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兔中的陶俑破坏
、

被盗十分严重
。

以

第一天井西完为例
,

在高 1
.

40 米
、

大小不

到四平方米的空间里就放置了二百余件葬

品
,

数目之多
、

密集程度之高十分惊人
。

所
`

有的陶俑分上下两层置放
,

上层是由底部

四根立柱支撑的架板构成
。

架板之上全部

为骑马俑
,

排列阵势为左
、

右两翼
、

后翼

各放置两排骑马俑
,

方向均朝中间 ; 而中

间部位的骑马俑则从左向右
、

从里而外排

列
,

显得很有规律
。

下层放置的陶俑
,

在

左
、

右两翼
、

后翼均排放两排骑马俑
,

头

朝向中间部位
,

这一点与上层相同
,

中部

则全部为彩绘男立俑
,

十分密集
,

由里到

外
,

从左到右
,

将冠帽
、

服饰
、

服色相同

者集中在一起而摆设
。

把这些数目巨大的

彩绘陶俑集中在一个壁完之中而 巨分上下

两层
、

有序排列的方法颇为少见
。

从其他

几个壁皇的残留迹象看
,

我们同样可以说

明其至少是分为上下两层结构的
。

每一种陶俑其所在的类型群中
,

它们

的造型基本相同
,

当然不排除个体局部所

存在的细微差别
。

每一类型群中陶俑的高

低
、

长短
、

宽窄甚至肥瘦都几乎完全相同
。

如风帽男立俑的规格
,

通高在 28
、

宽 7
.

5厘

米左右 笼冠男立俑高 28
.

6
、

宽 9 5厘米左

右 ; 帷头男立俑高 犯
、

宽 10
.

5厘米左右 ;

小冠男立俑高 30
、

宽 6
.

4 一 7
.

4 厘米左右
。

头

戴幢头的男骑马俑高 32
、

宽 10
.

5
、

长25 厘

米左右
。

戴笼冠
、

小冠
、

花冠的男骑马俑

也各自存在着大小相同的规格
。

这说明了

在陶俑制作方面渐渐趋于系列化
、

标准化
使生产者有了统一的参照标准

。

彩绘装饰方面
,

几乎每件陶俑都施有

彩绘
。

呈现的颜色主要有红
、

黄
、

白
、

褐
、

黑
、

绿
、

蓝等
。

红
、

褐
、

蓝主要用作陶俑

身上衣服的底色
,

白
、

绿主要作衣服上的

点缀图案
,

黑色用以勾勒眉
、

须
、

腰带等
。

唇部均以朱红涂抹
,

使得每件陶俑都显得

丰富多彩
、

栩栩如生
。

陶俑的制作手法方面继承了秦汉以来

的传统制作
_

L艺
,

采用了合模
、

堆贴
、

捏

塑
、

粘接
、

刮削
、

切割等技术
。

陶马身上



常常使用
“

铁骨
”

以便支撑和紧固
。

立俑

多采用捏塑及合模
,

五官及衣纹等利用刀

刻
、

刮削手段表现
。

粘接处多被凿成凹凸

不平的条纹便于粘接牢固
。

整个陶俑群体

凝聚了技艺娴熟的工 匠们卓越的智慧
,

反

映了盛唐时期高超的陶俑工艺
。

各类陶俑群之间除 了冠帽
、

服饰
、

姿

态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外
,

即使在同类陶俑

群之间
,

人物的面部表情与个性特征都表

现的相当突出
。

如头戴蹼头的男立俑中
,

有的明显带有胡人特征
,

方睑
、

阔鼻
,

前

额突出
,

两颊隆起
、

嘴唇厚重
,

双 目大睁
、

络绍大胡 ; 有的则眉清日秀
、

系典型的汉

人特征
。

头戴小冠的男立俑则显出一副老

臣面孔
,

目光滞呆
,

满脸愁容
,

眉毛紧皱
,

似有满腹愁思却难以启齿
。

而头戴笼冠的

男立俑则挺胸昂首
,

面部庄重严肃
,

十分

精神
。

骑马俑中
,

有的精神高度集中
,

直

视前方 ; 有的双目紧闭
,

表情严肃
,

作沉

思之态 ; 有的挺胸昂首
,

手持僵绳
,

呈待

命而发之状 ; 有的则面带笑容
,

十分随

和
,

一副悠然 自乐之姿
。

这一批陶俑
,

由于有着明确的纪年
,

即唐开元十二年
,

所以其表现出的时代特

征可以作为判断
、

鉴别唐代陶俑的一个参

照标准
。

规格大小
、

造型特征
、

制作技术
、

彩绘装饰诸方面都可以作为比较
、

研究的

根据
。

总之
,

陕西蒲城唐惠庄太子墓出土的

这批彩绘陶俑为研究唐代服饰制度
、

丧葬

习俗及当时的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重要的

材料
,

同时也是令人击节赞叹
、

艺术水平

极高的文物珍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