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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窟壁画由于其存在的场域、政治与意识

形态的多元架构赋予了其中国早期公共艺术雏形的特

质。本文以公共艺术视角来审视石窟壁画中存在的具

有“公共性”特质的绘画范式，从场域、主题、形

式、参与行为、社会行为、精神体现、价值构建等多

方面来探讨石窟壁画中基于公共艺术视角对其“公共

性”研究的挖掘与探讨，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推动石窟

壁画的多角度研究；另一方面又为新时代基于地域文

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设

计思路、增添内在的动力机制与识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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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tto murals are endow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ryonic 

form of early public art in China due to their multiple structures of field, politics and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r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ainting paradigm 

with "publicity"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in the grotto murals from the field, theme, form, 

participation, social behavior, spiritual expression, valu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o explore the grotto murals based on the public art perspective of its "public" research 

excav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one hand, it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grotto mural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a new design idea, adds 

intern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identification attributes to public art cre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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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的公共性。按照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 

“公共领域”的理解，在公共空间中体现出

最重要的性质便是一种参与性的“公共意

识”与“公共精神”［1］。

二、地域文化视角下克孜尔石窟壁画“公共

性”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石窟壁画研究古往今来络绎不绝，

研究切入点各有裨益，通常都是从绘画、考

古学、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美术史的角度

等对其研究，但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得建造之

初的职能与功用逐渐淡化，目前只是作为一

种范本来对各个历史时期历史资料残缺的填

补研究，以及作为一种绘画方式的研究。在

当下这个开放、共享的多元时代，以新视

角、新思路的视角将其置入当代艺术视角的

研究领域中去探查是必要的。当下石窟开放

性的显现与职能化的转变将其置入公共艺术

领域当中从公共艺术的角度出发，将石窟壁

画中“公共性”因素挖掘出来，为石窟壁画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延伸对石

窟壁画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为石窟艺术增加

新的内涵与新的界定，为壁画艺术的公共性

方向的创造提供了范式作用，也为新时代具

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表达提供新思路，为

艺术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艺术创作趋同化

的时代背景中，公共艺术的创作呈现模式化

发展，照搬、照抄、模仿国外的公共艺术形

式，使得公共艺术作品脱离了本土文化，

难以被公众所理解因而不为公众所接受，欠

缺对我国城市文化价值与审美的公共艺术表

达。缺乏创新性与文化属性，难以体现城市

面貌与地方发展的特色，急需公共艺术创作

的新思路，拓宽公共艺术表达，因此“地域

性”问题从“公共艺术”中凸显出来，成为

被关注的焦点和解决全球化时代公共艺术问

题的关键。［2］创作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

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新时代、新征程、新

思想的艺术表达，展现公共艺术多元文化，

增强内在的动力机制与识别属性。

克 孜 尔 由 于 其 独 特 的 区 位 优 势 ， 其

地域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地域文化成为

该地区的城市品牌与标签，其文化的独特

性、传承性、归属感、开放性使其区别于

其 他 外 来 文 化 ， 增 强 区 域 文 化 的 可 识 别

性。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性是区域民众

长期建造完善自我选择的结果，其审美是

民众审美需求的积淀，能够为广大民众所

接受。不同区位的地域文化有其自身的独

立 性 与 延 续 性 。 克 孜 尔 石 窟 壁 画 “ 公 共

性”的凸显既体现公共艺术表达又展现独

特的地域文化，使得地域文化包含公共艺

术，公共艺术展现地域文化。

基于地域文化视角对克孜尔石窟壁画

“公共性”的研究将是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

公共艺术表达创新发展的需要，以文化的独

特性把握公共艺术创新发展的新思路。独特

的地域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

有传统文化所不具备的个性，能够充分地展

现区域文化的非凡品质，以及推动传统文化

的不断完善，促进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地发

展。充分发掘地方独特、优越的文化资源，

发挥地域文化优势，让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成为城市标签，在被公众所熟悉、接受的过

程中，让具有独特地域文化个性的公共艺术

成为联系城市历史与现代文明的纽带。［3］

从“地域文化视角下石窟壁画公共性”的角

度为石窟壁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增

强石窟壁画研究的广度以及基于地域文化视

角表现公共艺术创作的文化特征，展现新时

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创作思路是很有

必要的。

三、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公共性”的显现

“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

是在肯定和保持个人、种族和文化差异性的

前提下，从不同位置和角度对一个共同问

题的测量和评判下形成的一种共识，进而

巩固一种维系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意义的

过程。［4］石窟壁画艺术是佛教文化与艺术

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产生与传播自成

体系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作为绘画表现方

式的一种，在传播过程中最大的特点便是具

有包容性，囊括所有兼收并蓄，能够与不同

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新的艺术风格面

貌，有其相对独立性，但其内在的母题性本

质却没有发生异变。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是

直接诱发石窟壁画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建造者（统治者即主办方）为宣扬佛教思

想，巩固统治、安定社会而建造，可以看出

石窟壁画建造的动力与职能作用并没有体现

大众的意识需求。虽说所涉及的人物包括皇

室、官吏、佛教社团，但都只是小众的精英

群体，并没有涉及普通大众，其受众群体也

没有显示出公共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存在于

一定空间领域中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历

史、生活习俗、意识形态的变迁，其内容都

是广泛地服务于普通大众的社会心理需求，

因此石窟壁画的意识形态职能是自上而下的

演变趋势。随着文化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

这种阶级意识的产物与民众诉求相互吻合，

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和民众的心理需求与审

美需要共同造就了一个开放、共存、多元的

文化体系。

克孜尔石窟艺术是古龟兹文化深受印

度犍陀罗近源佛教艺术风格影响与龟兹本土

文化及多元外来文化融合、借鉴而催生出的

西域佛教艺术产物，位于丝绸之路要道古

龟兹国境内，从地缘区位上讲，由于克孜尔

石窟的特殊地理位置，其自身就具有“公共

性”特征。一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公共场域，

如伊朗、突厥、回鹘、吐蕃文化共同反映的

场域，二是石窟群建造时间的延续性，各个

时期洞窟都在此开凿，克孜尔便成为古龟兹

地区佛教石窟开凿的公共场所，艺术的生长

性推动了克孜尔佛教艺术的兴盛，克孜尔佛

教艺术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显现奠定了

克孜尔区位的历史地位。克孜尔佛教艺术对

我国新疆以东的河西、陇右、中原及中亚佛

教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丝绸之

路”文化遗产纽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早期克

孜尔石窟是基于佛教艺术的传播与盛行，是

佛教文化交流扎根的场所，是僧侣修行生活

的场所，也是民众朝拜礼佛的场所，公共场

所职能的凸显使得石窟区域公共空间具有公

共性的鲜明特点。石窟形制主要分为石窟又

可以分为僧院窟、塔庙窟、尊像窟三类，僧

院窟是在主室四面开凿佛龛，再将塑像放置

其中。塔庙窟多为长方形，分前后室，前室

是礼拜的地方，后室中间有龛柱，柱四面凿

小龛，其中也安置坐佛和菩萨。尊像窟也为

长方形，主要是用来礼拜的，穹顶纹饰由四

面下方往上开展，甚有气势。在石窟开凿之

时，对于区域职能划分有着明确的界定，那

么在职能相对稳定的石窟场域中，对于壁画

内容的创造也是依附于洞窟具体职能服务的

需要加以创作表达的，因此壁画故事题材内

容的表现与洞窟职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性，

而且壁画绘制范围在整个洞窟当中占据主导

一、公共艺术与公共性

“公共艺术”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

代的美国，诞生之初便带有一定的政治权力

与意识形态色彩。其出现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共艺术的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

时期，奴隶主民主制度下神庙、斗兽场、剧

场等公共建筑的出现为公共艺术表达的雏

形。第二阶段，凯斯特在他的《艺术与美国

的公共领域》中表述，公共艺术必须具备三

个特点：1. 它是艺术机构以外的实际空间中

的艺术；2. 它必须与观众相联系；3. 公共

赞助艺术创作。第三阶段，众多研究学者表

明， 直到后现代主义时期， 真正的公共艺

术才显露头角。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创作最

大的特点便是“解构”，主张自由与活力、

反对僵硬的秩序、强调艺术多元化的差异，

使得艺术创作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 打

破曲高和寡的艺术氛围，促使艺术创作平民

化、通俗化，增强公共群体对艺术创作的参

与度以及与作品的交流，使得艺术成为表达

公意的武器，反映各种社会问题，艺术表现

出一种入世的人文关怀，至此公共艺术便被

正式提出。公共艺术有三个公认的基本属性

和要素：公共性、艺术性、在地性。当下普

遍对于公共艺术的探讨只关心对象客体本

身，也就是对作品自身艺术性的关注度较

高。对于公共艺术真正的论述首先要在一定

的公共空间场域中多方面地对其概述，从横

向共时维度与纵向历史维度对其分析，在横

向共时维度中进行横向的比较，会将其置入

物理的、社会的、象征的公共空间中加以分

析。目前，公共艺术的生发地是在公共场

域，具有“公共的”性质，是开放、共享

的，汉娜·阿伦特提出从两个方面解释和论

述“公共的”这个概念：一是指公共场合中

的东西或者事物，二是指人类共同拥有的世

界，第一方面从公共的物理空间场所进行概

述，第二方面是从公共的对象客体本身的一

种价值取向、精神反映。在横向的共时维度

当中，“公共艺术”作品通常具有临时性的

特征，延续时间短但作品的艺术行为与社会

行为、展示行为与参与行为、精神体现与价

值建构都能够积极地表现出来，更多地将其

视为一种公共艺术事件。如：德国大地艺术

家克里斯托和珍妮夫妇的公共艺术创作“包

裹的凯旋门”以及“包裹的罗马城墙”都属

于临时性的公共艺术作品或公共艺术事件，

在短短数日的展览中社会反响强烈。在展出

期间的艺术行为、社会行为、展示行为、参

与行为、精神体现、价值建构的显现共同造

就了此次盛会的成功，在其中，我们感受到

这不仅仅是一件公共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

公共的艺术行为，所以在此我们不能够片面

地只关注公共艺术客体本身。在纵向的历史

维度中具有公共艺术性质的作品并不是在

“公共艺术”概念提出时才出现的，在纵向

的历史维度中的大型艺术作品在公共空间中

除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之外，特征

最为鲜明的便是“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其

公共空间中的作品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下具有

纪念与缅怀意义的大型雕塑作品，在一定的

历史时期中具有永久性的特点，此类作品在

公共艺术的范畴中只具有现实空间场域的公

共性，不具有民众参与、社会行为等特质的

公共艺术行为，他们都以大型纪念碑、大型

丰功伟绩的浮雕壁画等形式出现。

“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

社会属性，只有那些存在于公共空间中且能

够引起公众广泛兴趣或广泛关注的事物才具

4746



史与论 | Art History & Theory 

地位，绘制于四面墙壁以及穹顶目之所及之

处。在有限的石窟空间中，壁画内容如何才

能直观地表现出洞窟的职能？所以在主题的

选择上必定要选择佛教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

或古今流传传记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以体现

洞窟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如用于礼拜的洞窟

除了释尊像与菩萨像外壁画，也描绘了与之

相关的故事画、佛像画、经变画、佛教史迹

画以及精美的装饰花纹。僧侣生活修行的洞

窟壁画内容与主题一般为山林图以及喻示修

行苦难的故事画。佛教艺术的不断传播与发

展融合出现了新的外部特征，但其修行与教

理、教义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本质依旧

是服务于战争摧残下民众精神的寄托之处。

壁画反映的内容与主题既是一个时代普罗大

众信仰的表现，又是在历史长河中基于母题

不变的文化共识。不论对于教义服务的民众

或者故事题材都具有稳定的系统机制，是一

种共性的显现即“公共性”的属性。

石窟壁画所描绘的愿景是对现实苦难生

活的逃避与真实写照。在现实中惨遭战争、

饥荒、阶级剥削、无止境地鞭策，生活的苦

难使得他们看到克孜尔石窟菱形格本生故事

壁画（图1）中佛及弟子经受苦难之后，得

到精神及现实的解脱，这正与他们的生活

写照与诉求相符。面对无法改变的残酷现

实，继而去追寻精神的归宿。礼佛者把石

窟场所当作逃避现实苦难的“救赎地”，

把石窟壁画中描绘的景象与现实生活进行

参照，努力忘却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不

合理，从而决意作出“自我牺牲”以获取

神的恩典［5］。石窟作为逃避现实的“防空

洞”、精神的“归宿地”，是渺小生灵最

后的“避难所”，是他们心灵深处最后的

净土，他们的灵魂在此得以喘息、他们的

心灵在此得以安定，是他们精神共同的伊

甸园，共同的心之所向。他们的精神归宿

在此，这里是他们共同拥有这方精神的小

世界，共有的精神空间便是“公共性”因

素的显现。

四、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公共性”因素

（一）物理的“公共性”

1.场域

石窟壁画存在于不同形制的石窟当中，

以石窟作为壁画的依附区域，石窟的开凿并

非为了艺术，而是进行佛教艺术文化交流传

播、礼拜的场所，形成基于特定场所的一种

肃穆、庄重、神圣的场所感，呈现出一种固

定的场域性感觉，是特定的自然环境、人工

环境及文化环境赋予场所的一种总体的氛围

与性格，是特定场所中最具共性和共识性的

一种感觉，［6］作为交流礼拜的场所从建造

之始便具有了“公共性”的因素存在，如中

心柱窟、大象窟的设计都是以礼拜、瞻仰为

目的的。中心柱窟以中轴线为基准在纵向空

间的后部建造单面塔柱，塔柱周围有通道，

塔柱四周有壁龛，并有佛像菩萨雕塑。柱子

四周是平屋顶，柱子的前面是宽敞的，前

厅的顶部是拱形券顶。券形底部用椽子塑

造或粉刷，椽子之间的凉亭上装饰着各种

图案（图2）。这种空间格局的划分能够让

僧侣以及信众通过前厅进行礼仪参拜，继

而进入后室围绕中心佛龛对壁画内容进行

观赏之后从另一侧出来。这种空间布局与

参与方式在整个空间场域中体现着浓郁的

“公共性”色彩。由于参与阶级的精英化

并没有对普通大众开放，其“公共性”的

直观性较弱，但随着石窟艺术场域向景区

职能化方向的发展，石窟场域从宏大叙事

场所转向了日常生活景况，从“神圣”场域

转向了公共空间（图3），从膜拜视向转向

了沉浸式体验，［7］民众参与度的提升、开

放性力度的加大，其“公共性”的艺术属性

便直接地显现而出。    

2.主题

克孜尔石窟类型主要分为僧院窟、塔

庙窟、尊像窟三类，每一窟型的主题与功能

各不相同，石窟中的雕塑和壁画，主要集中

于礼拜窟中，而礼拜窟的空间布局形式亦具

有多种不同的制式。在不同的空间形式与功

能窟当中壁画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佛教壁画

题材种类繁多，最为常见的有经变画、故事

画、佛像画、佛教史迹画等等，这些主题

性内容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相对稳定的内部机

制、基于母题演变的系统体系。佛教题材内

容母题都是基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发展演变而

来，无论是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

石窟，还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石窟

等，佛教壁画的普及其中壁画主题及构图程

式化都是出自印度佛教壁画母题，其形式在

多元文化冲击下呈现相似性，但主题描述的

内容相对稳定，具有“公共性”因素，如克

孜尔石窟涅槃题材与藏于巴基斯坦拉合尔博

物馆高浮雕涅槃图像其构图、布局、人物极

其相似，同出于犍陀罗佛教艺术，受印度佛

教影响（《佛本行集经》卷二），出土于

犍陀罗的菩萨苦修像（图4）其形象骨瘦如

柴、犹如枯骨，与克孜尔76窟菩萨本生形象

（图5）如出一辙。                         

3.形式

壁画是一个时代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

反映，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佛教

艺术与本土文化融合之后，其必然会产生新

的文化现象与表现机制。如克孜尔石窟当中

单幅菱形格画本生故事（图6）与印度单幅

本生故事（图7）的一人一动物表现形式；

中心柱窟的表现形式、结构又是古龟兹文化

体系下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这种形式将会长期存在。这种表现是

龟兹地区共有的一种表现形式，且受众普遍

认可，所以其就有“公共性”特征。在石窟

中壁画内容的布局特征也是时代的反映，比

1. 慕魄太子本生

2. 克孜尔38窟 2. 克孜尔石窟前景 6. 克孜尔38窟鹿王本生 7. 巴尔胡特佛塔石刻鹿王本生

4. 菩萨苦修像 5. 菩萨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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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石窟正厅、侧壁、甬道、穹顶等在不同的

位置所描绘的题材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其

固定的布局排序，在每个时代都将进行程式

化的表现与传承，这种程式化同样具有“公

共性”因素。

4.参与行为

在参与群体中，从壁画描绘图景中看，

官吏、将士、僧侣、百姓、供养人等都是石

窟开凿、捐赠、建造的缔造者，正如凯斯特

在《艺术与美国的公共领域》中表述，公共

艺术具备的第三个特点：公众赞助艺术创

作。他们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

建造过程中来，具有广泛的公共基础。从壁

画艺术的创作来看，第一，创作过程的协助

性，在壁画创作过程中通常都是师傅进行打

稿与整体布局，徒弟进行打底与上色。第

二，创作的开放性，创作过程中为求良好的

艺术表达通常会以集会的方式探讨绘画技

法，以及向他人虚心请教共同研究。第三，

创作过程的表演性，画史中，有关于以肩依

壁，以臂为径，挥写圆光，以及“解衣盘

礴”观众关于绘画方式的记载。第四，最终

形式的可观瞻性，以群体性瞻仰图示教义表

现的宗教活动。第五，克孜尔石窟艺术的综

合性，包括石窟群内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综

合，佛教日常行事与佛事活动的综合，以及

佛教艺术展现与民俗活动的综合［8］。综上

所述，壁画的创作都有其“公共性”因素在

其中显现。

（二）精神的“公共性”

1.审美行为

石窟艺术在人们集体的瞻仰、审美过

程中潜意识地深化了观仰者接受从壁画图示

反映出的教义理念，从而体现了石窟壁画的

教化与安抚功能。在这种社会教化、宗教安

抚中，作为直观显现的壁画艺术的审美表现

也在不断地进行深化，与民众审美意识高度

的融合体现了时代艺术特色，“从大众参与

性角度讲，艺术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图像再

现，而是观者与艺术家在艺术展现场域关系

中的审美碰撞、交流，其“主-客二元论”

审美不仅在于我们的观念，应是实现个性的

全面性与价值的一种方式，更是推动人类社

会发展的重要途径。”［9］壁画作为一种视

觉艺术，在创作之初更多的是供民众瞻仰、

礼拜，由于佛教中“无常”“色空”的基本

理论的抽象性，使其佛教教义在信徒中的广

泛传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图像的直观性更

能让普通民众体会其中教义所暗含的道理，

从而达到教化作用（图8），睒摩迦本生通

过绘画形式来诠释睒子孝行的故事，从而以

一种情景化的方式熏陶民众。其传播性进一

步促进了民众与壁画内容的认识与互动，是

石窟壁画与民众沟通的有效媒介［10］，推动

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直观性的造型艺

术，如壁画、雕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普罗

大众的审美表达在其中得以显现。

2.精神行为

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核心，体现的是

人的交往的社会性，是大众的、公共的、是

物态化的，可以完成人们自我感情向他人的

表述，［11］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的

社会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社会现象，包

括宗教艺术，在探索它产生的根源时，都不

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生活在这种社会

制度下的人的需要。在石窟场域空间中所反

映出的美好图景总是能够诱使人们理所应当

地坚信历经艰苦考验、自觉牺牲就可达到神

性与人性、环境与心境的统一，完成自我

救赎。萨垂太子本生（图9）、佛传图（图

10）等，特别是佛传图中庵摩罗女嘴角的

一丝喜悦正是皈依后的笑容。作为对现实社

会苦难的真实写照，在这个立体的超然维度

中，精神的寄托、逃离现实的束缚是普通民

众精神与石窟壁画场域互相融合的结果，是

民众心之所向之地精神性的场所空间。在石

窟壁画艺术中，人生的精神意义不仅没有被

否定，而是充盈于石窟的整个空间，成为石

窟艺术中一种融会贯通的因素（即公共性因

素），使石窟壁画艺术获得了勃勃的生机和

活力。                        

3.价值建构

当下由于社会阶级及性质的转变使得

石窟场域性质发生变化，其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艺术价值、普遍有所体现，使得石窟

壁画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建构的因素。在历史

价值中，壁画风格、壁画中人物所使用的器

具、服饰等众多的使用物都为历史的断代和

历史的空白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与填补。在

文化价值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俗、风土人

情、生活方式等都能够窥探出其中的文化现

象。《龟兹王托提卡及王后》（图11）的

图中反映了当时龟兹的人物形象、服饰特

征、艺术风格等，以及《八王分舍利》（图

12）中描述古代印度八个国王前来争夺舍利

的故事，虽然故事发生于印度，但壁画描绘

中所体现出的形象、装饰、色彩都具有龟兹

特征，可见龟兹壁画能够囊括多种文化，并

且通过壁画能够探查出当时民俗、风土、艺

术等多种文化价值。在艺术价值中，时空场

域的开放使其公共艺术属性被无限放大，艺

术表现、艺术内涵、艺术创造等都融于石窟

壁画当中。我们喜爱一个公共空间，不仅是

因为它具备人类群居生活的便利性保障，在

一定限度下尽可能自由地选择生活所用；还

因为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人们的一些价值认

同。［12］所有石窟壁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

其中囊括了众多的文化价值，其“公共性”

全面地反映各种社会现象，如克孜尔壁画中

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说法图反

映了各种社会现象，即价值反映。

                       

五、结语

古龟兹国内克孜尔地区最为显著的区位

优势便是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中亚多元

文化与佛教艺术进行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克孜尔佛教艺术。由于文化多元、经

济交流频繁、王室对佛教的支持以及克孜尔

佛教艺术与印度佛教的近源影响，克孜尔既

是佛教艺术的集散地，又是发散地，联结中

亚与东亚。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克孜尔

石窟壁画“公共性”的研究具有典型性特

征，一方面可以看出多元文化在石窟建造

中的“公共性”因素的显现，另一方面，

由于印度佛教近源的原因，能够反映出佛

教艺术中最为原始、本质的“公共性”因

素的显现。最终通过场域、主题、形式、

参与行为、社会行为、精神体现、价值构

建等多方面可以看出，在克孜尔石窟壁画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 公 共 性 ” 因 素 也 伴 随 其

中，既是石窟壁画艺术发展的组成部分，

又体现着石窟壁画的艺术特征。所以对克

孜尔石窟壁画“公共性”的探查能够为克

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有利于推进石窟壁画艺术的深入研究。将

独具特色的克孜尔石窟艺术文化以其中显

现的“公共性”因素为纽带与公共艺术相

联系，又能够为当下突破公共艺术趋同化

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途径，为新时代具有

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创作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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