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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
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
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
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
题仍然存在。
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
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处的环境，即
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梁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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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巫鸿 译者：柳扬 岑河巫鸿，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史系硕士。
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后在该校美术史系任教，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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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导言上编 千年学术研究第一章 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祠堂的配置与复原祠堂主人及
建造日期祠堂及东汉墓地结构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传统学术19世纪以来的综合研究现代研究
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结论下编 武梁祠：宇宙之图像第三章 屋顶：上天征兆祥瑞形象及图录风
格征兆图像的流行武梁和征兆图像第四章 山墙：神仙世界西王母与“阴”西王母与昆仑山西王母：从
神仙到宗教偶像偶像之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第五章 墙壁：人类历史墙壁图像的一般解读汉代的史学
观古帝王和历史进化“三纲”与列女、义士君主与臣民之责拜谒场景：君权的表现历史学家的自我表
现跋：武梁祠石刻画像的思想观念附录一榜题、图像志、文本征兆古帝王列女孝子和义士忠臣刺客二
武梁祠研究年表三武氏祠画像石详目四引用文献目录五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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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宋代以后，经过大约五百余年的古器物学的低潮期，武梁祠研究重又复兴。
此次复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古器物学兴盛的背景下发生的。
黄易于1786年对武氏祠的发掘，以及随后搜寻石刻的热潮，乃是这一知识和学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结果是清代古器物学精神又一次决定了研究武氏祠画像的主要方向。
    尽管与上隔元明两代的宋代金石学有别，清代金石学在本质上仍是前者的延续，依然格外重视以实
物作为研究证据。
正如清代金石学先驱者顾炎武所说，研究古代石刻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石上所刻之史实，即其“抉剔史
传，发挥经典”的作用。
1121相较于宋代金石学家，清代金石学家更重视古代金石文字在证经补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学者朱剑心解释说：“顾炎武、朱彝尊辈重在考据，以为证经订史之资，此风一开，踵事者多，
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
”    别具意味的是，对大多数清代学者来说，“史”是可以检验和纠正的，而“经”却不容新材料的
挑战。
这一态度深刻影响了清代武梁祠石刻的研究。
1789年，也就是黄易完成其发掘和保护武氏祠画像的那一年，翁方纲刊行了《两汉金石记》，标志着
新一轮武梁祠研究的开端。
八年之后，阮元出版了更为详细的《山左金石志》，这两本书代表了具有浓厚儒学传统的清代金石学
主流。
到清末之际，三十多名学者步其后尘，殚精竭虑，投身于记录和评论武氏祠石刻画像的工作。
一旦这些学者将石刻视为证经补史的材料，对美术形象的解说便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之上。
举“孔子见老子”石刻来说(图25)，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的解说尽力使图画与儒家文献中有关的
记载相吻合。
比如他认定画像中孔子的马车夫是其学生南宫敬叔，而另一个身形稍小者则为孔子的随从，凭据为这
两个人都在史书中有载。
阮元还以为画像中孔子所执之鸟必为斑鸠，因为他拜访老子时的身份是史，而据《周礼》，官吏在正
式会晤时需执一只相应的鸟以示身份。
但阮元在发展这种解释的时候也面临一个难题：画像中孔子见老子的地点是在路上，与文献所记载的
场所不同。
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自圆其说地认为老子一定是在去都城谒见鲁昭公的路上遇见了孔子，而后者是
鲁昭公派遣去向老子问礼的。
    由于这批清代学者知识渊博，儒学根底深厚，他们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对武氏祠的研究。
从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形形色色的画像主题的识别大致上等同于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
study)。
然而，清代学者之工作目标是为了将新的考古发现纳入到那无所不包的儒学研究的框架中去。
这一宗旨甚至在其观察及记录视觉材料的方式上也显现出来。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文字著录远比视觉表现更重要。
当检验一幅画像的时候，他们一般首先着手寻找和释读铭文，因为铭文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在图像及
古文献之间搭起桥梁。
假如孔子及老子的名字没有被镌刻于“孔子见老子”一石的主要人物旁边，清代学者将很难断定这幅
画像所绘乃是这两位先贤之会晤。
如果不是根据这些榜题，他们中少有人敢于忽略图画中诸如会面地点这些不符合文献记载之类的疑点
。
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学者实际上视汉代石刻为“文献”，并竭尽全力把图画转化为文学形式。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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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
反之，这其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
石。
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
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
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
    P43-44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梁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为典型，通过深入剖析汉代祠堂画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生动而深
刻地揭示了汉代的丧葬艺术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汉代社会鬼神信仰的扑朔迷离的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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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为典型，通过深入剖析汉代祠堂画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生动
而深刻地揭示了汉代的丧葬艺术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汉代社会鬼神信仰的扑朔迷离
的画卷。
全书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图文并茂，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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