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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
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
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
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
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
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
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
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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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在综合阐述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表现技法及研究简史等方
面内容的基础上，按分布区域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有重点的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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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英炬，一九三八年生。
一九六。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名誉馆长，兼任山东省文物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等职。
长期致力于秦汉考古与汉代画像石研究，发表《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汉代的小祠堂》等文
，编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
中国画像石全集》等书。
杨爱国，一九六三年生。
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主要致力于汉代考古，尤其是汉画像石方面的研究，编著《不为观赏的画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三卷一合著一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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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汉画像石发现与研究简史(一)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二)汉画像石研究逐步纳入考古学领域(
三)汉画像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 汉画像石的分布与历史背景(一)分布区域(二)历史背景1．汉画像石
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3．汉代墓葬制度的变化与厚葬的盛行三 汉画像石的雕
刻技法(一)制作工艺和艺术属性(二)雕刻技法的分类1．线刻2．凹面线刻3．减地平面线刻4．浅浮雕5
．高浮雕6．透雕(三)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发展四 汉西像石的题材内容(一)社会生活类1．反映农业生
产的画像2．反映手工业生产与楼堂庭院建筑的画像3．反映墓主人身份地位及生活情况的画像4．其
他(二)历史故事类(三)神鬼祥瑞类(四)图案花纹类五 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汉画像石(一)历史概
况(二)画像石墓1．早期阶段2．中期阶段3．晚期阶段(三)画像石祠堂1．祠堂画像石的遗存与考察状
况2．祠堂的形制及其画像3．祠堂画像石的分期和特征(四)画像石阙六 南阳、鄂北区汉画像石(一)历
史概况(二)墓葬形制及其画像1．早期阶段2．中期阶段3．晚期阶段七 陕北、晋西北区汉域像石(一)历
史概况(二)墓葬形制及其画像八 四川、滇北区汉画像石(一)历史概况(二)洞室墓、崖墓、石棺、石阙
及其画像1．洞室墓2．崖墓3．画像石棺4．石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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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高浮雕刻法同浅浮雕，而物象外剔地较深，物象浮起特高，细部层次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
体感。
有的称此为起突刻。
此类刻法多施于墓室门额或石柱上，如四川成都曾家包墓门扉画像及山东安丘董家庄墓石柱、福山东
留公村墓门额画像等。
6.透雕即在高浮雕的基础上，将物象的某些部位刻透镂空，成为略近于立体的圆雕。
如山东安丘董家庄墓中的方柱和临沂白庄墓半月形门额画像。
关于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基本上可以概括归纳为以上六类，但也不排除其中还有处理方法等细节不
同的现象。
另外，有的学者将汉画像石雕刻技法还列出“阳线雕”或“阳线刻”一类。
按其理解，“这种刻法应是物象轮廓线和细部都用阳线条表现”，是在“刻出物象的双线轮廓和双线
细部，然后轻轻剔去双线以外的部分而成”。
但至今也未能见到这种阳线雕作品的典型例证。
在六类雕刻技法中，以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四类刻法最为常见，绝大多数汉画像
石都是采用这些刻法。
综合分析六类雕刻技法，正如滕固所指出的又可大致分为拟绘画和拟浮雕两类，线刻、凹面线刻、减
地平面线刻三类是属于拟绘画的，而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则属于拟浮雕的。
前三类刻法，不论其是否有平面、凹面、凸面之别以及对石面细节处理的不同，但其基本方法都是以
刀代笔在石面上用线条表现图像，都属于或近似于平面线刻画，所以可统称为拟绘画的。
而后三种刻法则基本脱出了平面线刻画形式，所刻图像呈现出凸起的立体造型，因此可统归为拟浮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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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4月中旬，接到国家文物局《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编辑办公室寄来的约稿通
知，拟让我承担本丛书《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一书的写作，并要求将该书的详细编写提纲寄去，以
签订约稿合同。
由于邮路不畅，我收到此函时距要求寄回编写提纲的时限只有五六天，便匆匆写个提纲。
7月，又收到本丛书执行主编朱启新先生函，告知同意按寄去的提纲编写，并要求增加一节汉画像砖
的内容等。
此时，方感任务落在肩上，自觉有些精力不足，于是找到年轻的同仁杨爱国同志，请他与我合作撰写
，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根据工作条件和对书稿内容的熟悉程度，我们决定分头起稿，由我承担本书的前言、汉画像石发现与
研究简史、汉画像石的分布与历史背景、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汉画像石、陕北
晋西北区汉画像石、汉画像石的艺术分析与评价、把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再推进一步诸章，由杨爱国
同志承担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南阳鄂北区汉画像石、四川滇北区汉画像石、其他地区汉画像石、汉
画像砖的发现与研究诸章。
在本书撰稿和修改过程中，请山东省博物馆资料室蒋群同志帮助查阅、校对了一些文献资料。
另外，山东省博物馆技术室王书德同志还帮助翻拍了彩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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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
就能见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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