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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ll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砖题材丰富，形{}鬼魅时，没有了冷酷与生疏，所表现的是带|}定，生动简洁，脸部概括。时有运用迎风而

象刻画生动自然。当我们走近这些画像砖i

时，会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深深感动，那}

是我国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本文主要从；

社会性，艺术性、观念等几个方面去拜读这l

些画像砖。

四川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画像砖形式整；

体沉雄，同时具有东方的艺术美及工艺美。l

这些画像砖题材广泛，其内容是对当时的生{

活环境、死者的仕宦经历、地主的庄园生活i

以及古圣先贤，神话等作描绘。我们欣赏这i

些作品时，犹如又回到了1800年前的东汉时l

期，一幕幕场景生动再现了一个富有生气的i

社会。

一．善生恶死观

人们对于死亡的惧怕是至今都无法回避；

的事实，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汉，人们还无i

法科学认识“死”这一正常生理现象，对于i

死亡更具有神秘感与畏惧感。他们一直都在{

探寻不死之道，“魂魄”学说的兴盛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鼓吹肉体是‘魄’，精神是；

‘魂’。虽然有范缜的((神灭论》给予了科学j

的解释，但人们相信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死；

亡，精神则游荡在宇宙，不会消亡。只要肉；

体不坏，魂灵终有一天会归附而得到起死回；

生。”人们相信死后便会到达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里，只是时空不一样，人们依然过着与}

生前相同的生活，那里有神灵、贵族、下层i

之分。所以，为了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过上荣i

华富贵的生活，人们便在墓葬上费尽心机，i

大做文章。东王公、西壬母等神灵被人们刻l

画出来，认为在地下依然能保佑他们。

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带画像砖的l

墓室是比较有钱的贵族，普通人使用不多。l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把生活场景刻画在画像{

砖上是人们对生前所享有权贵的写照，如：{

庄园图反映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财富。出行i

图可能反映生前的仕宦经历⋯⋯而这些被表{

现在画像砖中说明墓主人希望在死后所到达{

的世界里，依然能拥有这些权力，财富，反l

i映出人们

；二．工艺

东汉
I，二二二

}有浪漫的、愉快的渴望和对永恒幸福的祈i

}求。汉代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生；

；活安居乐业，整个心态是乐观向上的，所以l

{在这些画像砖中我们见到的神仙鬼魅都被人i

i性化了，寄托人们到达美好天国的企盼。人；

}们乐观的现世情怀及成仙得道的永生说，无{

；疑影响了画像砖艺术。人们以乐观的戏剧情l

；怀去面对死亡，认为死亡是新的开始，这种!

i死亡观念对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惧怕到i

；坦然，使艺术与生活更加亲近。

四川地区汉画像砖的题材十分广泛。现{

{世图景与神仙幻想同时并存，主要有舞乐杂i

；技宴饮、车马出行、门阙宅第亭楼，耕作打}

；猎等劳动场景、伏羲、女娲、西王母、仙人i

；等。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块Ilv],的l

l方形砖面上，人们紧张劳作的情形、乘车出l

{行的情景、对弈的闲趣，歌舞升平的愉i

i悦⋯⋯都被表现得生动活脱，向我们展示了i

{东汉时期人们生活的景象。表现题材的丰富}

}性是其他地区所远远不及的。

1．工艺美

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砖是一次模I

|印而成，制作工艺师将加工好的泥坯放入木i

；模中制成砖坯，到半干后去掉木模，用刻有l

{图案内容的印模印出各种图案和图像。这些{

|实心的方砖或长方砖，不同于河南地区的压i

i印，像盖图章一样一个一个地印出阴线花i

i纹，而是用阴刻的花模套印在泥坯上，因而{

{花纹一般形成浅浮雕凸显效果。画面圆润流；

i畅，富有生气。多采用阳线，部分也用阴刻。|

；由于画像砖多是大批量生产，在加工的过程i

l中需要讲究效率，不去精细加工。加工过程i

}中模具的许多细节刻画都会有损失，不同于{

{绘画表现。人们在长期制作过程中总结经验j

{并充分利用这一局限性，使得表现的形象抽i

{象概括，简洁大气，形式感强，又具备良好}

j的使用功能。

2．艺术美

四川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具有很强的{

i动的飘带表现运动中的人，显示出当时工匠i

；对生活观察之细微。一些形象甚至只有半；

；边，给人画外有画的想象余地，耐人寻味，且；

i构图简略，讲究虚实，与绘画中的留白很相|

}似。在一些表现劳作场景的画面里，运用山l

；或树的穿插，或直接一根线条，使许多不同{

}人物组合被巧妙安排在一个砖面上，传达出{

；不同的故事，形成同一画面中不同空间的跨；

{度，具有跳跃性。

汉代绘画艺术尚处于自由摸索阶段，并；

}没有形成体系，人们在创作时不受太多所谓l

}“艺术准贝Ⅱ”的束缚，相对自由，在画像砖上l

i可见它的自然之美。汉代雕塑艺术的高度发；

{展对画像砖有很大的影响，那些造型简洁夸l

；张，形象生动可爱的陶俑，体现人们对形象{

!概括的能力，对体量有了一定的把握能力，l

{将其运用在画像砖的创作中，部分地方以面!

；取形，线面结合，在形式上产生强烈的对比，}

{有浮雕感，画面流畅生动。它较秦代的尚实l

l风格来说以少胜多，更加简洁生动自然，富i

{有意趣。 ．；

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的媒介艺术，四川地i

{区东汉画像砖艺术不仅给予中国雕塑，绘画i

l艺术启示和借鉴，同时因为它的属性关系，{

l影响面涉及陶瓷以及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l

{四川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艺术所反映的文i

l化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是文；

|化属性中的又一个突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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