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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墓地祠堂以及地面石阙等建筑物上的石质

构件，有着深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涵盖了汉代社会生活、观念信仰

的各个方面，为历史考古、文化艺术、民俗风情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的

研究提供了直观而又形象的资料。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我

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

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他认为汉代石刻画像是一种最真确的史料，

“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

像的汉代史”。石头上的中国画就是指两汉时期的“艺术家们”以刀

代笔以石为纸的艺术作品。

济宁是山东省发现和保存汉画像石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汉画像

石的重要集中分布地之一。不仅出土量大，保存多，而且发现最早。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就有金乡鲁峻祠堂石刻画像的记载。宋代金

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曾亲临鲁地，探查研究武氏祠石刻画像，

并将成果收录到各自的著作中。清代黄易、翁方纲等遍访济宁，查访

保护了不少汉画像石刻，尤其是黄易对武氏墓群石刻的发掘与保护，

引起了世人对画像石的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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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调查发掘，收集出土了一大批汉画像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济宁市全区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约 80 座，收集和出土的汉画像石

总数约 1300 余石。这些画像石几乎分布在济宁所有县市区，以嘉祥、

微山、邹城、曲阜最多，占全市总数量的三分之二还多。关于本地区

的汉画像石，以往有不少学者曾报道研究过，也出版过一些图集，但

对全区汉画像石的面貌特点和发展脉络等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为此，笔者试对济宁全区汉画像石历史背景、分布、分期、画像题材、

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济宁画像石墓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 206 年，汉朝建立后，在中央仍承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在地

方则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封国制度。西汉时，地方行政建制为郡（国）、

县两级制，郡国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东汉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

郡国成为地方中层行政机构。西汉时期的济宁地区，既有郡、县，又有

封国，境内设置治所的有一郡三国，跨济宁境的有二郡一国，分别为山

阳郡、东郡、东海郡、鲁国、东平国、任城国，所含县与侯国 17个。

郭里镇高李村出土车马战阵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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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原名为任城，秦时为任城县，属薛郡。西汉仍设任城县，属

东平国。到东汉时实行州、郡 ( 国 )、县三级行政机构。郡国并行，凡

分封诸侯王的区域设国，直属朝廷管辖。任城县改设为任城国，仍属

东平国。位于济宁市城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萧王庄墓群，

即为任城国王及其后妃的陵墓。其中，一号墓主人任城孝王刘尚为光

武帝刘秀之孙。刘尚是东平国宪王刘苍的次子、东平怀王刘忠之弟。

按汉律，东汉藩王诸子按例封列侯，刘尚以藩王次子晋封王爵，这在

东汉不多见。另外，还先后封刘苍的五女五男为公主、列侯。和帝时，

封刘苍孙六人为列侯，一人为亭侯。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又封

苍孙二人为亭侯。这一方面体现了章皇帝意图分化东平国势力，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朝廷对东平宪王刘苍所作贡献的认可。其儿孙封在任城，

死后享受较高规格的葬制。由此，体现了孔孟之乡、邹鲁之地在最高

统治者的眼中，非同其他地区的重要地位。

汉代是济宁地区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随着汉王朝统治基础的日

益巩固，特别是西汉前期实行了“休养生息”和“大一统”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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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史记·平淮书》载，“汉

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出

现了整个封建社会少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富庶景象。汉代济宁自然条

件优越，人民“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俗俭啬爱才，趋商贾”[1]，

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科学技术不断改

进创新，农业和手工业尤为发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商业的繁荣。地主庄园经济，又对封建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故而

济宁经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出封建社会富庶文明的景象。

汉代济宁生产力水平在全国属先进行列，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

遍，铁农具改进和推广。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一般农民只得用人力耕作。

为了促使耕畜繁殖，汉政府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

刑。到汉武帝时，在黄河流域牛耕逐渐盛行起来，也有用马耕地的。

古泗水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牛耕起源地，在汉代仍属发达地区。从济宁、

枣庄至江苏徐州的诸县市都发现了汉代牛耕画像石，其中以滕州（汉

鲁国蕃县）出土的最多，牛耕表现方式和犁的形制结构基本一致，说

明牛耕技术是相通的。在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可见牛耕有三种方式，

即二牛抬杆式、一牛挽犁式和一牛一马挽犁式。滕州宏道院牛耕画像

石为一牛挽犁式。画面上，一农夫扶犁扬鞭，一孩童在前牵牛，一牛

挽一具双辕犁，说明犁铧改进，重量已经减轻，更加锋利。这种短辕

一牛挽式较长辕二牛抬杆式操作灵活，便于小块农田上耕作。滕州黄

家岭牛耕画像石为一牛一马共挽一犁，可见马在邹鲁已用于农耕。其

犁的结构由铧床、柱把、横木、系带（或绳）组成，系带在辕的两旁，

牛耕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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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当时已经使用穿牛鼻环的技术，以加强对牛的控制，而无需牵牛人。

犁铧安装在犁床上，犁箭（契木）安装在横木与柱的连接处，以调节

耕地的深浅。此画像石牛耕之后，还有一牛拉一件长方形木耙，其上

一人站立操作，这种耙应是击碎土块和整平土地之用而新兴的。这都

表明汉代济宁耕作技术已有很大进步。

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力于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铁工具的改进，而铁工

具的改进更是农业发展的见证。新中国建立之后，济宁地区的汉墓和

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铁农具，其种类有犁铧、铲锄、臿、耒耜、镢、

耙等。这些铁工具较战国时期有明显改进创新，如大铁犁、宽刃镢、

多齿耙等为前代所未见，犁铧、锄的形制也有几种，他们广泛地用于

农业生产各方面，还为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提供了条件，汉代铁器对

本地区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作物种植方面，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齐鲁宜五谷桑麻。”

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粟、黍、稷、小麦、大麦、菽和大麻七种 [2]。这

些品种，在汉代济宁都有种植，但粮食作物以粟、麦、稻为主，其中

数小麦种植发展最快，《淮南子·地形训》曰东方“其地宜麦”，当

然包括济宁在内。汉代对这一地区的小麦种植也很重视，如元狩三年（公

元前 120 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宿麦即冬小麦）[3]。

黄河自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

在瓠子口久决未堵，“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济宁乃是灾区内种

宿麦的重点地区。至于水稻，汉代济宁仅在河湖或水利充沛区种植，

如秦彭为山阳郡太守时，利用“穿渠灌溉”工程，“兴起稻田数千顷”。

桑麻是汉代济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在邹鲁地区早有种植。据《史

记·货殖列传》载：“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汉书·地

理志》也说：“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麻泽之饶。”可

见邹鲁以盛产桑麻而闻名。《史记·货殖列传》论各地物产，唯有“齐

鲁千亩桑麻”，表明齐鲁桑麻的种植量居全国第一。

两汉时期，济宁地区手工业中的纺织、冶铁两行业异军突起，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济宁从先秦时代起，一直是全国纺织业发达地区之

一。史载：“邹鲁滨洙、泗，颇桑麻之业。”“鲁缟”曾是济宁地区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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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牌产品，它产生于战国，盛于汉唐。“缟”是一种极薄的素绢。《淮

南子·说山》云：“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不能入鲁缟。”《史记·韩

安国传》也载：“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可见“鲁缟”质量之优。

《集解》引许慎曰“鲁之缟尤薄”，而《汉书》也注曰：“缟，素也，

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可见“鲁缟”极富轻、

薄、细之特点。反映了以“鲁缟”为代表的邹鲁丝麻纺织业的先进水平。

任城亢父是汉代山东三大纺织手工业中心，出产的丝、麻织品畅

销全国，其中的“缣”还远销国外。20世纪，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在敦

煌发现任城亢父缣上面还有题字：“任城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

长四尺，重二十五两，值钱六百十八。”这里的丝织品竟沿丝绸之路外销，

反映出汉代济宁纺织业的发达及其产品的对外知名度。

汉代纺织技术较为先进，已经普遍使用了纺车、络丝、摇纬和脚

蹑织机技术，织机上有捏花装置，尤其是脚蹑和捏花技术比欧洲早几

个世纪，无疑是对世界纺织业的重大贡献。滕州（鲁国蕃县）龙阳店

画像石“纺织图”中表现了络丝、摇纬、织布的操作景象，嘉祥、邹

城画像石中的孟母、曾子教子故事图，也有斜织机的图像，这种脚踏

织机和手摇纺车的结构与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使用的极为相似，反映了

汉代济宁纺织工具的进步和纺织业的先进水平。

汉代济宁地区冶铁业亦十分发达，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

设铁官 49处 [4]，济宁地区就占了 2 处，即山阳和鲁县。东汉时在山东

设铁官 5 处，济宁地区占了一处，即鲁国鲁县。和帝时盐铁开禁，冶

铁业多为豪强地

主私营。

济宁地区著

名私营冶铁业主

鲁人曹邴氏“以

铁冶起，富至巨

万……贯贷行贾

遍郡国，邹、鲁以

其故，多去文学而冶铁锻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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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5] 可见济宁私营冶铁业在当时影响之大。自汉武帝设铁官后，

对济宁冶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山阳、鲁县乃成为重要的冶铁

基地。西汉成帝时山阳曾发生铁官徒苏令率 280人起义 [6]，铁官所用

刑徒之多，可见山阳冶铁作坊具有一定规模。山阳郡铁官管理的冶铸

作坊不仅在本郡内，而且还跨入周边郡国。1960年，在滕县（鲁国蕃县）

薛故城中央发现一处较大的冶铁遗址，出土的铸范上有“山阳二”文

字 [7]，这应是山阳郡铁官处管理的第二铸场。1922年在莱芜亓省庄也

发现带有“山”字的铁范，很可能是山阳郡铁官的冶铸标识。由此说明，

山阳郡铁官具有很大的冶铸规模。

鲁国冶铁业也相当发达。1978年勘探鲁国故城时，在曲阜北关及

盛果寺村南曾发现两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其作坊冶铸时间长

达数百年，面积较大的一处约5万平方米。内含大量铁渣、铁块、硫渣、

炭灰和烧土，并发现多处圆形炼炉窖穴和灶址 [8]。冶铁业的发展当与

鼓风设备的发明改进密切相关，汉代鼓风机进步推广，性能大有改进。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已使用了鼓风机——橐。到秦汉时期，邹鲁冶铁

业普遍地使用了先进的鼓风机。1930年，滕县宏道院汉墓出土的画像

石上有一幅“鼓铸图”，图上共十个炼铁工人，左布置一椭圆形的牛

皮风橐，有两人在鼓风，两人待替换。风橐吊挂在屋梁上，炉子看不见，

可能在地下，人们利用推拉皮橐送风。除鼓风机旁的四人外，中部三

人做打铁状，中间竖立一个钻子，有的拿小锤、有的拿大锤，轮番捶

打铁件。右部有的人在观察刀剑的锋利程度，有的人往水里蘸。滕县

黄家岭画像石上也有制造刀剑兵器的作坊。他们均形象地描绘了邹鲁

冶铁作坊的劳动景象。汉代济宁官营和私营冶铁业的兴盛，冶铸技术

的进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充足的铁器。近三十年来，任城、曲阜、

微山、泗水、邹城诸县市均出土有汉代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

说明铁器已被广泛使用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汉代济宁是全国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史记集解》引服虔语曰：

“邹鲁滨洙、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盐铁论·少耕》说：“宛

周齐鲁商遍天下。”当时的著名商人为鲁人曹邴氏，他除“以铁冶起，

富至巨万”外，还“贯贷行贾遍郡国”，致使邹鲁一带“以其故多去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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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而趋利者”[9]。当时商业经营范围也很广，尤以当地或外地的农业、

手工业产品为大宗，《史记》所提到的商品交换包括粮食、盐、纺织品、

铁器、漆器、玉器、陶器、牲畜、皮革、水产品等几十种，可谓商贸兴盛。

汉代济宁有些农产品畅销全国，有的还远销国外，如前面提到的山阳

郡的铁范和任城区亢父缣。而外地的产品如盐、玉器、漆器等又输到

了本地，方便并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和出现，是汉代封建农业经济结构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王朝本身就是豪族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占首

要地位的是以皇室为代表的地主贵族集团。刘姓侯王封地大，赏赐多，

收入优厚，还私置产业，成为封域内占首位的豪强，如西汉鲁恭王刘

馀，食邑六县，好治宫室，营造了著名的灵光殿。再如东汉东海恭王

刘强，食鲁、东海 29县（侯国），成为封域内政治、经济特权势力最

大的地主贵族。山阳高平（今邹城西南）人仲长统，曾以他亲眼目睹

的情况介绍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

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称贮，满于都城。奇赂宝货，巨室

不能容；马牛羊逐，山谷不能受。”他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与

中央集团抗衡的力量。东汉宦官山阳防东（今金乡西南）人侯览，“桓

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万计……建宁二年，

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

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居，

制度重深， 类官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

发掘坟墓，虏压良人，妻略妇子……小黄门段家珪在济阳与览并立田业，

近济北界，仆从侵犯百姓，却虏行旅”[10]。这些都是对豪强势力与地

主庄园的真实写照。

独山村出土车马出行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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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的地主豪族

势力出现在西汉时期，

到东汉则成为左右本

地政治、经济状况的

一支重要力量。他们

对土地大多数采取田

庄的经营方式，在巨

大的田庄中，有农、

林、牧、副、渔各业，

还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

的经营性质。同时，

他们还养有家兵，史称“部曲”。如任城（今济宁）人吕虔，“蒋家

兵守湖陆”以镇压黄巾起义，表现出东汉末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强

大经济实力和反动性。

济宁众多的画像石墓及墓地祠堂建筑，是在两汉时期厚葬成风的

社会风气大背景下逐渐产生的。究其原因，一是灵魂不灭的观念，“以

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11]。即把死人当作活人对待，迷信人死

之后有另一个世界，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起居，也就是所谓的“鬼

犹其食”[12]。所以，对死人的供奉要和活人一样讲究，也即所谓“事

死如事生”[13]。因此，把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带到坟墓里去，以便死

后继续享用，即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14]。于是乎，当时出

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

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绪　论

北宿镇南落陵村出土建筑画像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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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侈上潜”[15] 的不正常现象。二是在儒家思想中，孝道占有重要地位。

诚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

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

又由于汉代重孝，“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官的重要途径，而厚葬又是

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16]，故“世

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17]。于是乎，死者子孙以厚葬称孝，以达到

炫耀争名之目的。而这种虚伪风气，使子为其父，妇为其夫竞相效仿，

乃至一般“黎民慕效，至于废室卖业”[18] 之境地。

两汉是济宁地区历史上的又一个文化发达时期，这里的汉代先民

们，不仅继承了先秦邹鲁文化的传统，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下，使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得以较

快发展，并达到了空前繁荣，在济宁乃至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济宁汉画像石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和思想及社会风气等社会

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济宁画像石的分布、时代和分期

济宁汉画像石在各县（市）区的分布情况大致是：济宁市中区和

任城区约 80 石。分布在原济宁师专、安居镇李村、市电力二处、古槐

办事处、喻屯镇城南张、亢父故城、肖王庄、电器二厂、长沟镇张山、

贾庄、黄楼等地。

嘉祥县约230石。分布在武氏祠、齐山、甸子村、洪山、宋山、花林、

疃里村、嘉祥村、狼山屯、徐村、五老洼、西焦城、刘村洪福院、焦城村、

杜家庄、城内小学堂、蔡氏园、郭家庄、秋胡山、峪屯、华林村、高

庙、商村、程家村、隋家庄、郗家庄、吴家庄、吕村、洪家庙、七日山、

南武山、纸坊镇敬老院、仲村、仲东村、十里铺等地。

微山县共480余石。分布在两城、微山岛、薄梁、昭阳、沟南、陈庄、

独山岛、火山、黄山村、郗山村、青山村、谢桥村、西渡口村等地。

邹城市约220石。分布在黄路屯、王屈村、独山村、郭里、西郭村、

下镇头、大故县村、羊场、南落陵、石墙村、邹城师范学校、八里河、

王石村、金斗山、前营大闫庄、田家庄、柳下邑、簸箕掌村、高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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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庄、羊山、龙水、七里铺、稻洼村、野店、大束村、小东章村、庙户营、

邹城面粉厂、南陶城、十里铺、县城乐关、西颜庄、卧虎山等地。

曲阜市约 160石。分布在南辛、梁公林、董庄、孔林、徐家村、

张家村、旧县村、西颜林、于家村、大峪村等地，另有 20世纪 50年

代两城镇出土的一批画像石也收藏于曲阜。

汶上县约 18 石。分布在先农坛、老县城、曹村等地。

鱼台县约 20 石。分布在武台、鱼台县城西北部等地。

梁山县约 20 石。分布在茶庄、百慕山、后集、路庄等地。

金乡县约 38 石。分布在春城堌堆、羊山、胡集等地。

兖州市约 30 石。分布在农机校、徐营等地。

泗水县约 20 石。分布在县境内西南部。

上述各地出土或发现的汉画像石，以嘉祥武氏祠、嘉祥宋山小祠堂、

微山两城镇数量最多。武氏祠有 44石 [19]，宋山小祠堂 40石 [20]，两城

镇有 400 余石 [21]。

现根据画像纪年、墓葬和祠堂建筑形制、随葬器物等因素，并参

考相关研究成果，试对济宁画像石作一个大致的年代界定，主要分为：

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末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

汉晚期，共六期。

第一期画像石以邹城龙水画像石墓 [22] 和微山岛石椁墓 [23] 出土画

像石为代表。本期墓葬形制为简单的石椁墓，单室竖穴。石材粗糙，

画像简单，以石材自然面稍作平整。出土陶器组合为鼎、盒、方壶，

多有彩绘修饰，器形呈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特点。墓中出土仅为半两钱

而无五铢钱。石椁画像，首先在头部、足部的堵石上出现圆璧、柏树，

继而扩展到左右椁板上。左右椁板上以三角和菱形几何纹居多，一般

多为同心圆对角线和穿璧纹，画面分三格，无边框。

第二期画像石以济宁师专 16、17号西汉石椁墓 [24]、微山两城 18

号墓[25]为代表。济宁师专16号，单室竖穴石椁墓，出土陶器以鼎、盒、壶、

罐为组合，器形沿袭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风格，无明器。出土五铢钱为武、

昭、宣帝时期的特点。微山两城 18号墓，单室竖穴，出土陶器组合为

鼎、壶，呈西汉早中期特点，五铢为武、昭、宣帝时期的特点。两墓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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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为阴线刻，画面分三格。开始有边框，打制平整，

画面粗糙，未经打磨，画面一般刻在石椁室里面，亦有刻在石椁外面

的。画像仍以几何形的装饰图案为主，以平面化穿插和交织为主要表

现形式。开始出现人物活动场面，有简单的乐舞、车马、狩猎等图案，

建筑物呈正面平视图，人物表现亦是图案化。边饰纹样有简单的直线

和斜线组成的几何阴线纹。

第三期，以济宁师专 4、10 号墓 [26]，济宁肖王庄西汉 1、2号墓，

微山微山岛 [27]、沟南，邹城南落陵、

羊场、梁山等诸处画像石为代表。

天凤三年（16年）汶上路公食堂

画像是地区年代最早有题记的画像

石，早年出土，地点不详，现藏山

东省博物馆。济宁师专4、10号墓，

出土陶器为壶、罐组合，铜钱有磨

郭、剪轮五铢。画像石开始出现凹

面线刻，画面人物活物面增多，较

师专 16号墓出土的明显进步。济

宁肖王庄西汉 1、2号墓，画像石

风格与师专 4、10号墓完全相同，

尤其是 1 号墓画像中的长袖舞造型

与师专 10号墓的如出一辙。微山

微山岛（包括沟南）、傅村，邹城

南落陵、羊场诸处画像石，画像人

物众多，反映现实的内容丰富。整

体风格与济宁出土的近似，但雕刻

技法不同。济宁的大都凹面雕刻，

而这里的大都阴线刻，应属地域上

的差异。微山岛画像石原报告定为

西汉末至东汉早期 [28]，观其特点与

济宁安居新莽时期画像石相似，其
武氏祠汉画像原石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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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下限应提前至新莽时期为宜。而第三石画像中的“丧礼图”，与

沟南的一块中格画像完全相同。由此推知，沟南画像的年代下限也在

新莽时期。

本期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以凹面线刻为主，仍有不少的阴线刻。

画面仍分三格，画面人物活动增多，人物增加。人物皆平面罗列，姿

态仍图案化，只能看出大的动态，细部无具体刻画，楼阙还是剪影式

的正视图案。画像反映现实的内容有所拓宽，如肖王庄西汉 1 号墓画

像中的“战争凯旋图”和微山岛画像中的“丧礼图”。反映历史故事

的内容开始出现，如微山岛画像中的“泗水捞鼎”和“孔子见老子”等。

不少画像的空白处往往填充飞鸟。边饰纹样往往刻意装饰，如肖王庄

1号墓在界格之间和边框的角隅加有并列的菱形图案。整体看，本期画

像疏朗、活泼、富有情趣。

第四期带有纪年的画像石有：永元八年（96年），鱼台永元食堂画像；

延平元年（106 年），曲阜阳三老食堂画像。本期以石椁墓为主，以嘉

祥五老洼 [29]、嘉祥村、徐村、纸坊、十里铺、洪山村 [30] 为代表，石椁

并列多室增多，个别已向大型多室墓发展。墓葬地上开始流行祠堂建筑。

嘉祥五老洼多室墓系用汉画像石材建造的魏晋墓。这批画像石已开始

分层，边饰发达。车轮的前后纵深关系已有所表现，较前期有明显进

步，但仍用凹面线刻技法。画像第三石刻有“丁卯”、“十一日”字样，

据此原报告推测为孺子婴居摄二年（7年）或明帝永平十年（67年）[31]，

即西汉末期或东汉早期的作品。微山岛万庄画像石风格亦与嘉祥的相

似，层饰纹样为复合式，原报告推定为东汉中期或略早 [32]，似为东汉

早期偏晚的作品。

本期画像石特点：雕刻技法以凹面线刻为主，并有极少的凸面线

刻和平面浅浮雕。画面表现形式突破以往的分格，开始出现按不同内

容分层，一般2～4层，有的还利用楼层来划分层次，如五老洼第三石、

疃里村画像石，分层非常巧妙。画像少数图案开始表现出前后纵深关系，

如五老洼第一石第二层中后车隐约可见另外一个（里面）车轮，而前

车辆只见一轮，这与以前的车轮刻画是一样的。画像内容丰富，除反

映现实生活以外，历史神话的明显增多。边饰纹样亦较发达，一般为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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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重不同的组合，如洪山村第2石边框有4重，纹样分别是斜线纹、

斜线菱形纹、三角纹、水波曲线纹和垂幛纹，显得非常厚重、华美。

整体看本组画像稳重、疏阔、有距度。

第五期为东汉中期，大致相当于和帝至安帝时期。画像石墓，一

般为多室墓。本组画像所表现的前后纵深关系愈明朗化，并且发现了

人物四分之三侧面刻画，神话故事内容亦较前组增多。某些散存的画

像刻有明确纪年，为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微山两城以往出土的 37 石

中，其中 2 石刻有“永和二年”、“永和四年”纪年。这批画像石无

论雕刻技法、画像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大都相同或相似，相对年代应

在“纪年”或其前后。画像特点尽管与武氏祠石刻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整体风格迥异，明显存在先后关系。以微山两城诸画像石为代表，

其特点是：雕刻技法以弧面浅浮雕为主，物像起伏处略呈弧面。画像

承袭了第四期许多特点，并把纵深关系的表现较多应用到画面中，这

首先表现在人物、马匹的重叠、遮挡和树技的处理上。如两城永和四

年画像，右起第三位侍者以堂柱遮住一半身体，而永和二年画像，则

把连理树缠绕的盘枝之纵深关系刻画得很清楚。在人物表现上突破以

前的正面和正侧面，出现四分之三侧面刻画。其次表现在车辆二车轮

的明显增多上，如两城大多画像石同层画面中全部车辆均作双车轮刻

画，骑吏马匹均重叠。构图上追求饱满，空白处飞鸟、怪兽填充更多，

而飞鸟的表现往往是局部的。如永和四年画像，堂上右边框内只露出

鸟头颈部分。画像内容继承了前期的特点，但神话内容的题材明显增多。

边饰纹样趋向简单化，一般是2～3重较窄的阴线、水波组合。整体看，

本组画像饱满、富丽、细致。

第六期画像石的年代大体在桓灵帝之间的东汉晚期。灵帝以后，

本区画像石呈衰落趋势。本期画像中的车轮等图像，几乎全部体现出

前后纵深关系，不少图像或整幅画面均采用三度立体空间来表现，人

物四分之三侧面刻画较成熟，画像题材更广泛。本期纪年画像或墓共 4

处，年号皆在桓帝年间，而武氏诸祠堂分别建于桓灵帝之间，均为画

像石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从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看，宋山第

一批、第二批（包括许安国祠堂纪年者）一部分、南武山、齐山、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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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村诸处画像与武氏祠的基本相同，均属桓灵帝时期的作品。宋山第

二批画像石有的为凹面线刻，梁山纪年墓 [33] 为凹、凸面线刻，刻画皆

欠精细，应为桓帝偏早的作品。济宁城南张画像风格虽与武氏祠相似，

但雕刻技法为弧面线浮雕，相对时间可能略晚。曲阜旧县画像石与徐

家村的（包括藏堂纪年者）很相似，应为桓帝末至灵帝时期的作品。

本期以嘉祥武氏祠、宋山 [34]、齐山，济宁城南张诸画像石为代表。

其特点是：雕刻技法以平面浅浮雕为主，少有弧面线浮雕，间有极少

的凹、凸面线刻和阳线刻。往往几种技法并用。雕刻技法的多样化，

主要反映在地域上。大体说来，济宁以西多平面浅浮雕，济宁以东乃

至鲁南多弧面浅浮雕。本期画像在表现形式上往往车辆、庭院和一些

大幅画像均系用三度立体空间来表现，整列成对的车轮全部用这种方

法。曲阜旧县村的一幅“庄园图”，由外向内，双阙、大门、三进院

落重深，立体感较强；武氏祠的“水陆攻战图”采用鸟瞰俯视和散点

透视的方法，描绘了一幅车骑兵马在桥上桥下、桥左桥右，还有桥上

远处激烈壮观的交战画面，给人纵深远近的三度空间透视感。画像中

出现成对或多对的马匹骑吏、步卒和个体人物的重叠、遮挡关系皆较

前组突出。武氏祠一幅“荆轲刺秦王”，一人被荆轲遮住全部身体，

只露出头和臂。人物四分之三侧面刻画亦较前组成熟。在题材内容上

可谓是丰富多彩，反映自然天文现象的大量出现，如武氏祠的“北斗

七星图”。当时人们推崇的、追求的、祈祷的、想象的思想道德、迷

绪　论

武氏祠出土画像原石之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