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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文明史上，宗教与艺术有着特别关联，超越现实的彼岸致使表达信仰的心知活动充满了想
象的艺术张力，因此有了瑰丽而无垠的艺术空间。
就中国宗教美术而言，墓室壁画意义特殊，在世界宗教美术范围内只有中国有着这样普遍存在而又连
续发展的创作活动，这一高地建立于汉代，其中汉墓壁画是大宗。
《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以汉代主流社会的长生信仰为逻辑起点，明确提出汉壁画墓是中
上贵族阶层选择的墓葬形式，而画像石墓是中下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选择的墓葬形式；明确提出汉墓
壁画中存在天界图像体系和汉画像石中存在仙界图像体系，天界图像得到主流信仰的支持，而仙界图
像体系得到了民间信仰的支持；明确提出汉代存在着两个西王母，主流社会崇拜的是仙化的西王母，
民间崇拜的不仅有仙化的西王母而且还有神化的西王母。
此外，还探讨了西王母信仰发展的神话时期、神化和仙化时期、道教化时期的信仰特征和艺术表现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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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小洋，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宗教美术
、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文学；编著有《汉赋史论》、《科举文体研究》（合著）、《美术考古与宗教
美术》（合著）和《中国本土宗教美术研究》（五卷本，主编）等十余种，论文有《秦汉方士与秦汉
文学》、《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和《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等七十余
篇；承担国家课题、省级课题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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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以时间为序的角度看，汉壁画墓在西汉只出现于河南、广东和陕西，东汉时于此
三地之外又有了山西、甘肃、山东、辽宁、江苏、安徽、内蒙古等地，范围扩大了许多。
关于西汉的地域分布，这一时期的广东似乎只能是特例，而河南和陕西，这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是
东西相连的，长安和洛阳也是两汉时期密切联系的政治文化中心，后来汉赋名家班固的《两都赋》、
张衡的《两京赋》，以及南北朝时使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的《三都赋》，他们都是把长安和洛阳两地
合在一起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关于东汉的地域分布，壁画墓出现的地区增加了，由三个地区增至为十一个地区，这个数字虽然不大
但也可以说明，此时壁画墓已经成为具有全国性的墓葬绘画形式了。
 那么，作为具有全国性的墓葬绘画形式，汉壁画墓在汉代具有地域分布上的普遍性吗？
从已有的考古成果看，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从地域分布的范围看，虽然壁画墓在十一个地区出现，但3座以上分布的地区只有6个，7座以上分布
的地区只有河南、甘肃和陕西（据最新考古报道，陕西又发现了新的汉壁画墓群），如果内蒙古南部
发现的和林格尔壁画墓等4座壁画墓因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作为特例也考虑于其中，那么壁画墓
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只有河南、甘肃、陕西和内蒙古4个地区。
虽然现代的行政区划分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分已有了变化，但是在整理这样的遗存资料之后，我们还
是可以对汉壁画墓作出以下的判断： 首先，地域分布范围小。
只有十一个地区有壁画墓，内容丰富而有一定数量支持的只有河南、甘肃、陕西、内蒙古和辽宁四个
地区。
在同一时间段上，地域分布范围只在汉壁画墓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可以同时出现在十个地区，其他时
期都是在极少数地区出现，甚至连中原地区都难以覆盖，东南地区更是少见，这样的范围当然是小的
。
 其次，地理位置上不具有连贯性。
汉壁画墓的地域分布上，河南、陕西和甘肃在地理位置上有一定的连贯性，其他地区就难寻这样的关
系了。
南边的广东，北边的内蒙古和辽宁，这些壁画墓的分布不仅在地理上是南辕北辙，时间上也是前后跨
度很大。
 再次，缺乏明显的辐射性关联。
汉壁画墓在中原地区显得相对集中，周围于河南一带，之外的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就显得分散而不集
中。
在这样的分布中，除了河南附近的分布可以看出有一定的辐射性关联外，其他地区互相之间的联系，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本身看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辐射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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