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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蹦迪少女”入藏学艺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6 月 3 日，西藏布达拉宫恢复开放。这
座宫殿的不远处，一间属于 26 岁长沙妹子
曾芷仪的唐卡工作室也即将开业。

 6 年前，高颜值的美术专业毕业生曾
芷仪因举办个展，成了不少国内杂志的封
面女郎。但经历一次车祸后，她离开城市，
孤身入藏，和 10 名藏族师兄弟一起，潜心
学习西藏传承千年的“唐卡”艺术。

在大山里，曾芷仪没有灯红酒绿的消
遣，甚至没有自来水洗澡——她渐渐从都
市“蹦迪少女”，变成了脸颊带着“高原红”
的唐卡女画师。学艺 5 年，一幅由她创作
的大唐卡被挂在了西藏江谱寺大殿中央，
寺内活佛称她是“汉地女唐卡画师第一人”。
与此同时，她的唐卡推广短视频也在社交
网络上获得了广泛关注。

曾芷仪 5 岁开始学画画——与

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这都是幼年

时，父母给她安排的诸多“课外爱

好”之一。尽管她一直学到高中，

但所有老师都认为“这个孩子实在

没有天赋”。

“小时候没认真学过，画画是

为了考大学。”曾芷仪说，之后高

考失利，没考上理想中的中央美

术学院。当时的她十分沮丧，画

画倒在那一瞬间成了情感发泄的

出口。

在长沙民政学院读书的几年

里，曾芷仪专心画画，基调都是黑

白色，临摹同学、老师的画像也都

夸张变形，作品里透露着愤怒。然

而，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反倒被学

院的美术教授薛亚军一眼看中。

“大二时，薛老师突然看到了

我的画，走过来说：‘你这张挺好，

送我吧！’”曾芷仪第一次被老师

表扬，特别兴奋，立马把这张薛亚

军的画像递了过去。收到画像的薛

亚军不忘叮嘱：“好好练习，毕业

了可以办个画展！”

本以为这只是老师不经意的鼓

励，没想到曾芷仪毕业时，薛亚军

特意跑来问她：“马上要办展了，

你的画准备得怎么样啦？”

曾芷仪赶紧将多年积攒的画

拿给了薛亚军——2015 年 5 月 7

日，一则题为《长沙 21 岁女孩开

微店办画展》的消息登上了不少

媒体的新闻头条。在这场取名“同

学 少 年 都 不 贱 ” 的 个 人 画 展 上，

300 多人簇拥着曾芷仪，让她享

受了一次“明星待遇”——笑起

来月牙儿眼的她抱着作品的模样，

也很快成了不少杂志的封面。

“捧得高，摔得重。”曾芷仪说，

当时的自己有些飘飘然。她一度

认为以自己的能力，什么事都能

办成，可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光环散去，生活归于平静，落差

感汹涌而至。

于是，年少的曾芷仪做了一件

文艺青年都在挑战的事——搭上一

趟耗时 3 天的绿皮火车，直奔拉萨。

唐 卡是 一门精密的

艺术，画师绘制的每一

个程序都必须严格遵循

藏传 佛教仪轨，每 一 个

形象都有严格比例规定。

一名唐卡画师要熟练掌

握这些标准，大约需要

5~10 年。 

一开始，曾芷仪并不

了解这些规矩背后的内

涵，只是复制师父的动

作——用圆规定点、画

线、确定比例，俗称“打

格子”。

“初学者光是打格子

就要花一天时间。”曾芷

仪说，打完格子，依次

是 起 稿、 上 色、 勾 线、

开眉眼。唐卡画笔的笔

头只有针尖大小，远看，

画师几乎是贴在画布上，

一点点摩梭，“画过唐卡

以后，我才体会到什么

叫做‘慢慢来，反而快’”。

学 画 4 年， 曾 芷 仪

才完成一尊比例严谨的

四臂观音。

曾 芷仪 说， 对 于唐

卡的“因循守旧”，她也

曾质疑，“担心太多规矩

会压制画师的创造性”。

然而几年后，她发现唐

卡的这些规矩反倒很好

地巩固了画师的基本功。

学 艺 的 第 5 年， 西

藏江谱寺要一幅不动佛

大唐卡，找到了曾芷仪

的师父。师父赶在她回

长沙前，把任务转交给

她——曾芷仪说，这是

同门师兄弟都没有过的

宝贵机会。

当 2 米长的画布在曾

芷仪面前徐徐展开，焦

虑感从心头涌出。由于

供奉在寺庙的唐卡不能

有半分差错，为了在有限

的时间里完成任务，曾芷

仪从每天早上 9 点画到晚

上 12 点，历经半年，一

幅大唐卡才正式完成。

2019 年 8 月 6 日，

辗转 3 个交通工具的“不

动佛唐卡”被供奉在西

藏江谱寺大殿的中央位

置。该寺活佛对曾芷仪

说 ：“你是汉地女唐卡画

家第一人。” 

从入藏第一年开始，

曾芷仪就把她在西藏的

生活、与师兄弟的相处、

学画经历等通过视频记

录了下来。随着短视频

越来越热，她把一部分

素材发布在微博、抖音

等平台上，获得了不少

关注——她成了一名很

有名气的“唐卡女孩”。

5 月 12 日， 曾芷仪

发布的一 条 介绍唐 卡

矿物颜料的视频首次

获得 单平台的百 万点

赞。“很多人问我唐卡

在哪 学的？他们很喜

欢。也有人说，看到

我的视频后，更有勇

气做自己喜欢的事。”曾

芷仪骄傲地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如今，她

准备用这些年积攒的视

频素材，做成一部推介

唐卡的纪录片。

而 就 在一周前， 曾

芷 仪 将 所 有 家 当 都 搬

到了拉萨，正式在当地

定居，位于布达拉宫附

近 的 工 作 室 也 正 在 装

修中。

“ 家 人很舍不 得 我，

欢送饭都吃了4 次。”曾

芷仪有些感慨：“但我喜

欢这件事，就要一直坚

持下去，年纪再大一点，

就冲动不起来了。”

较真的艺术磨出深厚功底

走红网络的“唐卡女孩”

在藏地，任何一座寺庙都可以

见到悬于经堂的“唐卡”。作为一

种卷轴画，其题材涉及藏族的历史、

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

被喻为“西藏的百科全书”。

与其他中国传统画不同，唐卡

的颜料全部采用金、银、玛瑙、绿

松石等矿物材料以及藏红花、大黄、

蓝靛等天然植物。使用这些天然原

料绘制的唐卡，色泽鲜艳，经百年

都不会褪色。

丰富浓烈的色彩感吸引了曾芷

仪。然而，让她彻底下决心入藏学

艺的却是一场车祸。

“是唐卡救了我的命！”曾芷

仪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起 6

年前的场景时说。

2014 年，曾芷仪在西藏旅游了

一个月。临走前，她到一位长辈家

取礼物——一幅刚好可摆于小车后

座的“四臂观音唐卡”。

就在取完礼物去机场的路上，

曾芷仪乘坐的私家车发生车祸，好

在她和司机都只受了轻伤。

这次变故，让曾芷仪在回到长

沙后就跟家人表明了决心——去西

藏学唐卡。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托

在西藏的长辈找到一间位于西藏山

区的唐卡画室。画室的师父名叫嘎

玛俄色，是一位没有任何头衔的民

间画师，但常有寺庙前来求画。

曾芷仪告诉记者，在藏区，唐

卡能供奉于寺庙，这是对画师的最

大肯定。

师父不收汉族弟子，也从来没

收过女弟子。长辈拜托了好久，师

父才给曾芷仪开了先例。不过，第

一年学画，曾芷仪只学了15 天，原

因是“实在受不了身上的味儿，要

回家洗澡”。

曾芷仪笑着回忆，画室坐落在

高原的县城一角，光秃秃的水泥房，

不到 20 平米，挤着 12 个人。有七

八岁每天重复画“莲花”的孩子，

也有负责“开脸”（即给佛像画眼睛）

的大师兄。大家席地而坐，曾芷仪

却显得特别不同——因为她是这里

唯一的汉族人，也是唯一的女徒。

唐卡画师惯用口水润笔，矿物

颜料用久了吸到口里，需要不停地

唐卡画室唯一的汉族女弟子

“没天赋”的孩子举办个人画展

吐口水，这让曾芷仪很不习惯。有

一次，一名陌生男子走过来，夺过

她的笔舔了一下便开始作画，她绷

不住，大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曾芷仪好好地反省

了自己，“既然要学

画，就不能矫情”。

第 二 天， 她 买

了一个垃圾桶，

把口水 吐在 里

面， 算是 完 成

看“ 融 入

集体”的

仪式。

就 这

样， 不 断

克 服 心

理障碍的

曾芷仪从

入藏的第二

年开始，扎根

西 藏 学 画 的

时 间 从 几 个

月延 长 到 了

半年。

学画期间，曾芷
仪与师兄弟们挤
在一起，每天不
断练习。

曾 芷 仪 在 西
藏 留 下 了 许
多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