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保当 11 号汉画像石墓门柱图像辨正

贺 西 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

考古工作者系

统发掘了陕北榆林地区神木县周围的 10 多

座东汉中后期的画像石墓
,

其中很多墓葬中

的画像石上都保存着丰富艳丽的彩绘
,

尤其

是 M n 左 (东 )
、

右 (西 ) 两门柱上的两幅

画面特别引人注目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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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西神木大保当 M ll 墓门

左 门 柱保存 完整
,

高 116 厘 米
、

宽

33
.

5厘米
。

上段刻画一双层楼阁
,

屋 沿上

立朱雀
,

上层阁内有对坐的男女二人
,

下层

迎面绘一朱雀 门
,

楼侧还有两个羽人
。

中下

段表现了一个长着鸟足和细长尾 巴的神
。

神

为男子形象
,

唇上留八字须
,

肩插羽毛
,

下

着羽裙
,

头戴羽饰朱冠
,

身着朱衣
,

手中执

矩
,

胸前置日轮
,

日中绘三足乌
。

神的脚下

是一形体较小的青龙
,

神旁边是一直立持桨

戟的青龙
。

右 门柱残高 6 9 厘米
、

宽 33 厘

米
,

上段残缺部分图像可能与左门柱上段类

似
。

现存中下段图像与左门柱图像对称
,

构

图也完全一样
,

右边绘一长着鸟足
、

垂有细

长尾 巴的神
。

此神为女子形象
,

头给双髻
,

肩报羽翼
,

下穿羽裙
,

一手执规
,

胸前置月

轮
,

月 内绘蟾蛛
。

神的趾下是一形体较小的

白虎
。

画面左边为一直立状白虎
,

白虎三爪

执桨戟
,

面向神
。

画面刻绘结合
,

造型简洁

质朴
,

色彩艳丽和谐
。

关于两门柱上神抵的考定
,

原报告及图

录专论均排除了其为伏羲
、

女蜗 的可能性
,

进而推断左门柱上是东方句芒
,

右门柱上是

西方暮收①
。

笔者不同意上述看法
,

认为左

门柱上的神恰是伏羲
,

右门柱上的神正为女

蜗
。

两门柱上的神抵不为句芒
、

薄收的主要

理由在于
:
首先
,

该图像与文献中描述的句

芒
、

暮收形象不符
。

从早期文献记载看
,

句

芒最主要的特征为人面鸟身
,

其身份是太啤

之佐
,

神性兼东方神
、

春神
、

木神于一体
,

具有主生 的功能②
。

薄收的主要特征有二
,

一为人面虎爪
,

一为泵首纵目
,

其身份是西

方少啤之佐
,

神性兼西方神
、

秋神
、

金神于

一体
,

具有主刑杀 的功能③ 。

对照门柱 图像

与文献记载
,

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
:
一

、

文献中记载

的句芒为人面鸟身
,

但并未言其长有细长的

尾巴
,

门柱画像石上的句芒虽 羽裙
、

鸟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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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垂着长长的细尾
。

二
、

文献中描述的薄

收为人面虎爪或猪首纵目
,

而门柱画像石上

的形象则是羽裙
、

鸟趾
。

三
、

文献中所记载

的句芒和薄收均不为女性神
,

而门柱画像石

上的两神则为一男一女
。

其次
,

两门柱上的神抵形象与汉代墓葬

绘画中出现的句芒
、

葺收图像也相去甚远
。

被认为是句芒和薄收的图像显见于两座汉代

壁画墓中
,

一是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
,

二

是洛阳西汉 卜千秋壁画墓
。

金谷园新莽墓后

室东壁南段壁眼处隔柱相对的两砖一绘人面

鸟身神
,

一绘人面虎躯神
。

原报告考定两神

分别为句芒 和 薄收④
,

其结论 已被学 界认

同
。

另外
,

卜千秋墓墓门内上额 (东壁 ) 长

方形空心砖上也有一面 目清秀
、

长耳平伸
、

修颈硕体
、

羽翼华丽 的人首鸟身神
。

与之相

望的主室后壁 (西壁 ) 山墙上方中央则绘一

鼓目大耳
、

膀肥腰圆
、

赤膊裸足的猪首人身

神
,

笔者认 为 这 两 种 亦 分别为 句芒 和暮

收⑤
。

大保当 M n 两 门柱上 的神抵形象与

上述两座壁画墓中的句芒
、

薄收图像显然存

在较大差别
。

排除了该墓两门柱上的神为句芒
、

暮收

外
,

再从其怀揽 日月的形态
、

相互对应的位

置及其手执规矩的样式看
,

两神当为调 阴

阳
、

法天地
、

化万物的主神
。

而在汉代的众

神谱系中
,

能担当上述重任的神又能是哪两

位呢 ? 看来非伏羲
、

女蜗二神莫属
。

首先
,

从两神与 日月的结合
、

明确的男女特征及其

所处位置看
,

两神当为阴
、

阳之主掌神
。

日

为大阳之精
,

月为大阴之精⑥
,

能与大阳和

大阴之精相匹配的只能是阳帝伏羲和阴帝女

蜗
。

《帝王世纪》
: “

厄镶氏
,

… …继天而生
,

首德于木
,

为百王 先
。

帝出于震
,

未有所

因
,

故位在东方
。

主春
,

象 日之明
,

是称太

昊
” ⑦ 。

《论衡
·

顺鼓篇》
: “

众阴之精
,

月也
。

方诸乡月
,

水 自下来
。 … … 雨不霏
,

祭女

蜗
,

于礼何见 ? 伏羲
、

女蜗俱圣者也
,

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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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而祭女蜗
,

《春秋》 不言
,

董仲舒之议
,

其故何哉 ? … … 图 画女蜗之象
,

为妇人之

形
,

又其号日女
。

仲舒之意
,

殆谓女娟古妇

人帝王者也
,

男 阳而女阴
,

阴气为害
,

故祭

女蜗求福佑也
’ ,
⑧

。

《淮南子
·

览冥训》 高诱
注 :

“

女蜗
,

阴帝
,

佐虑戏治者也
” ⑨ 。

《帝

王世纪》
: “

太昊帝厄镶氏
,

风姓也
,

蛇身人

首
。 · · · · ·

一号雄皇 氏
。 ”

接着又说
: “

女蜗

氏
,

亦风姓也
,

承厄镶制度
,

亦蛇身人首
。

一号女希
,

是为女皇
’ ,
。 。

上述文献记载不

仅表明了伏羲
、

女蜗与日
、

月的联系
,

同时

还暗示出两神之间所特有的对应关系
。

有学

者更明确地点出对汉代思想有重大影响的

《淮南子》 中多处提到的被冠以阴
、

阳之主

的二神
、

二皇即指伏羲
、

女娟 0
。

其次
,

两神手执规矩则具有莫定乾坤
、

整伤秩序
、

规范法度的象征意义
。

进一 步

说
,

这种神当是宇宙
、

万物的化生者和社

会
、

人文的开创者
。

在汉代
,

具备上述功能

的主神无疑应首推伏羲
、

女蜗
。

关于伏羲
,

《易
·

系辞下》 曰
: “

古者包雄氏之王天下也
,

仰则观象于天
,

俯则观法 于地
,

观鸟兽之

文
,

与地之宜
,

近取诸身
。

远取诸物
,

于是

始作八卦
,

以通神明之德
,

以类万物之情
。

作结绳而为网署
,

以佃以渔
,

盖取诸离
。 ’ ,
。

《拾遗记 》 还说
: “

春皇者
,

危吸之别号
。

… …礼仪文物
,

于兹始作
。

去巢穴之居
,

变

茹腥之食
,

立礼教 以导文
,

造干戈以饰武
,

丝桑为瑟
,

均土为琐
,

礼乐于是兴矣
。

调和

八风
,

以画八卦
,

分六位以正六宗
。

于时未

有书契
,

规天 为图
,

矩地取 法
,

视五 星之

文
,

分暑景之度
,

使鬼神以致群祠
,

审地势

以定川岳
,

始嫁娶以修人道
’ ,
。 。

《汉书
·

魏

相传》 明确指出
: “

东方之神太昊
,

乘震执

规司春
’ ,
。

。

女蜗 执规还是握矩虽 未明示于

文献
,

但其作为开天辟地
、

化育万物的人文

始祖的地位 自然与当与伏羲比肩
。

《淮南子
·

览冥训》
: “

往古之时
,

四极废
,

九州裂
。

天



下兼夜
,

地不周载
。

… …于是女蜗炼五色石

以补苍天
,

断蟹足 以立 四极
’ ,

。 。

《说文 》
:

“

娟
,

古之神圣 女
,

化万 物者也
’ ,
L

。

另 外

《风俗通义》
、

《世本 》 等文献还提到其传土

造人
、

配置婚姻
、

制作笙簧的伟大业绩。
。

再就是
,

汉代一些文献
,

如 《春秋运斗

枢》
、

《春秋元命苞》 均把伏羲
、

女蜗置于三

皇之 中⑥
,

另外 《汉 书
·

古今人表 》 更是开

卷首列伏羲
、

女蜗二神
。

由此可见
,

伏羲
、

女蜗传说在汉代的影响力很大
,

两神的地位

和威望都非常高
。

如果说文献记载还不足以说明该墓两门

柱上的神为伏羲和女蜗的话
,

那么众多汉画

像砖石
、

墓室壁画以及汉以后其它绘画中的

图像则为我们认定这对神抵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
。

一
、

汉画像砖石和墓室壁画中擎 日
、

月

或近 日
、

月的人身龙 (蛇 ) 尾形象大多已被

公认为伏羲
、

女蜗二神
。

二
、

东汉武梁祠西

壁第二层最右边刻有人首龙躯
、

相互交尾的

两神
,

其中一神执规
,

一神握矩
。

画面左侧

附榜题十六字
: “

伏戏仓精
,

初造王业
,

画

卦结绳
,

以理海 内
’ ,

。
。

据此
,

学者普遍认

为汉画像砖石 中大量手执规
、

矩或交尾或对

应的人首龙躯形象即为伏羲
、

女蜗
。

三
、

与

大保当画像石墓两门柱上的神非常类似的怀

揽 日
、

月和手执规
、

矩的神抵图像在汉和汉

以后的墓葬绘画和石窟壁画中尚可见到
。

如

19 7 2 年山东 临沂 白庄东汉画像石墓 中就出

土这两块刻有类似神抵的画像石
,

其中一块

的上部刻一人身龙尾
、

怀抱 日轮
、

右手执规

的男神
,

日轮中有三足乌和九尾狐
。

另一块

的上部刻一人身龙尾
、

怀揽月轮
、

左手握矩

的女神
,

月 轮 中有蟾蛛 和 玉 免④
。

还 有
,

1 972 年嘉峪关 1 号曹魏墓 出土的两个棺木

上也有胸前置 日轮和月轮的神抵图像
。

两棺

棺盖内面通体绘云纹
,

两端对应处分别朱绘

人首龙躯并怀揽 日
、

月的男
、

女二神。 (图

2 )
。

再就是
,

敦煌莫高窟 285 号西魏窟窟顶

东坡摩尼宝珠两侧一侧绘人首龙躯
,

一手执

矩一手拿墨斗
,

胸前置 日轮的神抵
,

日中藏

有金乌 ; 另一侧绘人首龙躯
,

两手各举 一

规
,

胸前置 月轮的神抵
,

月 中含有蟾蛛④
。

以上三例图像每例中的两神均被认定是伏羲

和女蜗
。

邂邂缨塾黝黝黝
”” , ,,

鉴鉴望色基编遨;撅一垂争
户

衅勘翩翩
犷犷橇廊毓钱钱亘嘴黔气

、、

弩花二叠莎寻藻料律律
默默韭纂笋鹦耀绮罐盘睡犷褶飞诊诊

图 2 伏羲
、

女蜗 甘肃嘉峪关 1 号曹魏墓两棺盖内面漆面



总之
,

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综

合分析
、

判断
,

神木大保当 M n 门柱上 的

神抵不应为句芒
、

薄收
,

而是伏羲
、

女蜗
。

具体而言
,

左门柱上的男神为伏羲
,

执矩抱

日象征主阳
,

其下的青龙标识东方 ; 右门柱

上的女神应是女蜗
,

执规怀月象征主阴
,

其

下的自虎标识西方
。

左门柱上呈立姿
、

持桨

戟的虎则为执卫门户
、

镇墓辟邪的神灵
,

众

多汉镜铭亦云
: “

左龙右虎辟不羊 (祥 )
,

朱

爵 (雀 ) 玄武顺阴阳
。 ”

(贺西林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

注 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神

木大保当第 n 号
、

第 23 号汉 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载

《文物》 199 7
.

9 ; 韩伟
、

王 炜林 《浅议神木大保当新发

现的汉画像石墓》 载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 》

重庆出版社 2 0 0 0 年 l 月版
。

② 《墨子明鬼下 》 :
“

昔者郑穆公
,

当昼 日中处乎庙
。

有神

人门而左
,

鸟身
,

素服三绝
,

面状方正
。

郑穆公见之
,

乃恐惧奔
。

神 曰
“ `

无惧
,

帝享女明德
,

使予赐女寿十

年有九 ; 使若国家繁昌
,

子孙茂
,

毋失郑
。 ’

穆公再拜

稽首曰
: `

敢问神名?
’
曰 :

`

予为句芒 ” , 《山海经
·

海外

东经》 :
“

东方句芒
,

鸟身人面
,

乘两龙
。 ”

郭璞注
: “ 木

神也
,

方面素服
。 ”

《楚辞
·

远游》 :
“

撰余髻而 正策兮
,

吾将过乎句芒
。 ”
王逸注
: “

就少阳神于东方也
。 ”

《礼记
·

月令》:
“

孟春之月
,

… …其帝太峥
,

其神句芒
” 。

郑玄

注 :
“

此苍精之君
,

木官之臣
。

… …句芒
,

少峥氏之子
,

曰重
,

为木官
” 。

《吕氏春秋
·

盂春》 :
“

孟春之月
,

……

其帝太啤
,

其神句芒
” 。

高诱注
: “

名芒
,

少峥氏裔子 日

重
,

佐木德之帝
,

死为木官之神
。 ”

《淮南子天 文训》 :

“

东方
,

木也
,

其帝太啤
,

其佐句芒
,

执规而治春
。 ”

③ 《国语
·

晋语》 云 :
“

貌公梦在庙
,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
,

执锥立于西阿
。

… …觉
,

召史嚣占之
,

对曰
: `

如君之

言
,

则薄收也
,

天之刑神也
。 ”

《左传
·

昭公二十九年》
:

“

金正曰薄收
,

… …对 曰 :
`

少啤氏有四叔
,

曰重
,

曰

该
,

日修
,

日熙
,

实能金木及水
。

使重为句芒
,

该为葺

收
,

修及熙为玄冥
。 ” , 《礼记

·

月令》 :
“

孟秋之月
, , · ·

…

其帝少峥
,

其神薄收
。 ”

郑玄注
: “

此白精之君
,

金官之

臣
。

… …薄收
,

少啤氏之子
,

曰该
,

为金官
。 ”

(山海经

3 8

·

海外西经》 :
“
西方薄收
,

左耳有蛇
,

乘两龙
。 ”

郭璞

注 : “ 金神也
、

人面
、

虎爪
、

白毛
、

执截
。 ”

《吕氏春秋
·

孟秋》 :
“

孟秋之月
,

… … 其帝少峥
,

其神藤收
。 ”

高诱

注 :
“

少峥氏裔子 曰该
,

皆有金德
,

死托祀为金神
。 ”

《淮南子
·

天文训》 :
“

西方金也
,

其帝少昊
,

其佐薄收
,

执矩而治秋
。 ”

《楚辞
·

大招 》 :
“

魂乎无西
,

西方流沙
,

济洋洋只
。

系首纵 目
,

被发提只
。

长爪据牙
,

埃笑狂

只
。 ”
王逸注
: “

此盖薄收神之状也
” 。

④洛阳博物馆 《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 载 《文物参

考资料丛刊》 九
,

19 8 5 年
。

⑤关于 卜千秋墓前后两壁上神抵的定名学界尚存较大分

歧
,

后壁猪头神有方相氏
、

封子希
、

雷雨神诸说
:
前壁

人面鸟身神有王子乔
、

玄女
、

升仙之墓主像诸说
。

笔者

从图像于墓内位置并结合文献分析
,

认为两神分别是薄

收和句芒
。

参见拙作 《洛阳西汉 卜千秋基壁画的再检

讨》 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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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说文》 :
`

旧
,

实也
,

大阳之精
。 ”
张衡 《灵宪》 :

`

旧

者
,

阳精之宗
。 ”

《说文》 :
“

月
,

胭也
,

大阴之精
。 ”

⑦ 《初学记》 卷九 中华书局 19 6 2 年 1月版 第 1% 页
。

⑧ (论衡》 第 1 54 一156 页 录于国学社整理 《诸子集成》

(第七册 ) 中华书局 19 5 4年 12 月版
。

⑨高诱注 《淮南子》 卷六 第 95 页 录 于国学社整理

《诸子集成》 (第七册 ) 中华书局 19 54 年 12 月版

L 《太平御览》 卷 七十八 中华书局 19 60 年 2 月版 第

3 6 4 页
。

⑧闻一多 《伏羲考》 载 《神话与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9 7 年 1 月版 第 14 一巧 页
: 刘起舒 《古史续辨》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9 1 年 8 月版 第 80 页
。

O 《周易》 第八 第 55 页 录于 《汉魏古注十三经》 中

华书局 19 9 8 年 n 月版

0 《拾遗记》 卷一 中华书局 1 981 年 6 月版 第 1 页
。

。 标点本 《汉书》 中华书局 1 9 6 2 年 6 月版 第 3 139 页
。

⑥高诱注 《淮南子》 卷六 第 95 页 录于 国学社整理

《诸子集成》 (第七册 ) 中华书局 19 54 年 12 月版
。

L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

第 6 17 页
。

0 《太平御览》 卷七八引 《风俗通义》 曰 :
“

俗说天地开

辟
,

未有人民
。

女蜗传黄土作人
,

剧务
,

力不暇供
,

乃

引绳于 全亘泥中
,

举以为人
。 ”

《路史
·

后纪二》 罗苹注引

《风俗通》 日
: “

女娟祷祠神
,

祈而为女媒
。

因置错姻
,

行媒始此明矣
。 ”

《世本
·

作篇》 :
“
女姆作笙筑

” 。

L 《风俗通义
·

皇猫篇》 引 《春秋运斗枢》 日 :
“

伏羲
、

女

娟
、

神农
,

是三皇也
。 ”

《文选
·

东都斌》 李善注引 《春

秋元命苞》 日 :
“

伏羲
、

女娟
、

神农为三皇
。 ”

O蒋英炬
、

吴文棋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山东美术出



版社 1 99 5年 9月版
。

① 《中国美术全集
·

绘画篇 1 8
·

画像石画像砖》 图版 3 8
、

3 9文字说明 (蒋英炬
、

天文棋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 1 9 8 8年 4月版
。

⑧甘肃省文物队
、

甘肃省博物馆
、

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

《嘉峪关壁 画墓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 9 5 8年 1 0月版

。 敦煌文物研究所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一》 文物出版

社 1 2 9 8年 12月版
:
段文杰 《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

和外来影响》 载 《文物》 1 9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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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 0页 )

基于此
,

我们认为 M
, 的时代当在西汉 中期

稍偏晚阶段
。

叽 的陶器组合为鼎
、

罐
、

壶
、

灶
、

钵
。

陶鼎 同西 安龙首原 范南村西汉 早 期 呱
、

M1
2
、

sM
4
等出土的陶鼎有诸多相似之处④
,

钵形盖上凸起三乳
,

上彩绘三组涡云纹 ; 陶

壶同塔儿坡秦墓 cA l 式壶
⑤大体相似
,

明

显带有早期的遗风
。

所以
,

峡 的时代应 比

M l 要早一些
,

属西汉中期偏早阶段
。

呱 出土的釉陶罐
、

釉陶仓同咸 阳织布

厂汉墓所出的 llI B 式罐
、

11 式仓⑥及马泉镇

陕西二针西汉空心砖墓出土的釉陶罐和仓相

同 ; 小罐同咸阳秦遗址汉墓所出的W式罐相

似⑦
,

肩部均有一凸起的类似交 卦的符号
,

其时代当在西汉晚期
。

2
.

两座空心砖墓的特点

此次发掘的两座空心砖墓未被盗扰
,

保

存完好
,

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随葬

器物的陈列位置及一些习惯做法
:
墓室前部

左右两边放置木质车马明器
,

象征墓主人的

车骑出行或代表车厩 ; 后部陈放肉食和糜子

类谷物
,

棺前放置漆木方盘
、

耳杯
,

似为祭

奠而设
,

也可能象征宴饮 ; 棺内随身葬有铜

镜
、

带钩
、

耳勺等生前随身 日用品
。

陶器以

素面为主
,

不见釉陶器 ; 器物组合为 (鼎 )
、

罐
、

壶
、

灶
。

M
l 的墓室共使用了六种型号的空心砖
,

修造讲究
,

形体高大
,

是单室平顶空心砖墓

的一个典型代表
,

其完整的葬制和丰富的随

葬品对关中空心砖汉墓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翔

实
、

科学的新资料
,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执笔
:

绘图
:

拓印
:
魏 冰

注 释

①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 《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发掘报告》
,

《文博》 1 9 89年 1期
。

②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陕西第二针织厂空 心砖汉

墓》
,

《文博》 1 999 年 3期
。

③ 《洛阳烧沟汉墓》
,

科学出版社
,

1 959 年
。

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 《西安龙首原汉墓》
,

西北大学

出版社
,

1 9 9 9 年 12 月
。

⑤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塔儿坡秦墓》
,

三秦出版社
,

1 9 9 8年
。

剑画亘玉」
、

贺雅宜
: 《咸阳织布厂汉墓清理简报》
,

《考

古与文物》 199 5 年 4期
。

⑦咸阳秦都考古工作站 : 《秦都咸阳汉基清理简报》
,

《考

古与文物》 19 8 6 年 6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