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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两 汉 时 期 是 中 国 古 代 农 业 文 明 发 展 的 一 个 高 峰

期，也是中原文明向周边地区高速辐射的一个时期，各

种艺术门类在这个时期均大放异彩。其中，地处陕北神

木大保当的汉代画像石以其特殊的地域环境、 历史背

景及其造型艺术特色和精神风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此类画像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二、 大保当汉画像石所处的特殊地域环境

及历史条件

大保当汉代城址位于陕西省北端神木县西南隅大

保当镇任家伙场村老米圪台附近， 东距大保当镇约 1
公里。 汉画像石墓群位于城址南部约 2 公里的榆神公

路（302 国道）两侧。 在对该汉画像石墓群的两次考古

发掘中共出土画像石 60 余块。此墓群是目前所知此类

墓葬分布的最北端， 扩展了陕北地区画像石的版图分

布范围。

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群所在区域， 地处陕北黄土高

原与毛乌素沙地过渡地带的东段。 地理地貌属于风沙

草滩地，为秃尾河流域范围。发掘报告称：秃尾河从大保

当北侧流过，原属秃尾河支流的野鸡河。由于沙浸，已经

基本成了内流河，水量虽小但长年不息。 其两侧平缓的

滩地是大保当最为富庶的地方， 适于农耕和放牧。 ①见

（图 1）对大保当汉代城址试掘时发现，每个夯层之间都

夹一层细沙，城壕内汉代堆积层下发现了间歇成层堆积

的沙层，并且在第三层堆积中发现有大量的含沙。 在画

像石墓的部分发掘中， 也发现了第三层是风成沙层，为

纯净黄沙，且在封土之上。 说明在修筑墓葬时这一带地

表可能有积沙， 最起码局部地方存在这种现象。 ②可见

当时该地区已经沙化，自然生存条件相对较差。由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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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器制作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五、结语

综观该简册的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专门

论 文不多，究 其原 因，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一 是《汉

书·艺文志》中记载《相宝剑刀》册的内容已经遗失，所

能参考的该时期文献资料不多； 二是该简册内容不完

整并有缺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

现和补充， 全面解开两汉时期的冶铁铸造的发展状况

将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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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23 李广射虎图

图 1 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群区位图

治军事的需要，汉朝在此地建城驻军，并且大量移民。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卫青夺回“河南地” 以后，“又

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

数十百巨万，府库空虚”，将这里的游牧经济短期内改

造为农耕经济。为解决边防的粮秣需求，汉政府只能在

这里筑城戍边、垦荒种地、兴修水利等，客观上肯定会

加剧对该地区本来脆弱环境的破坏。 ③再者，该地区长

期为汉、匈等多民族聚居地。 据文献资料记载，大保当

所属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林胡部族居住地， 秦时属

上郡， 并处于为防御匈奴入侵而修筑的秦长城以外的

区域。 西汉惠帝五年（前 190），在秃尾河北岸、今神木

南部设圜阳县， 在秃尾河南岸、（今佳县境内） 设圜阴

县。 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设西河郡、治所富昌（今府

谷 境 内 ）。 由 于 匈 奴 等 族 的 侵 扰 ， 至 顺 帝 永 和 五 年

（140），东汉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

东汉政府基本失去对这一地区的统治。④另据榆林市文

化文物局网站《大保当汉代城址及墓葬》一文称：“考大

保当所在地当为两汉西河辖域。 近年来陕北出土的画

像石上的文字即是证明。 ”

考古专家认为，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大

破北匈奴之前， 陕北地区一直为汉朝与匈奴等少数民

族进行争夺与厮杀的战场， 并不具备画像石产生所需

要的安定、优裕的精神土壤。而顺帝永和五年（140），随

着东汉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监管被迫改变， 使陕北汉画

像石墓赖以存在的短暂的安宁与富足化为乌有。⑤正是

这短短的几十年间， 为画像石在该地的产生和发展争

取了时间，营造了特殊的生存环境。 因此，大保当汉画

像石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地域环境上，它处于游牧

区与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在时间上，它仅存在于一个特

定短暂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背景上，它处于多民族文

化碰撞交流的环境中。 这些因素使得大保当汉画像石

较之其他地区的汉画像石更具有特色。

三、特殊地域环境下生活化、时代性的表现

内容

从陕北画像石的分布情况来看， 大保当处于陕北

画像石发掘地的最北端（秦长城以外），且是陕北地区

集中发现画像石最多的一处。相对于米脂、绥德等汉画

像石分布区更接近于当时的匈奴人生活地区， 在大保

当汉画像石所显现的画像内容中， 不乏有体现所处特

殊地域的形象出现， 这是对当时社会大背景与自身小

环境下的真实呈现， 同时也成为其画像题材上的一大

特色。

大保当汉画像石中有传奇历史英雄与名士题材的

出现绝非偶然。由于该地地处“河南地”，两汉时期长期

为汉朝与匈奴的正面战场，战事频发。英雄题材的出现

正是该地区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域环境的再现。

此类内容的出现映射出人们在歌颂英雄英勇作战的同

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 M1、M23 门楣画像石右下端

的“李广射虎”图。 （见图 2）画中飞将军李广乘于一疾

驰骏马之上张弓射虎，英姿飒爽，表现出其骁勇善战、

戎马一生的英雄气概。

*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是隶属于中国城科委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一个非营利性学术机构，致力于研究、弘扬丝路文

化，提供学术交流和城市宣传平台。 本文作者邱楠、梁昭华、王轶峰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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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3 牵驼图

图 3 M24 驯象图、狩猎图

图 5 朱雀图画像石原貌与拓片

还有一部分画像表现了世俗生活的题材，如狩猎、

车马出行、门吏、舞乐百戏等，是汉代当地人民生前生

活的真实反映，体现了当时人们“视死如视生”的思想

观念。以狩猎图为例，结合康兰英对上郡狩猎活动的研

究观点，⑥根据画像石上紧张大气的捕猎情景，将这一

活动在当时盛行的原因总结如下：第一，狩猎得来的猎

物可供人们食用、饲养；第二，由于地处边塞之地，因边

关战事的需要，平时的狩猎行为可作练习之为，正式对

外作战之备。 同时，牲畜也更容易转移和迁徙。 《汉书·

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

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另外，由于所处汉、匈长

期杂居之地，受到匈奴人 “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影响。 可见，大保当画像石所

表现的内容是当时该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见图

3 右半部分）。 因大保当画像石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狩猎在当时仍为这里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M24 的门楣中央有一例以驯象为内容的图像。 构

图中象体呈正侧面，下耷长鼻与嘴眼眶涂红彩，象身涂

白，垂尾静立。 其前方站一象奴，头戴胡帽，左手持长

钩，面朝白象，表现驯调场面。 在陕北的汉画像石中出

现此类题材的，目前这还是惟一的材料。作为佛教中的

重要瑞兽， 白象见于地处汉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榆林

地区，加之象奴为一少数民族形象，就更具有其特殊的

意义，（见图三左半部分） ⑦在汉画像石中出现此类题

材，是佛教广为传布、在人们心中有所影响的体现。

另一带有异域色彩的图像为 M3 门楣上的牵驼图，

（图 4）图中头戴胡帽、身着异服的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形

象的显现，印证了大保当汉画像石当时所处地具有异域

风情的特殊地理环境的人文气息。 有史料记载，西汉昭

宣以降，“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画像石

中这种特殊艺术内容的出现，进一步形象地再现了当时

汉、匈两族人民文化相互交融与渗透的真实画面。 这种

带有匈奴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内容题材，不仅反映了当时

的人居环境和社会生活状况，更进一步印证了这里特殊

的地域环境对其文化习俗的影响。大保当汉画像石以其

特有的表现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成为研究

汉匈关系中不可多得的直观史料。

四、 大保当画像石在特殊地域的艺术表现

手法及造型特色

根据刘宗超先生的观点， 汉代的造型艺术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汉代造型艺术的初期（西汉初期

70 年左右）， 第二个阶段为汉代造型艺术的建立与发

展阶段（西汉武帝时期至东汉章帝时期），第三个阶段

是 汉 代 造 型 艺 术 风 格 的 完 善 期 （东 汉 和 帝 时 期 至 汉

末）。其中第三阶段是汉代造型艺术完全成熟与高度发

展的时期。 ⑧从大保当汉画像石正处于第三阶段，即汉

代造型艺术的完善期， 属于汉画像石发展的成熟与高

峰时期，无论雕刻手法还是彩绘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

造诣。

大保当汉画像石表现手法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大保当汉画像石中的物像以外减地， 物像细部不

用刀刻，而用墨线勾勒的手法较为少见。装饰剪影式的

物像造型方式与墨线细部勾勒， 再加上保存较为完好

的施彩艺术的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每一种

艺术表达形式又因其他两者的渲染效果， 而显现出各

自技巧运用上的再升华， 使我们看到了带有灵活性与

简约意味且富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如图 5 中以对

比形式出现的二者均源于同一朱雀图， 但因不同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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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23 左右门柱

图 7 M1 左门扉

术捕捉手法，使其呈现出相异的艺术效果与信息含量。

拓片虽为通常再现石刻作品风貌的艺术手段， 但在针

对 大 保 当 画 像 石 时 却 成 为 了 一 种 粗 线 条 的 概 括 与 凝

练，无法将其丰富的细节与艳丽的色彩真实显现。这也

正说明了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综合性。

彩绘与墨线的使用，大幅度缩短了制作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顺应了所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历

史现状， 巧妙地避免了物像使用模板后的重复性与单

一性。 如 M23 左右门柱画像石二、三栏上的舞伎物像，

由于出于同一模板，造型上形成单一镜像模式，不免显

得呆板，而在物像的施彩方面充分注意到了这一不足，

在 对 应 模 板

人 物 图 像 的

衣 服 上 施 以

互 为 相 反 的

颜 色 ， 这 就

使 二 者 在 感

官 上 产 生 了

视 觉 差 异 ，

使 其 形 态 相

互 呼 应 又 各

具 特 色 ， 避

免 了 完 全 雷

同 ， 使 画 面

更 加 的 生

动 、 灵 活 。

（ 见 图 6） 这

种 朴 素 的 构

图 和 利 用 色

彩的再创造，不仅体现了画像石和画师的艺术造诣，也

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审美观及雕与绘的完美结合。

正是由于大量的移民和屯田政策， 使该区域的生产力

和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画像石的制作工艺有所改进，

表现在现存的彩绘上尤为突出。 这一点也是在顺应时

代发展的过程中特殊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显现出的独特

风貌。

在施彩的方式上，讲究对比与谐调，利用对比调和的

色调关系表现出生动的物像形象和沉雄大气的艺术效

果。 施彩的浓淡与平涂的技法，以及在色彩对构图均衡性

的补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构图方面，画工运用了不同于现代构图设计中所

讲究的留白方式，而是采用了“填白”的艺术手法，并无

喧宾夺主之意，反而使得画面主题更加明确。 如 M1 左

门扉上画像（右门扉基本成残块），其图像分为三部分：

上为朱雀，中为铺首衔环，下为獬豸。画工在三个主题的

周围增添了六个鹳鸟、猱等形象的图案，并施以色彩，讲

求整幅画面的生动、和谐、统一。 （见图 7）
一个时代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对特定艺术品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艺术表现力的提升才真正意义上说明

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不仅是社会和历

史的反映， 同时这种时代性艺术品艺术成就的辉煌，与

该地特殊的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另

外，大保当地处偏远的毛乌素沙漠，如此精美的集雕绘

于一身的汉代遗珍在这里出现，不禁让人感叹。

五、大保当画像石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精神

西汉建国之初，因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零。 汉高

祖直至文景时期，均极力致力于恢复社会生产，实行无

为而治、 予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积累了空前的社会财

富， 为武帝时期所兴起的厚葬之风提供了丰厚的物质

基础， 也为作为墓葬艺术品的汉画像石在各地的大量

出现创造了特有的时代土壤。首先，地处汉朝北部边境

荒僻边郡的大保当乃至整个陕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相较其他汉画像石分布区域较为缓慢。 但该区域在顺

帝永和五年（140）以前一直是汉政府的军事重地，且是

西北的交通贸易要道。 大量的驻军和移民改变了边郡

地区的居民结构。由于接纳了各地区的民风民俗、文化

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边郡地区处于一种开放、包容

的状态。⑨这或许也是该地区画像石具有丰富内容题材

的渊源。 其次，西汉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为石材的大

量开采和雕刻提供了可靠的生产工具，⑩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画像石这种墓葬附属品流行。另外，榆林地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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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⑦輥輱訛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榆 林 市 文 物 管 理 委 员 会 办 公

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

版社 2001 年版。

②③王炜林：《毛乌素沙漠化年代问题之考古学观察》，《考古

与文物》，2002 年第 5 期。

⑤石兴邦：《陕 北 汉 代 画 像 石·序》，见 李 林、康 兰 英、赵 立 光：

《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⑥康 兰 英 ：《画 像 石 所 反 映 的 上 郡 狩 猎 活 动 》，《文 博 》，1986

年第 3 期。

⑧輥輰訛刘宗超：《汉代造型艺术及其精神》，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版。

⑨康兰英 :《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见中国汉画学会、北 京 大

学汉画研究所：《中国汉画研究》（第 2 卷），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

⑩輥輯訛信 立 祥：《汉 代 画 像 石 综 合 研 究》， 文 物 出 版 社 2000 年

版。

［注 释］

围内有一定的石灰岩、砂岩储量，为画像石提供了原材

料。再次，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多种文明相互碰撞，汉、匈

文化相互渗透， 为大保当地区及整个现存汉画像石的

第三分布区（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汉画像石

艺术的兴起。 奠定了必要的精神土壤与物质基础。

儒家学说从思想上和礼制上为厚葬之风的形成提

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

学说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学的核心思想 “仁

孝”成为厚葬风俗的理论基础，厚葬被看做“孝行”，成

为礼制化、理论化的行为。 其次，东汉时期任命官吏实

行“品评”制 度，将 孝 悌 列 为 选 拔、任 用 官 吏 的 重 要 标

准。 这一政治上的举措,从上至下的推动着厚葬风俗的

发展，无论从儒学礼制思想上讲还是从个人私欲上讲，

都使这种行为成为社会的潮流。 輥輯訛画像石从材质到艺

术形式，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成为一种顺应社会思

潮和满足厚葬风俗的墓葬构件。于是，作为孝悌观念的

重要体现手段———丧葬礼俗空前强化， 厚葬之风极为

盛行。 再次，产生于周代的五行说，在汉代得到了全面

发展。 与五行相应的五色为正色，五行相生、相克得出

间色， 对当时人们造物活动中色彩的运用形成一定的

指导与约束；倡导“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尤其是《白

虎通》的思维模式，使制造者相信，如果墓室装饰有大

量的祥瑞图像，也就是自己德行纯洽的显现，这也正是

我们理解汉代图像内容的重要线索。 輥輰訛汉人视死如生，

希望死后还能延续人间的生活， 从而通过厚葬以求死

者如生。 以上的几种汉代社会的通俗信仰是画像石艺

术产生的直接原因，造物过程中的形式规范，更是向前

发展的推动力量， 使画像石艺术能够真实反映汉代造

型艺术的审美观念及时代精神。

从时间上分析， 大保当汉画像石产生为汉朝艺术

发展趋向鼎盛的时期。所以，无论是造型艺术的形式表

现内容上，还是精神气质的表达上，都已达到了应有的

水平。因为有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祥和环境，才能使陕

北画像石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并得

到迅速的发展。 輥輱訛到东汉中晚期，在政治经济上是东汉

社会失控与分化瓦解的阶段， 大保当地区处于汉族与

少数民族相互杂居的敏感地带。 但艺术品所传达的精

神思想依旧保持着大汉王朝的精神实质， 是难能可贵

的。

六、结语

只有在特殊的地域环境里， 才能创造出极具特色

的艺术形式。 大保当画像石以特殊生活情境和时态的

艺术表达， 真实地反映了汉朝边塞人民的生活方式及

心理情感， 使人们清晰地感受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

精神情感。更重要的是，它在研究汉代历史发展进程和

汉匈关系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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