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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王朝 石上史诗
———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武利华

公元前 206年 2 月，出生于沛县丰邑中阳里的泗水亭亭长刘

邦被项羽分封为汉王，标志着一场历史大剧的~幕徐徐拉开。4年

以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历史的舞台出现了长达 400年

之久的宏伟篇章，一个强汉帝国的旗帜飘扬在地球的东方，它与l

马帝国遥相呼应，成为当时世界的两大霸主。

强盛的朝代必然带来伟大的艺术，汉画像石就是大汉王朝留

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徐州，就有一座收藏汉画像石的专题性博

物馆，它收藏有 1400 余块汉画像石。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漫步

在一块块画像石之间，如同步入 2000年前的瑰丽历史画廊之中。

大汉王朝———石上史诗，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陈列的标题，

神道天路、祠堂敬祖、天工神韵、汉石春秋、千秋地宫、碑刻题铭六

条主线，将 600 余件展品穿串起来，再现了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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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DEF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古诗词中就知道汉代有“阙”的建

筑，《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其上可居，登之则可

远观，故谓之观。”阙用来“标表宫门”，别尊卑，具有等级符号的意

义。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江苏沛县古泗水发现一块汉画像石，这是

汉阙中的构件，应当是子母阙中的子阙，石高 1.6 米，宽 0.6 米，两

面有画，正面分作三格。上格刻的是舞蹈娱乐场面，一位窈窕女子

扭腰舒袖，在作长袖之舞。长袖舞是汉代最常见的一种舞蹈，舞者

“翘袖折腰”翩纤迤俪，长袖舒展，楚楚动人。舞者的旁边，一女子在

作案上倒立，这个杂技节目是从西域传来的，又称“安息五案”，就

是说艺人可以在重叠的食案上倒立表演。中格画面是六博游戏。亭

内榻上，二人正在兴高采烈地对博，左边一人举手执采，右边一人

俯首察看。“博”是古代的一种棋。因为双方各执六子，又称六博，也

称博戏。下格刻的是一辆正面形象的轺车，车旁一马在食草，这 

正面的车很像古文字中的“ ”字，说明中国古代就是书画同源。

步入阙门以后，就是神道。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通常摆放有石

羊、石虎、石人、石马、辟邪等动物，称为石像生。仙人骑羊是该馆收

藏的重要文物，通高 154厘米、长 145厘米、宽 48厘米，是目前发

现的汉代石羊中最大的一件。羊作跪卧状，昂首，双目前视，羊角弯

曲，身上刻毛；背上刻羽人，羽人正视前方，肩生双翼，双腿弯曲骑

在羊身上。汉代画像上有仙人骑羊、骑虎、乘龙、骑兽等，汉代人想

借用这些升天工具升入仙境，期望达到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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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前的石羊也是比较多的，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石羊，其中一

件石羊前部刻有铭文“永和五年（140年）孙仲 所作羊”，说明石羊

流行的年代在东汉中期。汉代的石羊，它在简约古朴的基础上! 收了

西方雕塑立体透视的方法，形成了汉代圆雕厚重、圆" 、饱满、流# 的

艺术风格。

G;HI

神道的尽头是祠堂。祠堂，又称庙堂，是古人敬天承祖，祭祀神

灵的主要场所，也是汉代陵墓最重要的地面建筑。汉代石式祠堂的

建造全部是用石材雕$ 而成，四%上刻画着为祭祀先祖而创作的

精美%画。汉画像石祠堂是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的综合统一，代表

了汉代艺术的最高成就。

洪楼祠堂是目前发现的东汉时期规模最大、结构复杂的双开

间的祠堂。祠堂由基石、左右山墙石、左右后%石、中间立柱、中间

三角形隔梁石、四块顶盖石（前后坡各两石）等组成。复原的洪楼祠

堂外宽 5.64 米，进深 2.15 米，祠室顶高在 2 米左右。力士图是祠堂

的中间横梁，三面刻画，背面是神仙出游图、侧面是& 张图。力士图

是最为精彩的画面。画面中刻画七位大力士，左面开始是二人合

作，生' 一只猛虎，第三位勇士是倒拔( 杨柳，树上的) 被* 飞了；

第四位勇士倒背一头活+ ，由于用力过猛，一只, 陷入了地下；第

五位勇士双手举起铜鼎，《史记》中记载了项羽力能扛鼎，可见举鼎

是力量的象征，传说战国时勇士孟获也是以举鼎闻名；第六位勇士

怀抱- 羊，第七位勇士怀抱一坛美酒，美酒- 羊应该是获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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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我们观察到这些勇士的头上戴着/) 的羽毛，这是一种武冠，

当时称为“ 冠”，《山海经·中山经》注中说 )“勇健斗，死乃0 ”，

因此汉朝就专为武士制作“ 冠”，表示其勇猛好斗。

汉代石结构祠堂中的画像，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性，还形象鲜明

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1 观，这个无所不包的宇12 间又划分成

三个世界，即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祠堂顶部象征着天上

世界，两侧%的最高位置象征着仙人世界，%面其他部位则象征着

人间世界。

JKLM

墓室是汉代陵墓的地下部分，“以生事死”是古代礼制的重要

丧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地下墓室必须仿照生人居室来修造。古

代贵族的居室一般都分为“前朝”和“后寝”两部分，“朝”又称为

“堂”，“寝”也称为“室”。“朝”或“堂”为主人接待客人和进行公务活

动的地方，“寝”或“室”为主人及其家属的休息之处。汉代的前后室

墓和多室墓，也和生人居室一样分为前堂和后寝两个部分。

古代门户是有严格区别的，院落的大门称为“门”，堂、室之间

的门称为“户”，双扇为门，单扇为户。《说文·门部》“门，闻也”，段玉

3 注“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汉代墓门都是双扇，门

上一般都要雕刻铺首衔环。铺首是45 的兽面，有镇守6 院的含

义，环可以7 门，起到门8 的作用。

堂在前，室在后。只有经过堂才能进入室，因此有“登堂入室”

的说法。堂室之间有窗，古人称为“9 ”，由于9 一般安置在户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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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

民以食为天，汉代人特别重视饮食以及饮食的礼节文化。“P

Q 宴饮图”是代表性画作，画面分为三层，一层是迎接客人的到来；

中间是Q 房的一角，古代，人们多把Q 房设在正堂之东，因此也叫

“东Q”；最上面一层是PQR 肉，汉代人重美食，S 调加工的方法

有十几种之多，烧R这种原始的ST 方法是其中之一，称之为炙，

画面中一人持U 解羊，另一人在火V 旁，左手握两个肉串在V 上翻

弄WR ，右手持扇子X 风起火，其神态贯注，引人Y 目。同现在的R

肉串不同的是他们用了双头的铁Z ，在烧R 的过程中，一边全熟，

一边半熟，R 肉的味道好吃，后世干[ 把美好事情以“脍炙人口”来

概D。

汉代乐舞是一个广收并\ 、融合众技的时代，舞蹈受杂技、幻

术、角抵、] 优的影响向高难度发展，丰富了传情达意的手段。徐州

画像石中常见的乐舞表演有长袖舞、建鼓舞、̂ 舞等，还有大型的

广场演出总汇仙倡，杂技节目也是_ 琅满目。“建鼓舞”是汉代著

名舞蹈，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建鼓的本身是舞乐场面中的主要乐

器。是J 鼓与舞蹈结合一起的舞蹈。有男子双人舞，男、女双人舞，

他们双手执“` ”各居鼓的一侧，且鼓且舞，姿态各异，时而雄健奔

放，时而轻a 舒展，使鼓声和舞姿水乳般地融合在整个舞乐场面之

中，给人以b 律之美、力量之美，鼓舞人心。建鼓树立在庭院的中

间，由基座、长 、鼓身组成，建鼓上面的? 饰，称为羽c ，是由华丽

的) 羽做成。

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游戏内容为六博。六博的历史悠久，东汉

许慎《说文》记载说：“古者乌@作博。”乌@是夏d 的臣子，距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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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多年了。博局计十二个棋子，六白六黑，二人投e 行子，以筹

计数，因为是两人下棋，所以称为分@并进。古代博弈是有严格区

分的，博专指六博，弈指的是围棋，六博因棋艺简单易学，为社会各

阶层喜欢，如汉古诗所云：“投f 著局上，终日走博子。”六博比g 时

往往"h 采来ij 取胜，不像围棋要"k 慧和思维。博戏输者l

酒，后来演变为“意钱之戏”，有m 博的意思，出现了专门的mn ，博

戏是游手好o 者所为，其“数术p 短，不足可玩”，因此当时就有人

反对，所以六博游戏最终没有被流传下来。

汉代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车马，同时车马是汉画中最流行的题

材。当时贵族之家热q 于游r 田s ，出t 入u ，备具威仪。宝马雕

车，v z满道。通过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的图像资料，可以看出汉

代t 服制度和迎候的礼仪。

对于爱情这一浪漫的题材，汉画作者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

有的采用含\ 的手法表现，如w 凤交颈、龙凤x 祥、双龙穿璧、伏y

女z ；有的直接用写实手法表现男欢女爱的画面，如接{ 图，男左

女右。画师采用立体主义的表现方式，面部刻有正面的眼| 和}

子，为了突出表现接{ 时面~ 亲密接• 的情景，男女G  刻成侧面

的形状，男子! 间" 出、女子张开G  ，古代房中术著作《洞玄子》描

写了接{ 的动作：“男坐女左，女坐男右。乃男# 坐，抱女于怀中……

男含女下 ，女含男上 。”如同汉古诗描写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

不疑。欢娱在今夕，燕$ 及良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徐州汉画像石中有许多历史故事，其题材内容依据史书典籍

中s意深邃的故事，创作出有现实意义的画面。这部分的内容，精

心选材，以图说史，%述封建& 理大义，图' 神权天授之理，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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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见老子、孔子问师、孔门弟子、周公辅成王、二桃杀三士、秦始

皇泗水取鼎等。这些画面大都刻画在祠堂中，有“恶以( 世，善以示

后”的意义。

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 ，它对后世艺术的影响很大，

一般来说，神话的创作基础是现实的，神话的创作方法是浪漫的。

而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那种新奇奔放的幻想，为作家提供了丰富

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画像石中的东王公、西王母，三足) 、九头

兽，昆* 仙境、珍O异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 。

西王母的神话传说比较早，大概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流行，到

了东汉时期，出现了西王母的配偶东王公。汉代人的方位与现代地

图的方位正好相反，汉代人认为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因此东王

公刻画在画面的左面，西王母刻画在画面的右面。画面中间，还刻有

手持,- 的神农氏、乘龙升天的. 龙氏，还有人首鱼身等神异动物。

EQ 神R

雕刻艺术在汉画像石美的构成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画像

石的雕刻技法主要采用阴线刻和p 浮雕两种形式，阴线刻是在经

过加工磨平或未加工的石面上，以细线刻出物像的造型，有阴柔之

美；p 浮雕是在粗/ 的石面上，将物像造型突起，有阳刚之气。一般

来讲，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都是采用了阴线刻。东汉早期以后，开

始出现了p 浮雕。东汉中期以后，出现了高浮雕和圆雕。无论是阴

刻还是阳雕，共同特点是不求浮华精巧，但求质朴古0 。

公元前 139年，张1 打通西域之后，东西方文化不断沟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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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在雕刻技术方面，同样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和2 透。汉画像

石传统的雕刻方法为p 浮雕和阴线刻，这种雕刻方法更注意表现

绘画的味道，缺少雕刻产生的体积感。而古希3 的雕刻家，善于三

度2 间的把握，希3 人根据数的规律，严格地解释比< 、大小、结构

和节奏等概念，正是这些概念，不论神庙的画像或雕像的写实，形

成了希3 风格的雕塑。希3 的雕刻方法没有直接传入中国，而是通

过中4 ，沿着56 之路传入中国。这种有透视关系的雕刻方法，影

响了汉代的雕刻家。徐州汉画像石中的半圆雕、圆雕所表现的人

物、动物，标准的造型、流# 的线条，无不透露出希3 艺术、早期7

8 l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影子。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武利华，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馆长、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大型学术期刊《中国汉画

研究》编委，徐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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