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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菠蓓禁舞福。爵莲箜芝采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真实地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再；

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为我们勾勒出古；

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j

迁的轨迹。汉唐文化与艺术的全面繁荣，催j

生了汉、唐的厚葬风气，为我们留下了大量；

精美绝伦的陶俑。陶俑中的乐舞俑和戏弄俑：

作为随葬品是为了供死者继续其享乐的生活，i

也为我们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百姓一派歌；

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汉、唐陶俑由于社会背；

景、文化习俗的差别，其造型艺术和所体现}

的审美风格也各具特色。

一．汉乐舞俑的造型艺术

汉时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汉武帝!

拓展疆域，迎来了汉时经济的繁荣期。从皇；

宫到民间，乐舞、杂技已经成为当时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乐舞俑陶塑：

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的资：

料。汉时的乐舞俑造型多简洁，但轮廓流畅、|

曲线优美，头颈、腰扭转而形成的动态之美，l

凝固了乐舞者最优美的瞬间，充分体现了长}

袖舞飘逸柔婉的特点。如陕西出土的彩绘女l

舞俑，面容文静、体态修长，长裙曳地，袖：

或垂或扬，整体呈S形，底部以喇叭裙形稳!

定了陶俑的重心。还有徐州出土的长袖舞陶r

俑所表现的舞者，在扭动腰肢的同时，双手i

甩动长袖，袖子在空中翻腾飞舞，流动起伏，l

动感十足。汉陶俑多数在一米以内，正是因；

为抓住了人物的动作特征，抓住了这种大感；

觉，尽管尺寸较小却并不让人觉得单薄。

粗犷，洒脱的汉陶俑，在夸张人物形体l

的同时结合对人物面部表情的细致刻画来体i

现人物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具艺；

术感染力。如四川出土的汉代说唱俑，造型l

活泼，面部表情生动、夸张，神态各异，妙；

趣横生，把说唱人刻画得惟妙惟肖，浓浓的i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汉代的乐舞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

宣扬了墓主人生前的富贵，也为我们展现了；

汉代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审美要求。汉乐府机i

构的发展，也为民间歌舞艺术提供了深厚的i

社会基础。河南的乐舞百戏、武装部曲俑，四j

川的劳作、说唱俑，广东的陶船及船夫俑，{

甘肃武威的铜车马仪仗俑，都代表了这一时{

二．唐乐舞俑的造型艺术

陶俑在唐代普遍流行，由于已经掌握了

更为熟练的写实能力，并继承了白汉代以来

的传统，人物的各种面部表情的类型、姿势

动态的表现都更加丰富自由，题材极为丰

富，囊括了宫廷、±族、世俗生活的各个方

面。唐代的舞蹈活动极为普遍，既是人们乐

于欣赏的表演艺术，也是人们用以自娱的方

式。唐代的舞蹈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乐舞

艺术，又融汇了外来的舞蹈、音乐元素，是

古代乐舞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也是出土乐

舞俑最多的朝代。

唐代朝野盛行爱音乐，喜歌舞的宴乐

风气，出土的很多陶俑就表现了有舞者表

演、乐者伴奏的舞乐场面。唐代宫廷的乐舞

表演融汇了中外许多民族的乐舞，乐舞形式

丰富多彩。唐高宗后，根据演出规模，将乐

舞统编为“坐部伎”和“立部伎”两类，((新

唐书·音乐志》记载：“堂下立奏为之立部

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如洛阳岑氏

墓出土的一组乐舞陶俑，六个乐俑均为跽坐

姿态，尽管这些伎乐俑手中的乐器已经不复

存在，但通过他们的姿势能够看出在演奏不

同的乐器，应该是属于“坐部伎”。另外还

有发现立部伎与坐部伎同时出现的陶俑，分

别持琵琶、排箫，笙、钹、腰鼓的伎乐俑，

有坐有立，显然是按史籍中所称的立部伎与

坐部伎制作的，这样的情况表示此组乐舞具

有很高的等级。

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表

现“胡舞”的陶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唐三

彩骆驼载乐舞俑、胡人俑、杂技俑从另一个侧

面再现了唐代盛世时中原与边疆各族人民友

好相处、中外频繁交往的情景。唐三彩是盛

行于唐代的独特的美术陶瓷，陕西西安中堡

村唐墓出土的唐三彩载乐驼俑。骆驼昂首张

口长鸣，驼峰上覆盖毛毯，上置驼架，架面

的平台上环坐乐俑六人，中间立一舞者。乐

俑所持乐器为笛、笙、排箫、琵琶、竖箜篌、

筚篥，都是西域人装束，形象地反映了唐代

中原地区与西域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

隋唐的陶俑还非常广泛地概括了当时的

世俗生活。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牵驼

俑、牵马俑、骑俑、戏弄俑、胡俑成为这一

文／李作义

在长安郭杜考古中首次发现一种被称为“苏

中郎”舞的乐舞陶俑，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

代流行乐舞。另外，参军戏也是陶俑表现的

主题之一。史书记载，唐玄宗就是一个参军

戏迷。有一次观看参军戏后，竟赏善演此戏

的李仙鹤为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

唐代陶俑的兴盛，与当时文化艺术的全

面繁荣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同西亚诸国的各

种交流，比起汉代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艺术

方面都要频繁得多。因此在唐代陶俑的造型

艺术风格上表现为崇尚华美、色彩鲜亮明

快、造型生动活泼，各种陶俑雍容华贵、绚

丽多彩，成为中国陶俑史上的千古绝唱。

中国古代的陶俑艺术自春秋战国起，到

秦汉达到了高峰，汉代社会厚葬的风俗使陶

俑成为显示生前荣耀和富贵的象征。汉俑在

尺寸上不是像秦俑那样如真人大小，造型也

不再注重写实。尤其表现在对乐舞俑、百戏

俑的刻画，极尽夸张想象，强调人物的动态

和神情，抓住最能传神的动态和面部表情进

行塑造，注重对精神的刻画，使大气，古拙

的陶俑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汉代的乐舞俑

具有夸张、写意的特点。作为陶俑发展的又

一高峰，唐代的乐舞俑人体的比例相对精

确，人物表情塑造得更为精细。盛唐文化艺

术的特色在于对不同思想意识背景的文化艺

术兼容并蓄的态度，加之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陶俑就显示出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极为

纯熟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汉唐乐舞俑造型艺

术的了解，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审美情趣、

舆服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

很大的帮助。及至五代，俑风大变，镇墓压

邪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

尤其是焚烧纸钱明器在丧葬中的盛行，俑的

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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