因。

2 敦煌壁画与张大千

2.1 艺术圣地敦煌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段，是古

时中、西通商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佛教由印

度传入我国，与中华文化交汇之地。由于其特

有的人文地理特征，以及干燥的气候，使得敦

煌的石洞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佛教石洞，也是

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具体记录，是历史上流传

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技艺最

精湛的佛门圣地。莫高石窟是敦煌石窟中最重

要的一处石窟，莫高石窟则藏有佛教从中国流

传至今的数千年来的雕刻和壁画，成为中国佛

道文化的集中体现。洞穴内部保存着大量精致

的壁画和雕刻，这些石洞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

佛教艺术的收藏室。虞竹洞建造于莫窝石窟之

后，石窟中所陈列的壁画和雕塑，大多是从唐

朝到元代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比起莫高洞，

在绘画和造型上都要高明许多，而且材料的运

用和制作技巧，也要更好一些。1939年 1月中，

张由成都出发，乘蒸汽马车前往敦煌，刚到广

元，便接到兄长病逝的噩耗，匆匆赶回，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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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一次前往敦煌的行程终止。1941 年 5 月，

张大千带着十多个家属，每人携带行囊，由成

都出发，到了兰州，到了青海塔尔寺，然后又

到了敦煌。路途中，因马车时常发生意外，被

迫骑上了骆驼，再加上西北方一带民风彪悍，

在经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妙漫溢之后，他

们终于抵达也之所向的艺术圣地。到了敦煌，

来到莫岛洞窟，大千迫不及待地要进去一看究

竟。大千见了石窟中的精美壁画，心中一动，

便改变了主意，要在这座石窟中多待数月，于

是休息片刻，带领着一干手下，将洞穴中的沙

清理干净，铺成一条道路，察看洞窟情况。

2.2 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在绘画上也有许多参考敦煌壁画的

形态特征，从《十一面观音像》（图 1）中可

以看到敦煌壁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形体特征，而

敦煌的壁画则大多是佛教主题，可见张大千对

于敦煌美术的热爱与尊重。张大千在敦煌壁画

上的复制讲究“还原”原则，也就是尽量恢复

原本的颜色和大小，这就需要质量很高的笔墨

和画纸，同时也考验着画者的绘画技巧和美学

水准。敦煌历代的绘画作品，尤其是在隋唐时

期，对颜色的精妙搭配，使之形成了一种华丽、

高雅、灿烂的艺术风貌。在使用自然颜色的同

时，画家还试图探索各种不同的色调，这就让

壁画的颜色既鲜艳又协调，让人觉得庄严肃穆。

张大千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千里迢迢赶到青海

塔尔寺，从西藏收购了几十公斤的石青、石绿、

朱砂等矿物质，并加入玉石、黄金、珍珠等珍

贵材料，以保证颜色的纯净和长久。大千还特

意从青海请来了一位擅长绘画的工匠，来研究

如何调配、磨色，因为唐卡在上色的时候，有

着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原理，在不同的颜色和主

题的配合上，如黑色的唐卡，多是用来镇压妖

魔的，而金色的唐卡，则是用来描绘富贵威严

的佛陀，这些佛教的绘画知识，也是大千这次

旅行的另外一个目的。在大小上，大千按照原

本的大小来控制，他之前带来的纸张和丝绸，

在面对巨大的壁画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

最大的一幅，更是达到了四十多米高，这对画

纸的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

图 1 《十一面观音像》

3 张大千画作中“以形写神”创作理念

在绘画中，“以形写神”是中国传统绘画

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原则，这个原则从中国古代

绘画理论中来，经过历代画家的继承和发展，

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重要准则。在张

大千的绘画中，也体现出了“以形写神”这一

创作理念，在他的画作中，对于人物的描绘多

是以“形”为主。在他的画中，人物通常是以

剪影的形式出现。在构图上，他常常会将人物

安排在画面中央偏左位置，并且是左右对称式

的。他还曾说：“我作画时，从上而下先画出

头部、肩膀和手部，再依次画出躯干、手臂和

腿部。”除此之外，他还会根据人物所处环境

和所处场景来进行构图。例如，在《天女散花》

（图 2）中，他先画出了头顶上的花和周围的草；

然后再将整幅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最后将左

右两侧的花安排在画面中间。为了使人物形象

更加突出，张大千在画面中还会放置一些小物

件或装饰物来进行装饰。“以形写神”这一创

作理念是以“神”为主体而进行创作，将“形”

作为绘画中主要因素，并且将“神”作为客体

来进行表现。这是因为“形”是绘画中最为基

本的元素之一，而“神”则是绘画中最为核心

的要素。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奇

妙的效果。这种奇妙效果不仅能使画作更具有

观赏性和艺术性，还能使画作表现出更加深刻

的含义。在绘画中通过“以形写神”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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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品进行创作和分析，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

到画作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论文通过对张先

生画作中“以形写神”创作理念进行分析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敦煌壁画与张大千艺术风格

提供了理论支持。

图 2 《天女散花》

4 张大千创作灵感来源敦煌壁画中的
优美形象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十分赞赏，称它“实六

道之神，古人之典范”，因此，他认真地研究

了敦煌的每一幅壁画，详细地研究，认真地研

究，不断地研究，努力地研究，最后，他将敦

煌的艺术精华，彻底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

且将它发展到了极致。因此，张大千自敦煌归

来之后，他的绘画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改早期的飘逸，变得更加的大气，更加的大

气，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美丽，重现了大唐的

风采。在艺术手法上，他一改以往的多单线线

描，转而喜欢使用复笔和重色，同时还注重线

条和颜色的使用，重现了中国绘画原本灿烂的

颜色。甚至在他的画作中，他更注重对矿物材

料的利用，让作品变得更加丰富，色彩也更加

丰富，经过多年的积累，他的作品依旧是那么

的明亮，那么的耀眼。而在他的人物方面，他

更是加大了用笔的挥洒自如，笔锋刚劲，线条

优雅，圆转潇洒，爽中透着一股力量，就像是

铁枪和银钩，又像是在风中飞舞，从而使中国

古典人物的线，变得栩栩如生，栩栩如生，栩

栩如生，就像是古人的“曹衣出水”和“吴带

当风”。在他的《仕女图》（图 3）中，面部

和身体都变得更加丰满、健康、生动起来，人

物的比例也变得更加的均衡，性格也更加的鲜

明，她的脸庞更加的丰满，体型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优雅，更加的迷人，充满了生命的味道，

仿佛回到了唐朝时期的“观音如宫女”或“宫

女如菩萨”，展现出了唐朝时期的繁华和富庶，

再现了中国古代人物的辉煌灿烂的本色。而且，

从那以后，他更擅长于大型绘画，规模越来越

大，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这是他后来绘画风格

的精髓和特色。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造型，与张

大千的艺术构思是分不开的。张大千曾经说过：

“敦煌壁画就像一个庞大的宝藏，里面的壁画，

雕塑，彩塑，都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给了我

无穷无尽的灵感。”例如，大千于 1950年于印

度大吉岭所创作的《印度女郎》（图 4），其

人物体态丰满，体态丰满，体态丰满，容貌秀

丽。张大千于一九四四年研习敦煌美术后创作

之《摩登女郎》（图 5），画中的美人体态有

明显的健身倾向。

图 3 《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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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印度女郎》

图 5 《摩登女郎》

自敦煌归来后，张大千在人物、山水、花

鸟方面的绘画有了新的风貌，呈现出一种崭新

的风貌，再攀高峰，尤其是张大千在研习敦煌

美术后所作的《驯马图》（图 6），更显出大

唐时代的风采。甚至有一种说法，叫作“大千

变化，一种变化，一种变化”。所以，敦煌的

艰辛旅程，也让张大千变得更为成功，他在苦

苦探寻中国油画发展的源头，与丝路文明的相

互交流、互鉴与激烈的碰撞、融合、融合中，

汲取养分，磨砺自身，最终成为一位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借古开今的一代国画宗师，登上了

他人生的第二个巅峰，也为他晚年的破墨、泼

墨泼彩新绘画，奠定了十分坚实牢厚的基础。

而叶恭绰和齐白石等老一辈画家，则极力劝说

张大千肩负起复兴中国近代人物的重任，“为

中国增辉，延续中国的辉煌”的殷切希望，随

着张先生的敦煌之旅，得以成功地完成，从而

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美术发展。

图 6 《驯马图》

5 敦煌壁画中的构图与色彩，对张大
千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中，他将敦煌艺术中

的构图与色彩作为自己重要的参考对象，并且

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张大千在敦煌艺术中，

不仅汲取了传统绘画的精华，还结合自己的创

作特点进行了大胆创新。张大千在创作敦煌壁

画时，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原则、色彩

搭配等方法，并且将其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三

远”原则相结合。在敦煌壁画中，他将天空、

云彩、地面进行了三个层次划分，并且在每个

层次中又将建筑、人物、动物等进行了划分，

通过运用这种构图方式，使得画面更加有层次

感，并且具有一定的节奏感，与我国传统绘画

中“三远”原则相一致。他在敦煌壁画中运用

了多种色彩组合方式进行创作，并且运用了多

层颜色搭配手法，使得画面更加丰富、有层次

感。在敦煌壁画中，他不仅借鉴了传统绘画中

“三远”原则，还运用了虚实结合、动静结合、

疏密结合等方式进行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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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在敦煌壁画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其中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在他创作

这些作品时，其构图理念主要借鉴了敦煌壁画

的构图原则。

张大千在敦煌壁画中对色彩的运用，不仅

吸收了传统色彩，还对敦煌艺术中的“金碧”

颜色进行了借鉴。在敦煌壁画中，由于受到当

时社会经济水平、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

此会使用一些特殊的颜色进行表现，而张大千

在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时，也学习了这些颜色

的运用方法。他在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时，除

了将色彩运用于画面之中之外，还利用了黄色、

红色等颜色对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描绘。在

绘画时还运用了多层色彩搭配的方法来表现色

彩。通过这种手法，不仅能够表现出人物形象

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还能够使得画面更加丰富

和饱满。

线条勾勒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方式。张大

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不仅将色彩与线条结合

起来进行创作，还运用了各种不同线条来表现

画面中不同的物体。他在临摹敦煌壁画时，主

要采用了小笔勾勒线条的方法来表现人物和景

物。为了使得画面更加丰富、饱满，张大千还

运用了一种粗笔勾勒和细笔勾勒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创作。在张大千敦煌壁画中运用了多个线

条来进行刻画，并且每一个线条都具有独特的

韵味。在绘画的过程中，线条勾勒是非常重要

的一项技能，它不仅能够体现出绘画的主题，

还能够彰显绘画者个人的艺术素养。他将敦煌

艺术中线条勾勒的特点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当

中，并且根据自身的艺术创作特点对敦煌壁画

中线条勾勒进行了创新，使得线条勾勒更加具

有独特魅力。张大千在创作时将敦煌壁画中线

条勾勒的特点与自己的创作理念相结合，使得

画面更加具有立体感。他在临摹的敦煌壁画盛

唐《观无量寿经变图》（图 7）一幅作品中，

将线条勾勒运用到了人物造型上。在这幅作品

中，张大千通过线条勾勒的特点对人物造型进

行了刻画。为了使得画面更加具有立体感，他

将人物角色的面部表情进行了细致刻画，通过

线条勾勒等方式将人物面部表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此外，在敦煌壁画中还运用了点、线、面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刻画。在这幅作品中，张大

千通过运用点、线、面等多种方式对画面进行

了塑造。

图 7 《观无量寿经变图》

6 敦煌壁画中“以形写神”的创作理
念对张大千艺术创作上的创新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

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是中国绘

画艺术中最为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还体现了画家的主观思想，使人

从中感受到无限的想象空间。敦煌壁画中的人

物形象既是画家观察、分析、研究之后所形成

的艺术作品，也是画家自身思想与情感的写照。

由此可见，张大千对敦煌壁画中“以形写神”

这一创作理念十分推崇。张大千曾在敦煌临摹

过许多壁画，这些临摹壁画均受到了敦煌艺术

的影响。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始终坚持“以

形写神”这一创作理念。张大千首先从壁画中

汲取养分，将人物形象进行合理划分。张大千

在临摹壁画时注重人物面部表情与身体姿态，

根据这一特点将人物形象进行合理划分，进而

体现出人物的神韵与精神面貌。通过这种方式

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与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人

物形象相比，更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说

“以形写神”这一创作理念对张大千艺术创作

上的创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其在绘画作品

中更好地表现出自己内心情感，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风格。



26

6.1 “以形写神”的创作理念为张大千在

绘画中注入了新的元素

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是画家将

自身情感融入人物形象中，进而展现出一种独

特的艺术风格。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并

不是将敦煌壁画原封不动地临摹下来，而是根

据敦煌壁画所呈现出的画面特征，进行合理划

分，进而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在绘画作品

中张大千注重对人物表情与身体姿态进行合理

划分，这种创作理念能够将画家的情感注入作

品之中，使其在绘画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大千在绘画中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最终

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

6.2 “以形写神”的创作理念也使张大千

在绘画作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大千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形式上受到敦煌

壁画的影响，还受到了敦煌壁画中“以形写神”

这一创作理念的影响，使其在绘画作品中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绘画作品《摩登女

郎》中，张大千对人物脸部进行了合理划分，

将脸部特征作为主要描绘对象，通过人物面部

表情将人物内心情感表现出来。同时，张大千

还借鉴了敦煌壁画中的艺术特点，将敦煌壁画

中人物面部表情进行合理划分，进而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张大

千坚持“以形写神”这一创作理念，使其在绘

画作品中更好地表现出自己内心情感。

6.3 “以形写神”的创作理念使张大千在

绘画中对绘画语言进行了探索

“以形写神”这一创作理念在张大千的绘

画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敦煌壁画临

摹过程中，张大千注重对人物面部表情的观察

与研究，根据不同人物面部表情与身体姿态的

不同特点，将人物形象进行合理划分。因此，

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张大千对人物面部表情与

身体姿态的研究十分深入，从而使其在绘画作

品中能够准确地表现出人物形象。而且张大千

在绘画过程中还注重对画面构图形式的创新。

在敦煌壁画临摹过程中，他经常将画面进行合

理布局，将不同人物形象合理划分。而在创作

过程中，张大千也十分注重画面构图形式的创

新，使其在绘画作品中更好地表达出自己内心

情感。例如，在临摹《文殊菩萨说法图》时，

张大千将画面进行合理划分，使画面构图更加

生动形象。而且张大千还对画面中人物形象与

所处环境进行合理划分。通过对敦煌壁画临摹，

张大千不仅对敦煌壁画的内容与绘画技巧进行

了深入研究，还对绘画语言进行了探索。虽然

“以形写神”这一创作理念在张大千的绘画作

品中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但是通过对敦煌壁

画的临摹，张大千获得了大量关于“以形写神”

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一创作理念

的学习与研究，张大千能够更好地将敦煌壁画

中的精神内涵表现出来。

7 结论

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临摹了大

量的壁画，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养分，最终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

中国画，并结合西画中的色彩、明暗、透视、

线条等技法，在敦煌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他强调“以形写神”的绘画理念，其绘画作品

中所展现的敦煌壁画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艺

术精神和审美理念，以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在敦煌艺术对

张大千艺术风格与创作理念产生影响时，我们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敦煌壁画中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审美精神和审美情趣，以及张大千对敦煌

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将敦煌艺术与张大千个人

创作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

中国绘画艺术在新时代下更加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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