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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封建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

代，狮子雕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王朝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有着博大、

宏伟的大国风范和高度发展的艺术文化，这

点也反映在乾陵石狮的造型艺术造型中。

一．石狮艺术

狮子造型艺术是中国传统石刻中最常见

的题材之一，我国最早有狮子的记载是从

《汉书·西域传赞》开始，在东汉时，陵墓雕

刻就开始有狮子存在，例如，山东武氏祠石

狮、临淄石狮、四川芦山石狮等。史书也记

载“汉安邑长尹俭墓云：阙东有碑，阙南有

二狮子相对”。可见，在汉代就有狮子造型存

在了。但狮子最早不是产于中国，据说狮子

是从西域传来的。相传东汉汉章帝时，西域

大月氏国把一头金毛狮子作为礼物进贡给中

国的皇帝。

济条件有别，所以陵墓前狮子的格调和气质

也有所区别。其中以乾陵为代表，这座陵墓

是处在唐王朝的上升发展和繁荣时期，是最

具时代和艺术特色的，其雕刻造型语言不但

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风格基调，也借鉴了

“胡人风格”，陵蕞整体宏伟庄严的布局和狮

子威猛的造型，是唐代陵墓狮子艺术的突出

代表，是唐代雕刻艺术中的一座里程碑。

乾陵陵园原置石狮四对八尊(现存5

尊)，分别位于内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四门之外，朱雀门石狮子在造型E最为引人

注目。朱雀门这两尊石狮皆为蹲式，用整块

青石雕刻而成。东侧石狮高3．02米，胸宽

1．50米，长2．40米。西侧石狮高2．8米，胸

宽1．38米，长2．83米，两尊石狮底座均有

精美的线刻蔓草、祥云、瑞兽等图案。狮子

整体造型浑厚有神，有顶天立地的气概，把

乾陵石狮造型

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佛教中，释迦牟尼

自称“人中狮子”，佛坐的床叫做“狮子座”，

文殊菩萨也骑着狮子等，因此，狮子被认为

是一种有神力的灵兽。到南北朝时期，统治

者源干对佛教美术的重视，佛教雕刻中也大

量出现了狮子的造型，例如，现存北朝石窟

造像及各地散存的造像碑等之中留有相当数

量的狮子形象。到了唐代，佛教进一步传播、

流行，当权者也认为狮子是最凶猛且带有神

圣性的动物，为了神化自己的地位，使宗教

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自然在葬仪上也要利用

宗教，于是狮子造像大规模引入陵墓石雕

中，用以加强仪卫，保卫陵墓，此后，一般

帝陵的f J兽就改用石狮。

二．乾陵石狮

唐代陵墓，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渭北高

原的群⋯中，包括唐代近300年各朝帝王的

陵墓(统称唐十八陵)，东西蜿蜒300余公里。

唐代的帝王陵墓，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和经

三．造型语言

从唐代近三百年的陵墓石刻演化过程，

明显地可以看出石刻的兴衰与其时代风气相

同。石狮，造型雄伟、壮观、厚莺，追求富

贵与宏大，与大唐盛世的雍容华贵、充实大

气的社会风气不谋而合。“既隐溢着汉魏石

刻敦厚、朴质、力满的遗风，又显现出唐代

蓬勃、雄大的精神气魄”。在造型处理上均为

方中带圆，增强了石刻的力度和成严感，同

时也加强了石刻的向外张力。而圆则给人以

厚重之感。

1．体量宏大的造型语言

中国古代墓葬传统从“天人合一”的认

识出发，产生了“以山为陵”的习俗，追求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联系。这存盛唐

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规制。乾陵建造存雄

伟庄重的梁山山腹，梁山呈圆锥形，三峰耸

木分

“兽中之王”狮子的凶猛、威武的精神表现得

非常准确。那自信威严的眼神仿佛穿透时

空，一副L下千年唯有大唐独尊的气势，显

示出大唐帝国强盛昂扬的气派。

从正面看，狮子昂首挺胸，前肢粗硕，犹

如两条粗唧的石桂顶天立地，狮爪紧握，狮

首昂起做吼状，身躯饱满，肌肉突出，筋骨

强壮，前肢粗壮结实，雄强有力，支撑着前

倾的躯体，使之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狮

瓜尖锐锋利，骨节凸起，石狮头部巨大，几

乎占了整个体积的=三分之一，头部及颈项部

毛发卷旋，似层层鳞披，一双铜铃般的大眼

睛，好像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鼻子宽阔向

卜隆起，张开大IZl，露出锋利的牙齿，好像

要发出震撼的巨吼，身躯后蹲，稳重如泰山。

那种坚定不拔、坚不叮摧的气概，与整座陵

墓的风格联系在一起，大大增添了陵墓的雄

风，使整座陵墓笼上一层神圣的、尊严的和

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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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北边主峰高居于海拔1047．3米，为陵山

之主体，东临豹谷，西临漠谷，地势高峻而

不险，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浑圆挺秀

如女性的双乳。乾陵内城四门石狮威猛的造

型，与陵墓在气势E互相补充，结合得十分

和谐。由于对现实的认识受到君权、神权的

支配，以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陵墓雕刻

大多是神化的形象给人以震慑，产生这种震

慑的力度，还有宏大的体量。狮子的高度一

般都在3米多，十分高大，象征着君主的尊

严和神圣不可侵犯。远看与陵墓融为一体，

矗立在广阔的天地之间，近看则庞大雄伟，

必须仰视观看，给人一种震慑力，石狮宏大

的体量，令人感到陵墓的庄严与威武，使观

看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对比，使人产生崇高和

低微、伟大与渺小的形象对比，给人一种极

大的震慑力，突出了皇权的高大和神圣不可

侵犯，从而把统治者祈求政权稳【占1永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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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石狮正面

2．规范化的造型语言

唐王朝为了避免前朝的混乱、叛逆、弑

君、割据的政治局面，严格制定了各项制度

；以维护“礼”的尊严，建设一个高度秩序化

：的社会，保证千权的巩固。因此，在南北朝

的混乱局面结束之后，人们需要秩序化带来

的具有稳定感的造型形式，也导致了人们审

：美心态的秩序化与程式化。具体到陵园石雕

：这一细节，也同样制订了严格的j：L$1J，分为

；两种形式：

一种是内容规范化，主要是指石狮的某

4种形象内容放置在什么地方，表达什么意

：义，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例如，石狮放在什

t么位置，不同的城门放置不同造型的狮子，

造型雌雄姿态各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等

等，但是总的来说狮子都是表示护卫王权，

表示君主王权的不町侵犯。乾陵狮千造型都

强调雄狮“掩虎吞貔，裂犀分象”的威猛，突

{出“力”的感觉，韵味十足，为唐陵后期石

狮创下了规范的造型语言，而且螺旋状的鬣

；毛则完成了中国狮子的定式。

； 另一种是形式的规范化，石狮存陵墓中

‘的位置排列，在唐代之前，在数量和排列上

：没有什么规定，自由的设置和造型表现不能

：令人满足，以石狮作为陵园四门的主要装饰

物体是从唐代的乾陵开始的。例如，在朱雀，

玄武，青龙、白虎四门前各放置石狮一对，而

且在石狮的朝向、数量、规格有了统一的格

式规范。它是完全在“尊君”思想指导下列

置的，放置狮子于陵墓前，有炫耀的意义，也

反映出唐代帝王生前的专制独尊，威慑力

量。除元代以外，以后的陵墓雕刻基本上都

沿袭r唐代的规制，从而狮子艺术造型就成

朱雀石狮侧面

为帝王陵墓不可缺少的守卫者。

3．线的造型语言

乾陵石狮采用圆雕和线刻的处理手法，

由平面加线条转向圆润、宽大的体积与有

弹性的动态线结合手法，与秦汉时期的石1

虎和辟邪有相似之处。线不仅是中国传统

绘画最基本的造型元素，也是中国传统雕

刻造型语言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生动气韵

的线与立体材料以宅间构成的形式。在唐

代乾陵石狮得到了体现。李泽厚在他的《美

的历程》里说：线的艺术，正如抒情文学一

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的最富民族特征

的艺术形式，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

表现。乾陵石狮用线刚劲、挺拔、丰润，以

蹲狮为例，石狮线条向外突出扩张，争霸空

间，好像每块体积都在爆发着无穷的力量，

视线无论远近都有硕大雄伟之感，狮子五

官线条处理流畅，凹凸有致，宽窄自如，须

眉毛发细润精致，有图案化装饰风格，狮子

神情流露出耀武扬威的气度，张口长啸，极

目远放。昂首挺胸，胸与前肢外凸的弧线使

胸脯挺举到最大的限度，位置已经到口、鼻

的垂直面，这种突出弧线构架空间与空旷；

的原野环境非常的协调。

4．装饰的造型语言

乾陵石狮运用造型与图案相结合的处理

手法，分为两种：(1)装饰美化形体。图案

的变化与饱满的外形线条结合，使整体造型

外形清晰、流畅，极具动感。例如，对石狮

鬣毛、眼、嘴、眉等用图案处理，使整体造

型更强调外形的饱满，浑厚和力度。同时和

整体浑厚造型形成了微妙的对比，使得这些

动物敦厚，有威严、有气势，又有细节变化，·

乾陵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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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活泼，打破了外形的死板感。(2)赋予

这些动物神秘性。因为狮子是舶来的异兽，

被视为万兽之王，具有驱邪除煞的成力。在

唐代虽然有狮子不断传入中国，但是流入的

数量有限，而且雕刻丁匠处于社会底层，很

难见到狮子的面貌，因而对狮子充满了神秘

感。民间艺术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运用取

舍、概括、夸张和变形的处理手法，进行理

想化的创造，并且逐渐和中国文化相融合。

他们使用图腾的方式，对狮子进行了浪漫而

神秘的装饰，突出地表现狮子的威武、强健

和闪猛的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

的狮子形象。

三．总结

唐代艺术家创造出来的雄强博大、神态

威猛的陵墓狮子艺术形象，充分反映了唐王

朝繁荣昌盛的社会现实，并一直作为宋、元、

明、清各朝代，直至现代中围狮子造型的楷

模和典范，使中圈的狮子艺术，在唐代时就

形成了中圜民族形象和东方艺术的代表，是

中国狮子艺术中最光辉灿烂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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