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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圖登顛巴（西藏名），一位土生土長的臺灣學佛青年，

曾前往南印度與北印度達蘭莎拉學習唐卡繪畫數年。本刊

特別採訪圖登顛巴，分享其學佛因緣與學習唐卡繪畫的

經歷，為讀者介紹唐卡的創作過程與藝術內涵，一同

揭開西藏唐卡藝術神祕的面紗。

學佛因緣

初春季節，春寒料峭，慧炬機構印光祖師紀念

堂來了一名訪客。這人迎面看來相當年輕，打扮現下

時髦裝扮，原來他是一位藏傳唐卡畫師，藏文名字為「圖登顛巴」，曾前

往印度學習藏傳唐卡繪畫，如今致力於唐卡藝術創作多年，學有所成。

圖登顛巴回憶道，小學四、五年級時，她的母親開始接觸藏傳佛法

（格魯派），深覺修行是對孩子而言最好的安排，遂於小學畢業後的那個暑

假，鼓勵他到新竹鳳山寺參加兒童學佛夏令營。圖登顛巴笑著說：「當

時不太能適應夏令營的生活步調，感覺相當枯燥乏味。每天讀著四書五

經，聆聽老師在講臺上說人生的大道理。」而後，他依著父母親的意

願，進入鳳山寺生活，兩年後自己決定剃度出家，成為一位小沙彌。

雖然當時父母親非常鼓勵他出家修行，然而決定人生方向的權力仍

然掌握在圖登顛巴的手中，是什麼原因讓他決定正式出家，體會修行人

的生活呢？圖登顛巴說道：「寺院裡的教育，會讓你不斷思考『人生最

重要的方向是什麼？』。」

在寺院生活的那段時間，院方總會邀請業界的主管人員，同時也是

佛弟子，向院內的學生分享人生經驗。這些高階主管在世間上職位高、

權力大，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一點也不快樂。他們過去認為金錢、社會地

位和權力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去除內心大部分的痛苦，然而金錢和權

力對解決生活中煩惱一點用處都沒有，無法自助又何言利他？當時圖登

顛巴聽到這些內容，不禁開始思考：「是不是還有其他條路，可以讓人

生過得更有意義，還能夠幫助他人？」之後，身旁的同學也陸續決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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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想在寺院專心學習佛法，圖登顛巴也在各方

面的思考下，選擇過出家修行的生活。

學習唐卡繪畫的契機

十二歲進入寺院生活，十四歲出家成為沙

彌，經過八年的出家生活，因為對自己的學習方

向有其他的想法，圖登顛巴在二十二歲決定還

俗，並尋找機會培養一技之長。還俗後的生活，

首先需要面對的是經濟問題，即使在寺院裡有接

受教育，然而圖登顛巴的學歷只有小學畢業，這

讓父母親相當擔心。

爾後，在母親的建議之下，圖登顛巴前往南印度學習辯經，透過同窗如性法

師（慧炬機構《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講座之中文翻譯法師）的介紹，借住於夏巴曲傑 洛桑丹增仁

波切的「拉章」（藏人尊稱喇嘛、師長的住所為「拉章」）中，仁波切也慈悲地安排老師協助

圖登顛巴學習。經過半年，平日熱愛繪畫的圖登顛巴突然想要學習繪畫唐卡的技

術，遂向仁波切報告，仁波切也慈悲應允安排唐卡畫師教導相關的繪畫技巧。青

年唐卡畫師圖登顛巴繪畫唐卡的因緣，是從這裡開始的。

因為長期在封閉的寺院環境內學習，對院外的環境感到相當陌生，再加上孤

身一人前往印度，也必須克服水土不服、語言不通等問題，圖登顛巴感性地說：

「在家人的支援基礎上，所幸能受到夏巴曲傑仁波切與如性法師的幫助，任何事

情都有人可以諮詢，也能有一處遮風避雨的地方，讓我得以好好學習繪畫唐卡的

技術。」

從基礎的練習開始，直到能獨立完成一幅精美、細緻的唐卡作品，圖登顛巴

的唐卡繪畫學習，總共經歷將近六年的時間。最初兩年，圖登顛巴在南印度跟隨

唐卡畫師學習唐卡繪畫的基礎技巧，藉由不斷臨摹基線圖，為日後更精緻的創作

技術打下穩固的基礎。後面三年多的時間，圖登顛巴則前往達蘭莎拉見世面，並

跟隨「勉唐派」的唐卡畫師學習更加艱深的繪畫技巧。

用畫筆揮灑生命的色彩―專訪青年唐卡畫師圖登顛巴

基線圖：釋迦牟尼佛（圖登顛巴提供）

32∣ 雜誌 593期



西藏唐卡藝術的創作風格

西藏唐卡創作的畫派可依成立的前後次序，簡略分為四大派：一、吉烏岡畫

派；二、勉唐畫派；三、欽則畫派；四、噶瑪嘎孜畫派。勉唐畫派在後期的發展

上，又可區分為舊勉唐畫派與新勉唐畫派兩種。然若就現今西藏唐卡的畫派風格而

言，仍舊持續不斷發展，也最為人所熟知的畫派，即為勉唐畫派與噶瑪嘎孜畫派。

勉唐畫派與噶瑪嘎孜畫派，在創作風格上最大的差別，即是勉唐畫派色調

活潑鮮亮、變化豐富；噶瑪嘎孜畫派在背景上則受到中國山水畫的啟發，舉凡宮

殿、岩石、流水、樹木、花卉等的表現手法及特點，色彩較漢地繪畫更加豔麗，

各處的淡染則十分素雅。

唐卡繪畫的步驟

藏傳唐卡繪畫，需要依循

著相當嚴謹的步驟與原則，從最

初的打線稿開始，即必須依著經

文、儀軌的內容布局，按照《佛

說造像量度經》等經典所提示的

佛像比例進行創作。圖登顛巴分

析，唐卡創作基本上可分為七個

步驟：打線稿、平圖、漸層、勾

邊、描金、磨光、開眼。

一、打線稿：即按經典及儀軌所提示的內容草擬線稿，規畫布局。

二、平圖：按照不同區塊填滿顏色。

三、漸層：於色塊上做出明暗、深淺的效果。

四、勾邊：勾勒佛像及物品的輪廓，手部的穩定力相當重要。

五、描金：使用黃金製成的粉末，在衣服、樹葉等物品上，勾畫出裝飾性的

圖案或紋路。

基線圖：釋迦牟尼佛（圖登顛巴提供）

基線圖：普巴金剛（左）與千手觀音（右）（圖登顛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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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磨光：利用瑪瑙刀將部分

黃金刮亮，使唐卡更加金碧輝煌。

七、開眼：描繪佛菩薩像的眼

睛，唐卡創作最後一個步驟，也是

最重要的步驟。

值得一提的是，傳統藏傳佛

教的唐卡創作皆會使用礦材做為顏

料，圖登顛巴回憶，當時在印度學

習唐卡繪畫時，會到印度的特定商

店購買礦材與原料，如朱砂（紅）、

石 墨（黑）、 牡 蠣（白）、 藍 銅 礦

（藍）、孔雀石（綠）、黃金（金）等，

先用鐵鎚敲碎，再用缽、杵加水研

磨兩、三天，做成顏料備用。

學習過程的挫折與挑戰

「最初學習唐卡時，總會聽

到一些質疑的聲音，認為外國人跟隨唐卡畫師學習，會學不到唐卡繪畫的真功

夫。」圖登顛巴說，藏人的生活態度是樂天又隨性，除非在學校，不然藏人畫師

的教學，不會有我們所習慣的制式課程，跟著畫師學習唐卡創作，就只能按照畫

師的指示臨摹基線圖，或跟著師傅上工，邊做邊學，學習方式較為隨性。

剛開始學習的時候，圖登顛巴每天和師傅見面，卻都被指示做同樣的事情，

幾乎前一年半都在練習基礎功。然而，後續還有非常多唐卡繪畫的步驟與技術尚

未認識，他的內心也會因此焦急起來，不知何時才能具備完成一幅唐卡作品的能

力。在臺灣，有許多人是具有深厚的繪畫基礎後，再前往印度學習唐卡創作的步

驟與原則，例如：臨摹基線圖、佛像的比例等內容，學習時間不會很長，多則

一、兩年，少則一、兩個月。

〈大威德金剛〉（圖登顛巴提供）

用畫筆揮灑生命的色彩―專訪青年唐卡畫師圖登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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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登顛巴說：「我是臺灣第一位按照藏人傳統模式學習唐卡創作的畫師，

沒有前人的學習模式可以參考。我也會向老師表達內心的困惑，但老師總會對我

說：『只要你具備穩固的基礎，後續的步驟在學習上是不會有問題的！』」學習

唐卡創作的六年之中，圖登顛巴曾跟隨過四位畫師學習，而影響他最深的兩位老

師，則是南印度畫師慈仁多傑與達蘭莎拉勉唐派畫師格桑當卻。

不過，依循著傳統模式學習唐卡繪畫，經過兩年的時間，他終於能夠獨力完

成一幅唐卡作品。圖登顛巴回憶，學習唐卡繪畫初期，大概有一年半，需要依著

《佛說造像量度經》與藏傳密續經典，認識佛像繪畫的比例原則（又稱「量度」），

無論是佛像、菩薩像、護法神像、聲聞弟子像，每尊法像比例都不一樣；這些比

例原則將會是往後繪畫的素材，要能夠靈活運用才行。他說：「當時每天都在臨

摹基線圖，日後是否能夠創作出色的唐卡作品，『量度』的運用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關鍵角色。」

然而，臨摹基線圖其實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整整一年半不斷重畫，連

上色的程序都無法學習。圖登顛巴分享，當時每天都會提醒自己為什麼學習這件

事情，不斷憶念起當初學習唐卡繪畫的初衷。

唐卡繪畫與修行

圖登顛巴認為，佛法義理的學習與唐卡繪畫兩者必須互相融通並進，若

從事唐卡繪畫的工作，卻沒有進一步接觸佛教義理，唐卡作品必然失去生命

力，黯然失色。唐卡作品中佛像的神情與姿態，與創作者在佛法義理、修持

上的工夫，兩者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他不諱言地說：「最初學習唐卡繪畫，我只是將它視為往後的工作，想

要將一技之長培養起來。然而，平日師傅都會耳提面命地說著繪畫唐卡的功

德與利益，以及唐卡內每一項物件所象徵的佛法意涵。」

舉例來說，西藏唐卡中的大威德金剛，為無上瑜伽部之本尊，其示現的

身形所代表的內涵，為成佛的次第：九面，代表九分語教。頂上有二牛角，

代表世俗、勝義二諦。三十四隻手加上本尊之身、語、意，代表三十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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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十六隻腳，代表所證達的十六空性。左腳踏著八種鳥類，代表證得八種

清淨自在功德。右腳踏著八種獸類，代表證得八種不共悉地。雙腳下八大天

神，代表降伏一切世間主宰。而髮絲上衝，代表著涅槃果位。

若舉「四臂觀音」而言，觀音的四隻手臂，左、右第一隻手於胸前合

掌，並捧著一顆摩尼寶珠，代表成滿眾生離苦得樂的願望。右邊第二隻手持

有水晶念珠，左邊第二隻手則捧持蓮花，皆有清淨無染之意。另外，胸前斜披

一件獸皮，據聞此獸擁有慈心，不傷害眾生，而觀音菩薩為菩提心之代表，因

此獸皮能與觀音相互輝映。圖登顛巴說：「我後來才發覺，唐卡繪畫和一般繪

畫藝術的創作不同，它能夠連結過去在寺院裡所學習到的佛法義理，可以說是

『圖像式的佛教文化百科全書』。」

繪 畫 唐 卡 的 過 程 裡 ， 情 緒 的 狀 態

一直都是需要 特 別 加 以 關 注 的 焦 點。

圖登顛巴分享：「在繪畫唐卡創作的過

程時，我的情緒始終保持在平穩的狀態底

下，不過於放鬆，也不太過緊繃。在這之

前，每日的定課是必要的，得以讓內心的

平靜延續至創作之中。對我來說，繪畫唐

卡同時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他認真分享

作畫的心得，尤其在唐卡開眼時，情緒一

定要處於平靜狀態，如果情緒起伏不定，他會選擇放下筆出去走走，或利用各種方

法讓心情平靜下來，再回到工作崗位上。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曰：「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

人，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

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

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圖登顛巴認為，

繪畫唐卡的當下也能不斷思惟佛法的道理。若能繪製精美的唐卡作品，讓眾生

心生歡喜，在內心中種下善根種子，也是一件充滿意義的事情。他致力於唐卡

繪畫的創作，利用唐卡作品呈現佛法的意趣，也用畫筆創造精采的人生。

 夏巴曲傑 洛桑丹增仁波切與圖登顛巴合照
（攝於二○一一年，圖登顛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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