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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摩画是彝族传统的绘画之 一
,

本文从绘画工具与材料的视角
,

探索毕摩画的物化形式和不同

媒 介构成的绘画艺术语境状态
,

阐释毕摩绘画艺术的工具材料具有就地取材与现代材料相结合 的特点
,

同时

论证 了毕摩绘画艺术与材质
“

物语
”

的紧密关系
。

【关健词】毕摩绘画艺术 ; 工 具 ; 材料 ; 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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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实践体验
,

与具体的工具材

料之载体不可分割
。

一部绘画史
,

从某种角度上说
,

是 一部对绘画工具材料及技法的发现
、

认识
、

创新

的发展演变史
。

可见工具与材料是任何画种赖以生

存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

毕摩画作为彝族人的原始

宗教绘画艺术
,

也难以回避对工具与材料的研究与

运用
,

不同的工具
、

材料和媒介组成而表现出来的

语言可出现不同的效果
,

任何工具与材料在使用过

程中
,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后
,

都会由适应

到熟练
,

直到获得技巧
。

毕摩绘画艺术在千年的磨

练与积累中
,

提炼出不同的材质
、

不同的肌理
、

不同

质地的材料与工具
,

并表现出了不同的效果
。

在不

同的时期
、

不同的心境下利用视觉的敏感性来尝试

不同的
_

L 具
、

媒介等等
。

每一次尝试都力透着画者

的思想 与情感以及对工具材料之物化效果 的把握

与经营
,

使之形成成熟的独具彝族审美特色的
“

物

语
”

状态
。

我国古代彝族毕摩绘画艺术在长期的探索与实

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
,

对绘画工具与材料也有其演

变 与替代
、

革新的过程
。

1 就地取材的早期毕摩绘画之工具材

料

早期的毕摩绘画艺术
,

其工具材料极为原始朴

素
,

据彝文献《那史纪透》
、

《努沤数》
、

《物始纪略》等

书记载
: “

在那远古时 … … 作战归来时
,

杀牛
一

马猪

羊
,

血涂大岩上
,

绘各种形象
” 。

到恒始楚
、

投乍姆时

代
, “

牛马羊猪皮上画那史
” 。

到了六祖时代
“

能沽织丝绵
,

用来绘那史
” 。 “

万

事万物
,

各种形象
,

圣人能想象
,

由巧手绘画
,

挂在丧

场上
,

传祖摩布 (君
、

臣
、

师 )旨意
,

以安慰亡灵
” ,

从中

可以反映出早期彝族毕摩绘画艺术对各种动植物材

料的依赖
。

张纯德教授在其《彝族古代毕摩画》一书

中也提到
: “

彝族早期毕摩绘画工具材料简单到就地

取材
,

用石墨
、

红土当墨
,

用松尖作笔
,

绘制在羊皮
、

丝绸
、

布帛及土纸上
,

后来发明用燕毛作笔
,

用木叶

当纸
。

画笔为自削的竹签
、

棕桐叶柄
、

细树枝和草茎

或用鸡翅
、

羽毛
、

绵羊毛和山羊毛制作而成
。

颜料也

是俯拾既得的一些矿石土
、

锅烟灰
、

动物血
、

猪胆汁
、

赤土等
” 。

可见
,

早期毕摩绘画的开路者们
,

其对工具

与材料的探索与认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

在

绘画艺术中有许多支配我们视觉和心理的
“

习惯
”

和

“

要素
” ,

其基础是画者真实的视觉经验
。

毕摩绘画中

对各种
“
工具

” 、 ’ `

材料
” , “

绘画的视觉肌理
”

的对映以

及用这些媒介能表达的方法
,

说明了毕摩绘画是彝

民族的原始绘画之一
,

同时从
“

工具
”

与
“

材料
”

来看
,

具有明显的地方性
、

民族性
、

原始性的特点
,

可谓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
,

不同地域滋养不同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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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

执着地探索并形成了自我体系的原始绘画
“

工

具
”

与
“

材料
” 。

无疑给
“

现代彝画
”

与
“

综合材料艺

术
”

的研究提供了众多思路与启示
。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八寨乡古代毕摩后裔

吉木
·

阿龙家珍藏的一组古代彝族毕摩画实物珍品

中
,

有牛肋骨上刻划的符号— 早期彝文 ;有木犊上

阴刻符号彝文竹简三组
,

内容记录家族
、

家支
、

彝族

历史纪年方法及支嘎阿龙做道场的程序等
。

另有鹿

皮书记载彝族古代美女嘎莫阿妞的出生
、

成长及婚

后的生活状况
。

这些宝贵文物
,

实证了早期毕摩绘

画艺术工具材料的原始与就地取材的解决方法
。

2 毕摩绘画艺术的常用工具和材料

2
.

1 兽皮或牛羊皮
:
在古老而未有纸张的年代

,

彝

族毕摩在兽皮和牛羊皮上画
“

那氏
” ,

书写记载彝族

人的历史和文化
。

2
.

2 竹签笔及其它
:
竹签笔是毕摩绘画艺术中

,

较

为古老而常用的工具
,

这种竹签笔是今天大山深处

毕摩当中仍在使用的工具
,

主要用于抄写经文或描

绘毕摩画
,

它用适度粗细竹枝用刀削成粗细不同的

竹签笔
,

笔尖吸墨而使用
,

根据画面大小不同
,

字的

大小需求来确定笔尖的粗细
,

用此类笔画出的作品

呈现出凝重而古朴的效果
,

耐人寻味
,

应该说这是毕

摩们常用的较为原始的工具
。

早期还有
“

自削的棕桐

叶柄
、

细树枝和草茎或鸡翅
、

羽毛
、

绵羊 已和 山羊毛

制成
。 ”

2
.

3 矿石土
、

锅烟灰
、

动物血
、

猪胆汁
、

赤土砚磨成

黑色或红色的颜料
,

用自削笔蘸墨
、

颜料来写字或画

毕摩画
。

这是彝族毕摩的最原始的颜料制作与使用

方法
。

2
.

4 红粘土
:
塑

“

狄木
”

(即毕摩的原始雕塑之

一 )
。

在彝族毕摩法事活动中
,

有
“

狄木措
” 、 “

狄木

智
” 、 “

既驱狄木鬼
”

仪式
。

毕摩往往用红粘土塑造
“

小泥人
” ,

造型原始古朴
,

神态稚嫩诙谐
。

笔者认

为
,

与其说是宗教活动
,

不如说这是彝族毕摩祭司对

古老氏羌民族原始泥塑风格的继承和发展
。

2
.

5 干野草与麻绳白纸在毕摩宗教活动中是常用

材料
。

用干野草和麻绳扎成各种不同的鬼神偶像是

常见的习俗
,

鬼神偶像塑造是毕摩艺术活动中具有

综合艺术趋向的一种表现手法
,

其形象具有具象的

寓意
,

也有抽象的概括
,

用神秘的宗教手法捆扎出彝

族毕摩心灵深处的鬼神世界
。

2
.

6 插神枝
:
彝族人认为

“

万物皆有灵
” ,

因此在法

事活动中
,

常常用各种树枝做成不同的形
,

不同的颜

色装置构造成各式图样
,

比如在
“

超度送灵
”

仪式中
,

毕摩祭司们根据天像星座构造出神枝图样
,

规模宏

大的神枝阵可达数亩地
。

2
.

7 木板
:
往往用于

“

木刻画
”

或做成
“

鬼板
” 。 “

鬼

板
”

是毕摩驱鬼避邪时所用的载体
。

彝语为
“

泥次斯

博夹
” 。

用木板写上咒语
,

画上咒符
。

该木板上的文字

与图画达到相得益章的效果
。 “

木刻画
”

是云贵地区

彝族民间的一种传统装饰画
,

是避邪求吉祥的一种

习俗
。

2
.

8 毛笔
:
毕摩绘画发展到今天

,

已使用较为精致

的白云毛笔
、

狼毫笔等工具
,

其表现效果与竹签笔等

原始简易笔各有不同之处
。

2
.

9 墨 :
现代毕摩绘画已经使用书画墨等墨汁

,

大

大方便了书写与绘画
。

2
.

or 书画纸
、

毛边纸
,

是毕摩绘画常用的纸
,

对于

毕摩画来说
,

对纸的选择和使用很关键
,

用纸不当会

影响画面效果
,

生熟不同的纸
,

画上去的墨达到的画

面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

3 向现代绘画工具材料过渡的彝族毕

摩之绘画艺术

随着彝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毕摩绘画艺术的

工具与材料也在产生着更替与变化
。

毕摩祭司在漫

长的实验研究毕摩绘画艺术过程中
,

探索出具有彝

民族审美特质和综合艺术趋向的独特宗教艺术
,

从

认识到的材料
“

质感
”

与视觉的效果中找寻心理的感

受与共鸣
,

进而对 自然界的物体进行具象与抽象的

表现
,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运用新的表现工具和材料
,

创造出了较为丰富的表现形式
,

从而大大丰富了对
“

质感
”

和心理需求的认识
、

理解
、

运用
。

今天的毕摩

绘画艺术对视觉感受与心理活动的作用这一
“

认

识
”

.

已渗透到了不同的
“

媒介
”

和各种
“

材料工具
”

的

运用中
。

对物质状态不断的重新确定
,

对毕摩文化能

传承的内容进行不断的审视
,

以此来寻找与其
“

艺术

形式
”

相对应的
“

工具材料
” 。

相对持久的确定彝族人

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认识观
、

造型观
、

工具材料观
,

在

云
、

贵
、

川三地毕摩绘画艺术中可以寻觅到对各种媒

介材料的熟练掌握情况及面貌
。

以上是对彝族毕摩绘画艺术之工具材料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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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由此使我们了解和认识到了毕摩绘画艺术作

为彝族人传统绘画之源
,

在久远而没长的实践探索

过程中
,

总结出了自己的审美观
、

认识观
,

并在这种

理念的指导下
,

结合本土实际选择具有本土特色的

工具材料来表现毕摩绘画艺术
,

这些工具与材料既

是原始的又是朴实的
,

充分表现了彝族人朴素的审

美观和绘画艺术之
“

物语
”

状态
。

合理运用各类工具材料
,

一方面可表现出作品

的绘画语言
,

另一方面也可以塑造综合艺术类的作

品
,

在这一点上与当下全球美术发展趋势有不约而

同的共通性
,

从单纯画种向综合性
、

行为性的包容与

过渡
。、

毕摩绘画艺术样式也从单纯的毕摩画向行

为
、

装置的宗教艺术的仪式趋向兼容与拓展
,

在工具

材料的组织与运用上寻求到完美的表现方式
。

当然
,

材料与技法 只不过是为艺术家视觉表达服务的手

段
,

任何一种毕摩绘画艺术作品
,

并非单指材料和技

法运用的成功
,

而是包含了毕摩祭司们的文化深层

底组和内心情志与媒介的完美结合
。

如果仅求于表

现
,

为技巧而技巧
,

为材料而材料
,

那么毕康绘画艺

术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

因此
,

对毕卑绘画艺术的研究

及对工具材料的研究
,

要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

加以升

华
,

加以充实
,

从艺术史学
、

艺术人类学的视角
,

科学

的进行归纳与认识
,

这将对毕康绘画艺术的深人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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