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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纪年汉代画像石的学术专著。
早在郦道元著《水经注》的北魏时期，纪年汉代画像石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宋代和清代的金石学家关注的主要也是纪年汉代画像石。
不过他们主要是著录，考释而已。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们开始以纪年汉代画像石为线索，尝试对一定区域内的汉代画像石进行
分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书作者对已经发现的纪年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全面梳理。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纪年坟墓的出现、纪年汉代画像石的地域特色、石刻艺人、祠堂与墓室画像
石图像之间的关系、纪年汉代画像石墓主身份，纪年汉代画像石中的母亲和儿童、汉代画像石装饰的
主旨、汉代的盗墓毁祠之风与防范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书30余万字，插图200余幅。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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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爱国，1963年生于江苏如东，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研究馆员。
主要致力于两汉考古，尤其是汉代画像石的研究。
出版汉代画像石普及读物数册，与他人合作出版《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和《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
》，在《考古学报》《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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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地域特色与风格流派    如果我们换一角度看汉代画像石的地域特色，那么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
风格流派。
    关于汉代画像石的风格流派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邢义田先在《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一文涉及到格套与榜题的关系问题，后又以一个失传的“七
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对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详加探索，在谈到格套、创作空间与榜
题时，先生指出：“在空间上，同一个故事可以被安排在祠堂或墓室不同的位置上。
”并以“七女为父报仇”故事图作了具体说明，最后总结说：“在空间上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律仅是一
座居于中心位置的桥，其余‘元件’的多少和空间安排皆可由石工或画匠颇为自由地调整变化。
”“在画像故事的时间选择上，画工可以集中呈现故事最精彩的一刻，也可以选择故事中不同的片段
。
”先生还指出：“格套不是一套僵硬的规范，而随概念、空间和时间有不同的变化。
”曾蓝莹以山东安丘董家庄墓为例对作坊、格套和地域子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此作了很好的回
答。
她把安丘墓中凿纹地浅浮雎称为甲类风格，凿纹地凹面线刻称为乙类风格，勾画出地域传统的网络：
“乙类风格的渊源在以嘉祥为中心的鲁西南，往北至鲁中的肥城，往东北至胶东半岛的招远，都可见
此一子传统的痕迹；甲类风格可南溯至豫东的永城和苏北的徐州，由此往东至邳州，往北通过滕县达
鲁中的历城、章丘、往东北则远届胶东的安丘，也都发现此一子传统的遗留。
就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两支子传统似乎各有其势力范围，两者少交叠于同一地区更遑论并存于同一
墓室，安丘汉墓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例外。
”她还指出：“分区或分期一类宏观式的讨论，只能求同而难已释异，更无法呈现多支子传统于一时
一地或争妍斗奇、或共存共荣的动态，而后者应更贴近历史的实相。
因此，只有对子传统加以厘定、对子传统流播范围加以追踪、并灌子传统的消长加以观察，才可能为
区域研究的骨架增添血肉。
”    除曾蓝莹使用的地域子传统外，有的人还用了“模式”一词，李凇在析陕北汉代画像石的西王母
图像时就用了它。
还有的人用了“样式”与地域子传统并列，如前面提到的陈秀慧的硕士毕业论文。
我们认为，不论是地域子传统，还是模式或者样式，都是由不同的作坊，也就是不同的工匠集团创造
出来的，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不同的图像风格，因此，我们采用较为传统的风格流派一词。
    不过，地域特色与风格流派又不是完全重叠的。
地域一般来讲是相对固定的，而风格流派则在相对固定的同时，又有可能有一定的流动性，因为形成
一定风格流派的石刻艺人既可以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内活动，也能够走出这个地域到别的地方活动，从
而把自己的石刻风格带到那个地方，后文讨论的高平工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地域特色形成的原因    在对地域特色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下，在北起内蒙
古包头，东自海滨，西南到贵州、云南，这么广阔的地域内都有人用画像石来为神灵和死去的亲人服
务，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态是主要的，各大分布区之间的不同特点是在共性之下的个性，是居于次
要地位的。
那么这个居于次要地位的个性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这些汉代画像石的分布大区内在地理上
接壤。
所有汉代画像石分布的主要区域在地理上都是相互连接的，而自然地理上的连接为形成相同或类似的
文化地理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不过仅此而已。
画像石作为一种主要用于丧葬礼俗文化现象，它的地域特色的形成不是由各大区内自然地理连接决定
的。
    其次，由于汉代地域辽阔，虽然政治一统业已形成，但文化的地域性依然存在，这一点已是学者们
的共识。
人们在研究各个汉代画像石分布区画像石兴起的背景时，在考虑到大背景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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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在对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兴起的背景进行分析时，都谈到儒学的发达在其
中的作用。
在考察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兴起的背景时，则多强调了它是帝乡的重要地位。
正是文化地域性的存在，从最基本的方面决定了汉代画像石的地域特色。
而地域文化中丧葬礼俗的差异，更是汉代画像石形成自身特点的直接原因。
    P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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