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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画图像与艺术史学研究》是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艺术教育）科研资助项
目成果，主要讲述了对汉画图像的研究，共分三章，主要内容包括汉画图像体系，汉画图像的研究，
汉画图像的艺术史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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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雅峰，男，1947年8月出生于河南南阳。
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中国汉画学会理事。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汉画艺术研究所所长、美术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汉画艺术与设计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已出版专著十余部。
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
主要著述有《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浙江汉画艺术》《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海宁汉画
像石墓研究》《关于建立汉画学的思考》《图绘天地--汉画的艺术表现性》《汉画像石画像砖艺术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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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汉代的神庙阙和墓阙（图122）、石碑等画像石图像，与汉代石祠堂一样起到民间
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墓室功能与特点 汉代人认为地下墓室是存放尸体、羽化成仙的地方，因此对其极为重视。
汉画像石、画像砖、汉代壁画墓往往在墓主人健在时就开始修造，有的墓主人亲自设计墓室，并对建
造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个过程中，汉画图像可以起到交流作用。
墓主人人葬时，会举行葬礼。
陪葬的器物在人葬前会在葬礼过程中展示。
东汉时期，宦官赵忠耗巨资为父建造墓室，冀州刺史朱穆治罪其墓奢华，把墓掘开，陈尸出土。
包华石在研究中认为：“虽然赵忠没有向当地公众描述墓葬内部设施及图像的册子，但是当地每个人
都了解那里的奢华，这充分体现出有机会观看该墓室的人的意见及传播这些意见途径的畅通。
”说明汉代墓室情况的社会透明性。
在陕西旬邑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墓门外东、西两壁为“王力士”图像，力士外侧朱书“诸观皆解履
乃得人”、“诸欲观者皆当解履乃人观此”。
有“解履乃得入”的文字提示要求，说明这个墓室经常有观者。
由此可以看出墓室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墓主人、亲友等人在最后封墓之前可以进入墓室。
汉画像石、画像砖、汉代壁画墓的汉画图像虽在墓室之中，但仍不失观赏之用。
 三“雕文刻画”现象 在画像石、画像砖的生产过程中，汉画图像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传播。
在修造祠堂、墓室建筑过程中，墓主人、家庭成员及友人起到了作用。
而墓葬建造者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他们具体参与画像石、画像砖的生产过程。
山东东阿芗他君祠堂石柱的题铭中，有“使师操篆”的记载。
画像石的画师工匠在操作技艺，虽然这些画师工匠的制作受到画像石主人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自我与
社会知识积累的创造性在画像石中发挥出来，创造了画像石艺术，并在上面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如芗他君祠堂的画师工匠“荣保、代盛、邵强生”，安国祠堂的画师工匠“王叔、王坚、江胡、连车
”等人。
这些队伍对画像石建筑精心制作。
 画像石建筑制作大致需要从设计与选料、石料加工、绘稿、雕刻与敷色、组装几个步骤：首先进行画
像石墓的设计与选材，根据设计要求对选来的石料进行加工；其次由画师在打磨平整的石面上绘出图
像底稿；再次，雕刻工匠们用各种工具与技法进行雕刻，然后由画师敷色；最后组装。
“作制连日，工夫无极，价钱二万七千。
”一座画像石建筑需花费大量时间、人力、财力方能完成。
从最初的设计、采石与加工、绘画、雕刻到组装的各个环节，要求严格，需要一支画师工匠队伍精心
制作。
有种现象引起学界的注意，“山东、徐州等地不同地点出土的汉画像石，存在出自一人之手的现象，
说明当时可能有专门从事汉画像石雕刻工匠群的存在”。
可见画师工匠队伍已形成较大规模，他们可能有图像样本，或许有刻好的画像石样石，供墓主人及家
人选择。
施工过程中分工明确，有可能形成师徒传承的关系，将这一技艺代代相传，在这一领域形成了较深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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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画图像与艺术史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画图像与艺术史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