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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主要是指运用二维和三维技术让壁画中静止的画面活动起来，从而获得一

定的艺术审美和文化传播的效果。敦煌“是中国艺术家的艺术麦加”[1]，敦煌壁画属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可以起到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关于敦煌壁画的动

画创作从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动画作品，而且这种影响

还在逐步扩大。最近一些年来，有关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还上升到国家的文化战略层面，出现了一

些大型的动画片制作。就敦煌壁画本身而言，它也在影响我国动画制作的方方面面。在这种可喜的

发展前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动画创作中对敦煌壁

画表达不准确、对敦煌壁画的原貌还原不够导致韵味丧失、重技术轻人文内涵、重宣传而文化内涵突

出不够、动画片剧本的创意设计不足，等等。

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动画创作的分析和展望，实例研究几种艺术创作的手法，探讨创作的意义

及目的，对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进行初步的探索。我们也深刻意识到，现时代的遗产数字保护，必须

“遗产保护与创意开发齐头并进，发掘文化遗产内涵同时赋予普世价值与时代精神，扩大文化遗产的

增值空间，使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文化艺术价值”，从而“创造出更符合时代审美期待的新的民族文

化精品，使文化遗产的内涵成为传播性、生长性的价值载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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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锦诗、刘永增：《敦煌鉴赏》，〔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2]贾秀清、王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到创新性传承》，〔北京〕《文化月刊》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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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壁画动画创作内容

敦煌壁画主要包括尊像画、故事画、传统的神话题材以及经变画等。作为一门佛教艺术，敦煌壁

画承载了传播佛教思想、宣传佛教教义的任务，在壁画中有相当数量的画幅在讲述不同的佛教故事，

通过描绘佛前世的种种修行，以及生平事迹等来教化、引导信众。还有一部分壁画着力表现了华美

的佛国世界，引起人们心中的向往。这些故事和场景都为动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内容。

1. 内容丰富的佛教本生故事

本生故事讲的是释迦摩尼前生或若干世之前，用种种善行救助众生。这些故事流传广泛，传达

了佛教的解脱、慈爱、无私、善良、平等、善恶因果等思想。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本生故事画，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有《快目王本生》、《善事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萨埵太子本生》、《鹿王本生》、《睒

子本生》等。这些本生故事生动有趣，极富故事性，为动画改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根据本生故

事改编的动画片有《九色鹿》、《敦煌印象》等。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九色鹿》，改编自敦煌莫高窟 257窟的壁画《鹿王本生图》。

《鹿王本生图》讲述的是佛陀前世化身鹿王在世间的德行和神迹，画面形成横卷式连环画图示，由两

端向中心描绘了鹿王解救溺水者，溺水者跪拜谢恩并合掌起誓，王后梦见九色鹿请求国王围捕，国王

无奈张榜，溺水者见利忘义揭榜引国王军队入森林，九色鹿见国王并痛斥溺水者忘恩负义这样一个

故事。动画影片《九色鹿》的创作在剧情上高度忠实原壁画的内容，表达了佛教慈爱、无私、善恶因果

的思想，同时结合动画特有的艺术手法，将鹿王塑造成善良、博爱、具有广大神力的鹿神，极具亲和

力，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也让敦煌壁画中的《鹿王本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目前取材于敦煌

壁画的题材中，《九色鹿》创造了敦煌壁画改编动画次数最高的记录。该片创作非常成功，于1985年
获水墨动画片制作工艺国家文化科学技术一等奖，1986年在加拿大汉弥尔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特

别荣誉奖。

2009年由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制作的《敦煌印象》，将敦煌壁画各个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结合起

来，讲述了萨埵太子本生的故事。敦煌254窟的萨埵太子本生讲述的是萨埵出游深山，路遇饥饿垂死

的母虎及虎崽，为救虎命坠崖饲虎的故事。在动画短片创作中作者充分利用了原壁画中异时同构的

画面，以及其它各时期优秀的壁画作品，将这一凄美的故事进行动态的串联和演绎，传达出了自我牺

牲、慈爱的佛教思想。

2. 融入传统思想的其他佛教故事

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东汉时期由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各地形成了多样的风格特征。

“单就敦煌石窟来看，在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色彩纷呈、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1]

这其中，印传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互相渗透。传统的神仙思想进入了敦煌壁画之中，

对《山海经》中西王母故事表现的较多。也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北朝后期儒家的讲究孝道、爱国、

忠君的思想在敦煌壁画中就比较常见，其中有须阇提本生、睒子本生、善事太子入海求珠等，根据这

些故事也进行了一些动画的改编。

198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夹子救鹿》的故事来源于睒子本生。讲的是古国有一对年

老而双目失明的夫妇，晚年得子取名睒子。孩子长大之后孝顺父母，一起在深山老林生活。不料睒

子却在国王狩猎中被射死。死之前睒子谈到盲父母无人照料，国王非常后悔并向盲父母说明情况，

睒子父母哭声感动天帝，睒子被救活，盲父母也双目复明。这个故事有明显的儒家“忠孝”思想。莫

高窟北周第01、299、438、461窟,隋代第302、471窟,西千佛洞第12窟等七窟绘有此故事。动画电影进

[1]赵声良：《敦煌艺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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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创作时，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进了夹子救鹿的情节，表现了佛教倡导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将

夹子这一人物刻画成了一位恪守孝道、舍己为人的小英雄。影片体现了佛教的慈悲观。“慈是慈爱众

生并给予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痛苦，二者合一，就是‘与乐拔苦’。简而言之，慈悲就是怜悯!同
情!”[1]夹子的行为表现的正是他心中怀有怜悯和同情。该片于1986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85年优秀

影片奖，1987年获第二届屮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优秀美术片奖，印度第五届库塔克国际儿童电影

节最佳短片金像奖。

1993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鹿女》，改编自敦煌壁画报恩经变中的论议品，敦煌壁画

以第231窟所绘最佳。鹿女人形鹿蹄，行生莲步，被国王娶为妻子，因生怪胎，为国王所弃，但胎化为

五百子，勇猛异常，国王转而接回夫人。本故事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动画创作对原故事进行了改编。

炎王娶鹿女生莲花，莲花被弃，为夏王所得，莲花化为十子，长大后勇猛异常，和夏王一起去攻打老对

手炎王。在双方争斗的关键时刻鹿女现身，与十子相认，从而化干戈为玉帛。影片张扬鹿女深明大

义，歌颂伟大的母爱，弘扬和平、博爱的思想，“成教化，助人伦”，可以看出儒家和佛教的双重影响。

3. 场面宏大的净土经变故事

经变即变相，是依据佛经故事所作的绘画作品，在小乘佛教转大乘佛教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唐

代以后受大乘思想影响，表现净土世界为主的大型经变画盛行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弥陀经

变、无量寿经变和观无量寿经变。大型经变画中的宫殿楼阁规模异常宏大，佛和人物群像的展示有

时达到百人以上，场面壮观。其中的大型经变中音乐舞蹈画面的描绘极富动感、表现力和吸引力，是

动画创作非常好的素材。

2010年由吉林动画学院学生集体创作的艺术短片《飞天》就是对敦煌大型经变壁画的敬礼。影

片有将近一半的桥段是表现天宫世界的美好，开篇推镜头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座座宏伟的莲花宝

殿，富有壁画特点的云纹浮在楼宇间虚无缥缈地移动。紧接着漫天飞花飘落，不计其数的各种乐器

弹奏出优美的乐曲。在镜头的推进中手执各种乐器的乐伎、飞天纷纷登场，或弹奏或上下飞舞将敦

煌壁画的大型经变画演绎的声画并茂、优美而动感，让人心生向往。

和《飞天》的再创作不同，艺术短片《敦煌印象》对于佛国世界的描绘直接取自盛唐217窟的《观无

量寿经变》原作。这幅表现佛国世界的经变画场面复杂、人物众多、艺术造诣极高，为动画片的创作

提供了难得的表现内容和创作素材。壁画展现了佛国世界奇妙无比的盛况，阿弥陀佛居中而坐，被

楼阁、廊宇环绕，天空飘来悠扬的乐曲，而地上宝池中莲花盛开，气象庄严、华丽。短片通过动画特有

的艺术手段使原作中各种乐器在壁画的定格中活动起来，上下跳跃、翻滚、弹奏，将画师笔下描绘的

不鼓自鸣的佛国奇景活动地呈现了出来。短片将佛国世界的广阔无边、恢宏气势以及大爱无疆的思

想进行了形象的展示。

另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当前的一些关于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在内容方面开始融入现代商业

文化精神和内涵。形成文化产业的动画系列片《敦煌传奇》，借用动画电影的编剧手法，对敦煌壁画

内容进行改编。影片中富有时代特征的卡通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将古老的壁画内容富有新

意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既传达了佛教壁画的思想理念，又结合当前的时代精神，利用新媒体平台对敦

煌文化进行宣传、保护、传播。影片在2014年播出，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该片注重商业化探索，又能

结合意识形态的民族传统文化，可以看做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创作路子。还有一些宣传片，比如2003
年就完成播出的动画短片《敦煌》等，对敦煌壁画内容的介绍和敦煌文化的宣传也是功德无量。

[1]张胜珍：《浅析国产动画电影的佛教文化意蕴》，〔哈尔滨〕《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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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壁画动画表现的艺术手法

敦煌壁画动画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手法非常丰富，多种多样。通过这些艺术表现手法，能使静止

的画面动起来，增强视觉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作为一种新媒体艺术，动画短片的创作可以实现“文化

遗产数字化与展示传播在新媒体交互性上的密切关联与契合”[1]。创作中利用镜头的剪辑再现千年

艺术精华，将自北魏至元代代表性的壁画作品展现出来，弘扬佛教思想，传达佛教理想，进一步培育

观众的审美趣味，提高观众的审美欣赏能力。

1. 线条的提取和展现

敦煌壁画中线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壁画的绘制大抵经历三个阶段：起稿、上色、定型描线。

从起稿线到定型线都决定了形象的刻画，壁画中有的形象仅寥寥数笔就生动传神。例如，从魏晋南

北朝起中国画就奠定了以线造型的方式，到唐代时线描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代表画家吴道子的“兰叶

描”最具艺术表现力，所绘人物有“吴带当风”之称，以此形容他的线条流畅迅疾，圆转律动[2]。在敦煌

壁画的绘制中这种线描技法的使用也很广泛。有的壁画为了突出线描的效果而减淡色彩的描绘，甚

至有的画面就用白描的手法表现。五代以后又出现了具有书法特点的折芦描等技法，到了敦煌壁画

的晚期，元代的千手千眼观音融合了多种线描技法，在人物面部、四肢、须发、衣褶处分别采用不同的

线描手法，以此更灵活生动地表现形象。

数字媒体在展现壁画线条时，要取其线条的绘画感、笔触变化，同时结合动画的艺术特点进行提

炼、简化，使其更简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例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九色鹿》，在美术设计方面就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了敦煌

壁画线条的精华并根据动画制作的需要进行提炼和再创作，使画面在保留了壁画的原有艺术特征

时，更兼具动画特性。壁画画面色彩艳丽厚重，构图别具匠心，造型优美生动。影片《九色鹿》的美术

风格完美地再现了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在线条方面更丰富了艺术语言。影片的场景部分充分地继

承了早期壁画的用线特点，行笔抑扬顿挫粗细变化灵活，墨线干湿皴擦点染一气呵成，而在角色的线

条上则选择使用变化较少，细、匀、挺拔的线条，和壁画中的线条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种线条更利于影

片的制作而且简洁、明朗，有利于突出角色的表演，也成为九色鹿这个经典动画造型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法表现敦煌壁画的创作,《九色鹿》是很成功的案例。

敦煌壁画中飞天是一个亮点，尤其以盛唐的飞天最为优美。这些造型饱满生动，色彩厚重艳丽，

尤其线条流畅富于变化，一气呵成，将飞天灵动的姿态淋漓净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实验短片《敦煌印

象》里，为使观者更清晰地体会到线条的艺术之美，而将其单独抽离出来演绎。片中有一段动画是在

壁画般富有肌理和斑驳裂痕的墙面上，飞天的墨线随着音乐的节奏快速渐显出来，好似千年前的画

师当场作画一般，而后线描飞天凌空起舞，飘带飞扬。这种艺术处理手法既突出了线条的绘画意蕴，

又赋予线条生命的律动感。唐代人物画善用“兰叶描”的画法，这种线条尤其长于表现飘动律动之

感。用动画的艺术手法将这些原本就富于动感的线条活动起来，更强化了其艺术感染力。

2. 动画造型对壁画原型的继承和突破

敦煌壁画大致分为尊像画，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这其中

大部分都是对人物的塑造。在这几万平方米的画卷中有很多艺术价值极高的经典形象，如慈悲庄严

的佛陀，沉静温和的菩萨，威武勇猛的天王力士，灵动优美的飞天等。这些形象的塑造既来自画师的

[1]姜申、鲁晓波：《展示传播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交互性及其应用——以敦煌文化的当代传播为例》，〔北京〕《现

代传播》2013年第8期。

[2]赵声良：《敦煌艺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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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验，更是心中美好的向往。他们既写实又夸张，好像世俗生活中的人物般亲切自然，又具有神

的风采。这些形象随着不同时期的壁画创作在技法和审美趣味上都有所变化，成为了解中国美术史

上各个时期绘画语言的重要线索。敦煌壁画中的经典画面和形象是画师们的精心创作，而用动画的

手法来表现壁画内容是二次创作。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既要吸收和借鉴原作的艺术性和生动性，又要

融入动画元素进行创新，将壁画形象塑造成为经典形象，使佛教故事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改编自敦煌壁画本生故事的经典动画片《九色鹿》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出色的角色造型设定对

该影片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片中神鹿的形象既保留了壁画的风格又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在身体比例上壁画原作中的鹿王是两头半的头身比，而动画中的鹿王角色变成了三头半，夸张

加长的高度都在四肢上，强化了鹿王矫健挺拔的身姿，衬托出高贵的气质。在形体的表现上原作中

对于鹿王身躯外形剪影的曲线描绘非常优美，装饰感强。动画版鹿王继承吸收了原作造型装饰化的

优美感，同时强化了形体的结构和体积，在影片中角色需要做转身、扭头等有空间表现的动作时能够

更生动地表现出来。角色五官在感情表达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动画片九色鹿的设定中加入一双明亮

的大眼睛，表现出鹿王的温和善良。其他人物如落水人、国王、士兵等都在原作的基础上简化了外形

的剪影，强化了外形的几何感和形体的体积感，使角色的符号性增强，在片中表演时能更灵活生动。

整个影片从角色到场景都非常好地继承了壁画的艺术风格，同时融入了动画元素，使形象更加鲜

活、有力。这些成功的角色设定帮助影片更快被观众所接受和喜爱，也使敦煌壁画这一优秀的传统

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风艺术短片《夏虫国》具有浓郁的壁画风格，精良的画面制作。作为实验动画，这部17分钟

的短片再现了壁画的风貌，突出表现在场景和人物设定的结合处理上。例如场景方面，亭台楼阁、龙

舟大船结构细密，场景宏大，无不体现出盛唐大型经变画的风貌，而在人物的描绘上又结合元代壁画

人物的一些处理方法，造型饱满、有力，线描手法丰富，颇有千手千眼观音的画风。当代动画制作三

维技术应用广泛，能很大程度地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影片在场景和人物的制作中也融入了三维的

元素，龙舟大船可以在海上沉浮旋转，楼宇宫殿可以仰视、俯拍，并做360度摇镜头，使观者惊叹壁画

真的风起云涌讲起了故事，有身临其境之感，为敦煌壁画这一璀璨的艺术瑰宝增添了一抹亮色。

3. 壁画舞蹈动作的动态演绎

敦煌壁画中有一些舞蹈场景的画面，表现的是佛陀在讲经弘法时乐伎散花起舞的情景，在大型

的经变画中会有这样的描绘，将佛国世界的绚丽、美好充分表现了出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莫高窟

盛唐 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中唐 112窟南壁的舞乐、榆林窟中唐第 25窟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

等。这些舞蹈画面中的乐伎有的手拿各种乐器盘腿而坐，神情专注而陶醉地演奏，有的挥舞着长长

的飘带翩翩起舞，舞姿舒展而优美。壁画中的舞蹈场景既是对于佛国世界的美好想象，又是对于现

实生活的映射。这些笙歌曼舞的画面让我们一窥大唐乐舞的风采。

1950年第一部根据敦煌壁画舞蹈形象创作的现代舞蹈《飞天》问世，1979年甘肃敦煌艺术剧院创

作了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被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其中源于壁画中乐伎姿态

而创作的反弹琵琶舞蹈最为经典。之后又有《大梦敦煌》、《千手观音》等舞蹈作品相继出现。这些根

据壁画创作的舞蹈作品也为动画创作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经变画中大型的乐舞场面是敦煌壁画的亮点，而动画的艺术形式对于舞蹈场面的表现很有优

势，这在几部根据敦煌壁画而创作的动画片中都有所体现。

动画短片《敦煌印象》中有一段关于反弹琵琶舞蹈的演绎很有特点。影片中先是一束神圣的光

从天而降，随之光晕中落下了一位发光的舞者，她飘带傍身手拿一把琵琶，落地后先是以一个壁画中

的经典姿态亮相，而后扭身旋转、抬腿出胯、手臂伸展弹拨琵琶，在飘带的配合下演绎出一段优美的

反弹琵琶舞蹈，舞者始终是发光的线条，时而一人，时而幻化成多人的光影，当舞蹈结束时动作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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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壁画形象相同的姿态上，继而光影消失壁画原作显出，这种处理手法使人恍如梦境般地看到壁

画中的形象翩然起舞。

和《敦煌印象》不同，实验短片《飞天》中的形象是写实的壁画造型，影片一开始就进入了云雾渺

渺的天国，许多的飞天在天国中穿梭、漫游。有的弹琴、有的吹奏、有的裙带飘飘上下飞舞随着音乐

洒下漫天的飞花。整个画面就像活动的大型经变图，美感强烈。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飞天失去了腾飞

的能力，在经历了种种的努力后又重回天国的故事。飞天努力回到天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尝试跳跃，

角色的动作设计中融入了许多壁画舞蹈动作，使每个动作的起止这两个关键动态都是舞蹈化的，中

间的过渡动画也强调舒展、优雅的动感。影片中角色虽然在痛苦地挣扎，但飞天的动作却是优美的，

好像壁画中一个个定格的舞蹈动作被串连了起来。在表演的一定阶段影片又加入了慢镜头的设计，

更进一步加强了飞天舞蹈动作的视觉美感。

结束语

总之，虚实结合的数字传播时代，用动画的艺术手法和表现特点，大众更易于理解和了解壁画的

内涵，敦煌壁画得以更好地传播。在教育途径的传播、艺术产品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媒介宣传中都起

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二维动画创作中对敦煌壁画的线条、色彩、人物造型的借鉴和还原，使得千年壁

画获得新的生命，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获得发扬。而电脑合成技术进一步提炼敦煌壁画的精华部分，

能让观众出入于现实与虚拟之间，想象力获得很好的扩展。敦煌壁画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用动画去

表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像《九色鹿》这样的“实践以文化为核心，从文化的内涵延伸逐步发展成

为一部动画片”[1]的创作还应继续。中国政府正在实行“一带一路”的文化战略，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地位人所共识，有关于敦煌的动画创作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下对于敦煌壁

画的信息采集、精密数据保存的研究工作进行得较为广泛深入，而用艺术手法特别是动画对敦煌壁

画艺术进行再创作的研究还应该加强。在对壁画的研究中结合新媒体手段更能实现古典与现代的

对话，在技术上和人文理念上的学术意义不明自喻。

敦煌艺术在当代媒介中经过了胶片的“还原”，到影视作品的“构建”，再进入赛博空间的重建，

“每一次媒介的变革都给敦煌壁画艺术的生存状态带来新的深刻的变化”[2]。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中，结合文化战略意义上的考量，敦煌壁画动画创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动画这一创作形

式在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上也更有优势，动态的、活泼的形象更能吸引青少年观众。在具体的创

作之中，可以进一步深挖佛教思想精髓，解决改编中只取皮毛的问题，同时进一步结合生活化的内

容，使动画短片更为生动、形象，感染力更强。还可从以下艺术手法上展开敦煌壁画的动画创作：将

二维、三维、后期相结合，强化洞窟内光影的效果，渲染气氛，创作光影的流动感；通过水墨的渲染和

呈现，进一步发展水墨动画的效果；在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上，可以增加现实意义和审美内涵，提升

精神境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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