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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

其中以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住的时间最长
,

高宗还

死在东都
。

玄宗是生在东都
。

武则天为何长期住在神

都
,

是因为这里是陪都
,

但也有政治
、

经济上的原因
,

也有个人生活上的问题
,

自从她残酷的杀死王皇后和萧

淑妃后
,

心中有鬼
,

恶梦缠身
,

慌恐不安
,

为躲避那梦

中缠绕的王皇后
、

萧妃
“

披发沥血
”

的冤魂
。

她自己

也说住在神都
,

不想回京师
。
⑥

根据以上史实
,

我认为西安是十四朝的古都
,

大周

应包括在内
。

近来我看到 19 85 年出版的 ( 洛阳市文物

志》他们把隋
、

唐
、

大周 (武周 )也列人在洛阳建都是

王朝
,

至此
,

洛阳就是十一朝古都
,

而我们西安包

括大周在内明明是十四朝古都硬要说成十三朝古都
,

否定大周王朝的存在
,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

2 0 0 5 年 5 月 2 7 日于西安

( 王翰章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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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建都西安一览表

朝朝代代 都城城 建都时间间 年数数 备注注

西西周周 丰镐镐 前 104 6一前 77 000 2 76 年年 由武王灭商至平王东迁迁

秦秦秦 栋阳阳 前 3 83一前 3 50 年年 34 年年 前加8年灭刻司
,

己为独玉发
,,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

前刃5年曲卿碳储附栩栩
咸咸咸阳阳 前 350一前 2 07 年年 1科 年年 甄布么刀年井都剥阳144 年年

西西汉汉 栋阳阳 前 2 02 一 200 年年 2 年年 不含在栋阳两年年

长长长安安 前 200一公元 8 年年 2 00 年年年

新新新 常安安 公元 8 年一 23 年年 15 年年年

东东汉汉 长安安 公元 10 9一 19 5 年年 6年年 汉献帝迁都长安安

西西晋晋 长安安 公元 3 12一3 16 年年 4 年年 西晋憨帝迁都长安安

前前赵赵 长安安 公元 3 19一32 9 年年 1 1 年年年

前前秦秦 长安安 公元 35 1一3 8 3年年 33年年年

后后秦秦 长安安 公元 38 4一礴 17 年年 34 年年年

西西魏魏 长安安 公元 53 4一5 56 年年 2 2 年年年

北北周周 长安安 公元 55 7一 5 8 1 年年 2 5 年年年

隋隋隋 大兴兴 公元 58 1一石 18 年年 38 年年年

唐唐唐 长安安 公元 6 18一石 90 年年 7 3 年年年

大大周周 长安安 公元 69 0 年一 70 5 年年 15 年年年

唐唐唐 长安安 公元 70 5一904 年年 199 年年年

总总计计计计 100 5 年年年

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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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

从明末到清嘉庆
、

道光年间的优

秀作品
,

留存的约有 60 余幅
,

而
“

娃娃类
”

就有 12

种 ; 南方年画的中心苏州桃花坞所印行的鸦片战争以

前的年画
,

在已经发现的 or s 种里
,

娃娃占 16 种④。

直

到今天
, “

娃娃
”

仍是民间年画最重要的种类之一
。

从

史料记载上看
,

隋代顾景秀即绘有《小儿戏鹅图乳五

代后梁验马者尉赵岳
,

有《小儿戏舞图》
。

他的画
, “

挺

然高格
,

非众人所及
。 ”

成都人财行能
,

画工婴孩
, “

得

其精要
” 。 ⑤宋代画家刘宗道

, “

作照盆孩儿
,

以水指影
,

影亦相指
,

形影自分
” ,

十分生动有趣
。

以绘制娃娃而

著名的画工杜孩儿
, “

在政和间
,

其笔盛行而不遭遇
。

流落荤下
。

画院众工
,

必转求之
,

以应宫禁之需
” ⑥ 。

所以现在传世的宋代无款的
“

婴戏图
” ,

或许就出自像

杜孩儿这样的民间画工之手
。

擅长儿童题材的苏汉

臣
, “

制作极工
,

其写婴儿
,

著色鲜润
,

体度如生
,

熟

玩之
。

不窗相与言笑者
,

可谓神矣
” ⑦ 。

见于著录的这

类绘画名 目更多
,

如 (( 子孙和合图 ))( 佚名 )
、

((宜男图》

(李从训 )
、

《击乐图 》 (苏汉臣 )
、

《婴儿戏浴图》 (苏汉

臣 )
、

《婴儿斗蟋蟀图 》 (苏汉臣 )
、

《小儿迷藏图 》 (佚

名 )
、

《婴儿斗蓄图 》 (佚名 ) 等
。

这类题材的盛行
,

为

以后民间年画中
“

娃娃类
”

内容的形成准备了充足的

条件
。

洞耳壁画中的
“

童子戏花图
” ,

承袭了唐宋以来
、

特别是宋代流行的这类题材和形式
,

是
“

娃娃类
”

绘

画在元初蒙统区的重要遗迹和发现
。

其内容和类型在

它前后时代均有相类似者
。

例如清代的谢垄曾亲见一

幅宋
·

苏汉臣的
“

婴戏图
” 。

事见其所写《书画所见录 》
“

汉臣
,

开封人
,

宣和画院待诏也
。

见吴市长古董家藏

有一卷
,

画彩色荷花数枝
,

婴儿数人
,

皆赤身系红兜

肚
,

戏舞花侧
。

弟所奇者
,

花如碗大
,

而人不近尺
。

其

一种古雅之致
,

竟莫与比
。 ” ⑧这些描述

,

与洞耳壁画
“

童子戏花图
”

中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
。

这一方面说明

洞耳的图是承袭了宋代像苏汉臣这样的画家或画工们

的传统 (包括画样
,

当然也会有所发展 )
,

同时也说明
,

在谢荃所处的时代
,

依然有苏汉臣的类 年画中
“

娃娃

画
”

的绘画作品流传
,

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年画的创

作
。

据中国年画史家钱杏邮先生在其《中国年画发展史

略》中考证
,

北方的杨柳青年画
,

由于接受了宋
、

元
、

明的绘画传统
,

并受清代画院木刻画的影响
,

在明末

至清代鸦片战争之前刊印的
“

娃娃画
” ,

大都幕写苏汉

臣及宋代画院的画本
。

与上述情况相符合
,

从杨柳青

在这个时期内留存的此类作品中
,

也可以看出
,

它的

大粉娃娃画
,

有不少画幅在内容和形式上
,

都与洞耳

的
“

童子戏花图
” ,

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

如
“

莲笙 (生 )

贵子
” 、 “

麒麟送子
” 、 “

莲年有余
” 、 “

鱼水千年合
”

等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

都以身穿兜肚的胖娃娃为主体
,

在娃娃手中或身旁配置莲花
、

牡丹或与文字相谐的其

他一些吉祥物
,

构图饱满匀称
,

装饰性强
,

并透出浓

浓的吉庆味
。

前后相印证
,

使我们大体上可知
,

洞耳

的这四幅画
,

不仅上接唐宋优秀的人物画和北宋以来

流行的风俗画中
“

婴戏
”

图的传统
,

而且在纯绘画方

面
,

也无可置疑地开了明末清初为其盛期的大粉娃娃

年画的先声
。

为什么在不同时代会出现像
“

婴戏
”

图这样相同

题材或相同类型的画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它表达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

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思想和要求
,

( 舜



是民间的实际需要
。

特别是在分裂割据和战乱结束之

后
,

人民迫切需要安居乐业
,

休养生息
。

同时由于战

乱所造成的劳动力急剧下降
,

统治者也提倡生儿育女
,

人财两旺
。

宋初开始流行的
“

婴戏
”

图和清初盛行的
“

娃娃样
” ,

正是其在绘画中的具体表现
。

第二
,

有画

本在代代传承
。

中国绘画向有
“

传移模写
”

之风
。

这

又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后世画家或画工们摹写前代

画家或画工的作品
。

例如根据前代画本
“

过稿
”

而来

的所谓
“

唐幕本
” 、 “

宋幕本
” ,

或利用前代
“

小样
”

画

本而创作的既有继承
,

又有发展的作品
。

另一种是画

家或画工将自己创作的一个画样复制
“

数本
”

或
“

数

百本
” ,

或刻版印刷千百张
。

例如宋代画家刘宗道
,

每

出一画样
,

必复制数百本
,

然后于当日在市上出售⑨
。

利用刻版印刷来复制作品
,

则与北宋以来雕版事业的发

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这就是出现这种相同题材或相同类

型
,

如
“

婴戏
”

图等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绘画样式的

基本原 因
。

陕西蒲城在元蒙统治区出现
“

童子戏花
”

这样的

年画图式
,

可能有着地域上的原因
。

根据中国雕版印

刷史
、

中国绘画史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迹等种种迹

象来看
,

洞耳的这四幅图似乎与宋
、

金时期晋西南地

区具有早期年画性质的绘画有着如丝如缕的联系
。

首

先
,

金代山西平阳 (今临汾 ) 一带是当时雕版印刷

和北方年画的中心
,

所谓
“

平水系
” 、 “

平水版
”

即指此
。

北宋开封城陷后
,

金人将宋室王孙贵族掳去

北方为奴
,

而将刻工画匠等有手艺者迁徙到平阳
。

从

此平阳取代开封成为北方刻书和年画的中心。 。

19 0 8

年出土于宋西夏 国黑水城 (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

旗 ) 的两幅年画
“

四美图
”

( 又名
“

隋朝窈窕倾国

之芳容
”

) 和
“

义勇武安王位
” ,

即分别由
“

平阳

姬家
”

和
“

平水徐家
”

刻印
。

近年在陕西西安碑林发现

的
“

东方朔盗桃图
” ,

据研究者认为
,

也具有
“

平水系
”

风格
。

说明在宋
、

金时期
,

平阳的这类具有年画性质的

画
,

已经影响
、

发展到陕西等更为广阔的西北地区
。

其

次
,

宋代山西绛州 (今新绛 ) 也是当时流行的风俗画

和娃娃画的产地之一
。

宋代的画商就常到绛州去买画
,

然后再运到开封和各地出售 。
。

按山西平阳
、

绛州均在

晋西南
,

与陕西蒲城仅一河之隔
,

更与洞耳女墓主原

籍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 ) 相毗邻
。

这两个地方至今仍

是年画的重要产地
,

并有不少年画旧样散落民间
。

所

以从地域上看
,

洞耳的这四幅婴戏图
,

是很有可能受

到宋
、

金时期晋西南年画影响的
。

当然其源流的最终

确定
,

还要等待更多新的发现才能逐步清晰起来
。

元代纯绘画性的婴戏图迄今发现很少
。

洞耳的这四

幅图为我们了解早期年画的发展状况增添了可贵的实物

资料
,

所以它对年画史研究的意义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

( 孙大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

注 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陕西 蒲城洞 耳村元代

壁画墓 》
,

图四
,

《考古与文物 》 20 00 年第 1 期
。

②扶余 市博物馆 : 《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第二

次清理简报 》
,

(( 文物 》 1 9 9 6 年第 11 期
。

③傅宗德
、

周成训 : 《辽宁喀左县孤山子出土一

批元代 器物 》
,

《考古 》 1 9 9 0 年第 4 期
。

④阿英编著 : 《中国年画发展史略 》
,

朝花美术

出版社
,

1 9 5 4 年 6 月初版
。

⑤宋
·

郭若虚
:

《图画见闻志 》 卷二
·

纪艺上
。

⑥ 0 宋
·

邓椿
: 《画继 》 卷六

·

人物传写
。

⑦明
·

顾炳 : 《画语 》
。

⑧黄宾虹
、

邓实编 : 《美术丛书 》 四 集第十样
,

神州国光社
,

1 9 4 7 年第 4 版
。

⑨邓椿: 《画继 》卷六
·

人物传写
: “

刘宗道
,

… …

每作一扇必画数 百本
,

然后 出货
,

即 日流布
,

实恐

他人传模之先也
。 ”

L郭味菜编著 : 《中国版画 史略 》
,

朝花美术出

版社
,

1 9 6 2年 12 月第 1版
。

其时北方刻书的中心还

有燕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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