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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乾陵石雕体现出的人生认识论

赵 娥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陕西 西安

摘 要 透过现存乾 陵石雕群
,

我们 能够认识到古老 民族千年来积淀下的这种墓葬形式特有的创造与追求
。

乾陵石雕群寄托着

当时统 治阶级的天命观
,

体现着他们的 审美观念与墓葬观念
。

陵园即是居住着死者的灵魂
,

满足着死者在阴世间像现实生活 中的

一切所 需
。

他将与神灵 为伴
,

他将在大 自然 中更 自由地驰骋以 达到最高愿望
。

陵园雕刻群则 以直观的物 象实体连接着生死
,

真实地

沟通 了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
,

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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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 的女皇武则天的合 着可疑性
,

但这种长命百 岁的永生愿望表现了朴素认识的本

葬陵
,

位于陕西乾县梁山
。

如今
,

看着昔日辉煌 的石雕群脑海 能需求
,

因 此它 一直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

以传统的对生命

中便浮现出大唐的辉煌
。

乾陵石雕结束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认识为基点
,

人类将自身生存状态划分为阳和阴两个大的阶

自由洒脱之风进而走向高贵厚重
,

气势宏伟
。

乾陵石雕群寄托 段
,

阳寿是有限的而阴寿则是无限的
,

从而与佛教的轮回转世

着当时统治阶级的天命观
,

体现着他们的审美观念与墓葬观 之说一拍 即合
。 “

众生必死
,

死必归土
,

此之谓鬼
” 。

《礼祀
,

祭

念
。

在高度秩序化的时代趋势下造就出了 陵寝风格新的复兴
,

义 》在佛教中鬼则被认为是阴间世界中能独立活动的生命实

造就了乾陵石雕群的设置部局
、

审美倾向和造型特点与人生 体
。

我们把这种认识进一步延伸便产生了生存需要条件的同

认识论
。

构认识
,

换句话说
,

就是人在阳世所需要的一切在阴间同样需

透过现存乾陵石雕群
,

我们能够认识到古老民族千年来 要
,

像如吃
、

住
、

行
、

娱乐等一应俱全
。

墓葬的主要职能之一也

积淀下 的这种对墓葬形式特有的认知
、

创造与追求
。

这里就涵 就是满足这种需求
。

有着朴素而真诚的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

天人关系的认识
、

神灵 先哲的心目 中人的生命之所以是永恒的
,

是因为天地之

崇拜等各种心理
。

中国古代
,

墓葬是凝聚着复杂观念并且是在 永恒
,

天地与人合而为一
。 “

人者
,

其天地之德
、

阴阳之交
、

鬼神

物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实体
。

在人类精神生活中
,

墓葬这 之会
、

五行之秀气也
” 。

天人相通的理论观念发源于孟子
。

成于

种特有的观念制度和形态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

出于各种 宋代的道学 张岱年 《中国哲 学大纲 》
。

在宋代明确提出
“

人与

复杂交织的观念意识
,

人类把生与死这两大生命过程的后段 天地一物也
”

的思想
。 “

天人合一
”

的哲学认识是中国传统墓葬

都寄托于陵墓
。

形式的理论基础
。

在中国古代
,

有一系列对自然现象
、

规律的

一
、

凝固的艺术 迷信认识
。

在唐代社会的造型审美心态中
,

人们崇尚丰满
、

健美
、

刚 在上述复杂因素交织构成的基础上
,

透过乾陵石雕我们

强的形象
,

也崇尚力的凝聚形象
。

乾陵石雕充分利用青石质地 可以知道
,

陵园 即是居住着死者的灵魂
,

满足着死者在阴世 间

在圆雕基础上刻意追求丰满强健的形象与感染力
。

乾陵
“

六十 像现世生活中的一切所需
。

死者是永生的
,

他的仪卫仆从们也

一蕃臣像
”

和
“

翁仲
”

身上 我们可以体味到所洋溢着的那种雄 是永生的
,

他将在虚幻世界中依然享受着人世间的地位
、

权

强奋发
,

时代的审美追求
。 “

翼马
” “

石狮
”

肌肉肥壮饱满有力
,

力
、

荣华富贵
。

他将与神灵为伴
,

他将在大自然中更自由地驰

人物的躯体高大宏伟
,

这些都区别于宗教雕刻中天王 的夸张 骋来达到最高愿望
,

陵园雕刻群则以直观的物象实体连接着

肌体
,

也有别于佛教里佛像身形的圆润含蓄
。

乾陵石雕具有它 生死
,

真实地沟通了
,

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
,

达到天人合一的

独特之处即朴实无华的魅力
,

庄严宏伟
,

直入人心扉
。

显示出 境界
。

唐代陵园石雕艺术的主旨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

生死之

皇权的威严
。

间
、

天地之间提供一个可以直观维系的中间层次
,

达到对生命

与死亡界限的遮蔽
。

这些都体现了王权统治的欲求
,

和对生命

的欲求
,

而造型艺术是满足这种欲求的中间手段
,

工 匠们运用

造形艺术的表现方法在满足这种欲求的同时也满了审美创造

的欲求
。

具 与 祠 , 甲

二
、

天人合一
,

生命的永恒

生命是永恒的这种认识是中国 传统墓葬观念的重要支

柱
。

先民相信
,

当人的肉体死亡后
,

灵魂会脱离肉体继续存在
,

种种千奇百怪的灵魂
,

鬼神传说和记载都体现了人类的这种

信念与实证的不限努力
。

虽然这种实证的结果长期以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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