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刻品位和数量也相 当可观
,

尤其陵前神道

两侧之石刻颇有承前启后的特点
。

永康陵石

刻雕造于初唐武德年间
,

是唐代陵墓石刻中

雕造最早 的一组
。

在唐以前
, “

秦汉 以来
,

帝王陵前有石麒麟
、

石辟邪
、

石象
、

石马之

属
” 。④据考古资料

,

东汉帝陵前有石象
,

南

朝帝陵前有石麟麟
、

石辟邪
、

华表
,

北朝帝

陵前有石兽
、

石人
,

永康陵前有华表
、

独角

兽
、

石马
、

石人及石狮
。

由此看来
,

从东汉

至魏晋南北朝
、

帝陵前石刻均未形成制度
,

到唐初永康陵前石刻种类和数量渐多
,

表明

其在前朝 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

对后来唐陵

石刻制度 的形成和完善当有一定影响
。

永康陵前石刻
,

从我国古代石雕艺术史

的角度来看
,

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
,

即既

有继承又有发展的风格
。

如华表和南朝帝陵

前的石柱
,

颇不一样
,

南朝石柱柱面为垂直

的瓜楞纹
,

柱顶饰有石兽
,

永康陵柱面为八

棱
,

柱顶 为宝珠
,

这是唐初 的一种 改新作

法 ; 永康陵前的独角兽
,

和北朝西魏文帝元

宝炬永陵前的石立兽
,

大同小异
,

有继承有

改进
,

二者头似狮虎
,

身像骡马
,

唯永康陵

的头顶有独角
,

腹下有云山 ; 永康陵前的石

马
,

雕刻技法
、

表现形 式 写 实性 强
,

鞍
、

搏
、

攀胸
、

翰带
、

障泥具备
,

乃是墓主人生

前所乘的真实写照
,

因此前尚未发现过帝陵

前石马雕刻 (西汉霍去病墓前有马踏匈奴石

刻
,

属人臣墓
,

非帝王陵 ) 所以无法作对 比

研究
,

永康陵前的石马是唐代帝陵前列置石

马的创始
,

对后世颇具影响
。

永康陵前的石

人
,

亦颇有时代作风
,

与北魏孝庄帝元子枚

静陵前石人相 比大体相同
,

二者均为柱剑武

官形像
,

但衣着装饰
、

神态表情不大一样
,

永康陵石人形象对后世帝陵前列置石人的造

型影响很大
。

永康陵前的石狮造型
、

表现技

法
,

多继承北周石狮的特点
。

永康陵前石雕

接受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也较突出
,

如华表

的柱头部分
,

雕有搜莲八棱盘
、

仰莲盆及火

焰宝珠等乃是佛教特有的艺术形式
。

永康陵

前石狮的设置
,

也与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有着

密切 的关系
。

佛教对狮子极为崇拜
,

佛教经

典 《智度论》 说
: “

佛为人中之狮
” ,

凡佛所

坐之床或地
,

皆名 狮座
,

文殊菩 萨骑着 狮

子
,

以显示神威和智慧
。

佛教由印度于东汉

时传人中国后
,

佛教关于狮子的传说故事及

石雕狮子工艺也传人中国
,

对中国石雕艺术

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雕刻各种形象的狮子作

为装饰
,

大凡宫殿
、

官署
、

宅第
、

宗祠
、

寺

院
、

庙宇
、

帝王 陵园重要建筑等 均置石狮
,

藉以烘托气氛
,

显示威严
。

帝 陵前置石狮
,

始于南朝帝陵前的石辟邪 (石狮 )
,

到唐初

永康陵前置石狮是继承前代的作法
,

但其对

后世于帝陵前乃至陵园四神门均置石狮 的制

度影响极深
。

注 释 :

①永康睦的陪葬墓情况
,

系根据三原县文物局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登记表及笔者调查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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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室世 系表》
。

③ 《唐代先祖李虎墓 )
,

《人民政协报 ) 199 7 年 10 月 29

日第 4 版
。

④唐演 :
(封氏闻见记》 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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