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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汉代车马的视觉形像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讨论了汉代马车装饰、使用以及仪仗等
方面的礼仪。
通过汉代御礼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作者不仅全面地梳理了有关车马礼仪的图像、实物、文献
，还从宏观上揭示了御礼在汉代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汉前期，御礼延续了它在先秦的实用性；而西汉
中期以后，受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影响，御礼开始强调礼仪性；东汉中晚期，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御
礼的精神性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以牛代马御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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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艺术史、艺术考古及当代艺术理论研
究。
在《美国东方学会志》、《民族艺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中国汉画研究》等国内外重要的
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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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系马材料。
王振铎认为，汉代出现专有名词“鞁驾具”（指包含系于头、胸、腹、臀诸部的全副鞁驾工具，多用
皮革制成）表明了系马体系的最终完善。
其中辅置于牛、马股后，韅经马腹下缚于双辕，二者皆为抑制车的前进或带动车的后退的革带，为双
辕车必备。
孙机把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方法分为三种主要方法，分别为颈带式系驾法、轭靷式系驾法和胸带式系
驾法。
 （2）御马材料。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党士学指出，橛为勒于骖马口中且长于马衔的物体，是令骖马向外转
弯的重要工具；孙机认为“弓形器”其实是与战车紧密相关的一个组件，缚于腰间，必要时可将辔钩
系在它上面，腾出双手。
 5.附件部分。
 关于车马器附件，较为突出的研究有：（1）马青云通过对铜车马上御官俑身上的佩剑的考证，认为
御官俑佩戴假剑是一种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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