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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汉画像石的分布

济宁，是孔孟故里、儒学发祥之地，也是汉
画像石出现年代最早（西汉早期）、出土最为集
中的地区。汉代画像石出土数量，在全国以山
东最多，山东又以济宁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济宁市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约80座，收
集和出土的汉画像石总数700余块，以嘉祥、微
山、任城、邹城、曲阜等县市区发现保存数量最
多。其中嘉祥纸坊镇、微山两城镇，素有“汉画
像之乡”的美誉。尤其是嘉祥纸坊镇的武氏墓
群石刻蜚声海内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济宁汉画像石的神话题材

粗略统计，济宁地区全部汉画像石中与神
话题材相关的要占到 1/4。这些神话题材，具体
包括三类：一是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创世神
话。如较为常见的伏羲、女娲，羲和捧月、雷神，
海神、风云之神，也有日、月、星、辰，北斗星君
天象等。二是以西王母为代表的仙界传说。如
西王母仙界图、东王公，羽人、升仙图、仙人出
行图，也有开明兽、九头兽、九尾狐、玉兔等。三
是汉代谶纬神学的祥瑞故事。有众多的奇禽异
兽和奇花异草、鬼神祥瑞等。如青龙、白虎、麒
麟、凤凰、神龟、龙车、鱼车等。

在以上三大类神话内容中，出现的神明形
象主要如下：

伏羲、女娲 二人都是成就非凡的人类始
祖，后来成为古代著名的神话人物。在济宁汉
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一般人身蛇躯，两尾交
合或左右对称，伏羲持规，女娲执矩（图1）。
在嘉祥武梁祠，伏羲、女娲形象显示出明显的
配偶关系（图2）。人们乞求始祖神的护佑，希
望可以永久性留住墓主灵魂，生命无限延续
（图3、4）。

西王母、东王公 西王母是我国民间传统
文化中重要的神话人物之一。《山海经》记载：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
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图5）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半人半兽，并有不死
药的传说，这大大满足了汉人对长生不死、羽
化登仙的追求，因而，西王母在汉代被大加崇
信（图6）。嘉祥五老洼的画像石墓较早出现西
王母形象。此时还没有出现玉兔、蟾蜍等一些
后期较常见的形象。

东王公也是神人，是汉代人从对偶的观点
出发，给西王母安排的一个配偶（图7）。武氏祠
中，东王公的形象被安置于祠堂东壁最高位
置，与西壁的西王母遥遥相对。嘉祥武氏祠及
沂南画像石墓中，都是这样一种布局形式。一
般比较少见，如山东临沂白庄、曲阜梁公林画
像石中将东王公、西王母同处于一个画面两端
的相对位置上。在嘉祥武氏祠中就有一石刻他
们相会之景（图8）。

羲和托日（图9）羲和是天帝之妻，是太阳
的母亲。

风雨雷电 人们想象出了水神河伯、海神
以及风神雨师、雷公电母等神灵。

多头神人（图10） 汉人不但刻画出了《山
海经》中的双头神人——骄虫，而且还创造出

了三头神、五头神乃至七头神。
羽人 羽人多作飞行状，姿态优美。
开明兽（图11、12）《山海经》记载：“开明

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玉兔捣药（图13） 西王母有长生不老之

药，而为其捣药的是玉兔。
白虎（图14）白虎为四神中的西方之神。

济宁汉画像石神话的思想渊源

汉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思想文
化的整合阶段。济宁汉代画像石中神话内容的
兴起，是独特的汉代思想文化、社会风气所赋
予的。

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基因 春秋
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神巫文化在南方盛
行。对于楚文化的特点，有学者撰文指出，就风
格的基调来看，楚文化清奇灵巧，中原文化典
重质实。伴随着楚向中原的扩张，在中原文化
讲究端正、敦厚、雄浑的主流文化中倾注一股
充满浪漫色调、奇思异想、绚丽多姿的清泉。汉
统一后，在政治上承秦制，在文化艺术上，继承
更多的则是楚文化的浪漫绚丽。李长之在《司
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认为：“楚人的文化实在
是汉人精神的骨子。”体现在汉画像石上，则是
伏羲女娲、雷公电母、昆仑仙境、珍禽异兽等各
种神话题材的广泛运用。

道教思想促成汉文化的神仙信仰 汉初，
黄老思想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秦汉之际，上
层社会极力追求长生不老和羽化升仙，秦始
皇、汉武帝等皇帝都毕生追求长生。早期道教
就是这时“黄老”思想、神仙崇拜等观念相结合
的产物。在民间，追求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的美
好愿望，同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画像石饱
含了对死者之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
界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灵魂能够成仙。

儒家与阴阳五行思想织成汉文化的谶纬
神学 汉武帝登基之初，思想上采用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还大量
借用阴阳五行等学说，不断发挥儒家经书之

“微言大义”，进而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
一统等思想。统治者大肆宣扬巫术迷信，把自
然现象神秘化的谶纬于是广泛弥漫开来。孝的
高度被进一步抬高，表现在丧葬礼俗上就是

“厚葬为德，薄葬为鄙”。鬼神观念的泛化又遇
上孝观念的深化，成了直接推动厚葬礼俗的浩
荡之风。

汉代，兼具儒家大一统之气象与道家恣肆
开张之境界，二者的水乳交融，造就了汉人气
魄宏大、刚健质朴的精神风貌。鲁迅也曾赞美：

“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济宁汉画像石神话的文化美学内涵

观摩济宁神话题材汉画像石，可发现济宁
汉画像石中所刻画的神话及仙境，都是人理想
追求中的美的境界，是按照美的法则所创造的
汉代人的幻想。

刻画阴阳相遇，崇尚生命绵延之美 在古
代，人们把女娲看作是化育世间万物的神女，
还把她奉为婚姻之神。汉人也非常信奉伏羲女

娲会合的神话，以及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
汉代画像石中，以不同形式的伏羲、女娲为表
现内容的神话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
一点在济宁地区则显得尤其突出。画面或为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相交尾，或为伏羲女娲
各手持曲尺、圆规相对，或做男女手捧日月
相合等，均象征阴阳相遇、男女会合，创生
出人类、天地、宇宙之义。汉画像石乐此不
疲地表现这类题材，与汉代社会和人们对生
命的态度、对死后的精神寄托有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中国生命文化的特色在汉画像
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每一块画像石都记录着
汉代人的生命状态，向后人展示出汉代人生机
勃勃的生命意识。”

刻画升仙长生，追求精神永恒之美 长
生，是不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人们的一种共
同理想愿望。汉代，人们由相信人灵魂不灭，逐
渐演变成死后要灵魂升天的精神追求。有的幻
想死者身上长出翅膀，变成“羽人”，有的则要
像生前一样，乘坐车马云游。画像上的羽人头
部尖长，四肢纤细，背上有羽，多做飞腾或奔跑
状态。除了羽人，翼龙、翼虎、飞鹿、飞鹤、龙、
凤、虎、鱼、灵芝等都是护送墓主人灵魂升天的
祥瑞之物。画像石中的羽人与神兽，形象多姿
多彩，它们或在仙境中逍遥快乐地遨游，或在
人间潇洒自在地嬉戏，是富于变化、具有独特
魅力的艺术形象，这些都寄托了人们对长生不
死的一种热望，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汉
代，人人希望生命永长，统治者希望万寿无疆，
百姓乞求“适彼乐土”，这都要到美丽的神境仙
界去寻找。

刻画人神一体，向往自然和谐之美 中国
传统美学重视天、地、神、人诸界和谐。董仲舒
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
盛行于汉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各
方面都有所反映。所谓“天有日月，人有两目。
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黄帝内经·灵枢》）人
们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契合，并试图以此诠释人
类社会的规律和天人之间的奥秘。济宁汉画像
石中，大量的人与虎、龙、狮、象、马等共处和虎
躯人首、龙（蛇）躯人首等画面，反映着天地、万
物的对立、运动、变化，揭示了人与自然万物同
道同造共存，同质同构互为标志、相互依持，它
们各有各的存在价值，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
的生态要素。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汉代艺
术“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
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
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在汉画像石的神
话中，儒家理性主义的美学同充满奇丽的幻
想、激越的感情、原始的巫术文化融合在一起，
由此把汉代人内心情感的冲动展现为一幅幅
恣纵、瑰伟、奔放、浪漫的美丽图画。

综上所述，济宁汉画像石中的神怪世界，
张扬着汉代人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追求，折射着
汉代人的文化心态。济宁汉画像石中的神话，
展现的是“天人合一”“人神一体”的思想观念，
是“神为人用”的心理意念，是人们对生命与美
的永恒追求。这些精美的画像石，是我们这个
伟大民族所创造的伟大艺术，将以其永恒不朽
的价值与魅力，向人们展示着我们民族辉煌的
过去，昭示着中华文化灿烂的未来。

汉代漆器制造发达，是中国漆工艺史
上灿烂辉煌的时代。日照市博物馆收藏有
一件汉代文物漆双层五子奁，是难得一见
的艺术珍品。

漆双层五子奁出土于山东省日照市
海曲汉墓，此发现获评 2002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奁是古代化妆所用的匣，用
于盛放梳妆用品。木胎，有盖，上下两层，
上层为镜奁，内置铜镜 1件，铜镜上置木
梳、篦各 1件；下层放置 5个子盒，分别为
马蹄形盒 1件、圆盒 1件、椭圆形盒 1件、
长方形盒 1件。器表髹黑褐漆，上中下镶
嵌三周带状银扣，其间以朱、绿色漆饰云
纹、鸟纹和怪兽；内髹朱漆，内底部髹黑褐
漆，以黑绿色漆绘云纹和两只鸟。弧顶盖
髹黑褐漆，中心饰银质柿蒂纹，外镶嵌一
周带状银扣，以朱、绿色漆饰云纹、鸟纹和
怪兽。各子奁装饰风格与母奁相似，主纹
样都是云气纹，浑然一体。

该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枚铜印章，上书
“公孙昌”字样，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墓主人
的名字，但史书并无记载，其身份可能是
汉代海曲县的统治者。既然墓主人是一男
性，怎么会出现“化妆盒”呢？

“事死如事生”影响下的厚葬之风

古人认为灵魂不灭，即人死后灵魂依
旧存在，在地下世界如同活人一样继续生
活，“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仍然能够祸
福人间。中国的“礼乐”传统也首重丧葬，
儒家则保存和发展了这一传统，《礼记·中
庸》认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道家思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其影
响汉代人对生前和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
祈求。因此，在汉朝人的想象中，死后的世
界一如现世生活的翻版，墓室的形制和结
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也尽量
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
将房屋、田地和家禽、牲畜之类也制成模
型随葬，“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丧葬习俗既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习俗，
也折射着现实社会。虽然汉代“世尚厚葬，
有奢泰之失”“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
却有利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风尚。

古代男子重视仪容仪表

古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周代已形
成比较完备的衣冠服饰制度，并纳入“礼
制”范围：“昭明分，辨等威”，尊卑贵贱，不
可逾越；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服饰
配置，各有分别，不可混淆。人们在外出或
会见宾客时，也精心打扮自己，《邹忌讽齐
王纳谏》中“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
丽。朝服衣冠，窥镜……”可见先秦时期男
子对镜整衣已是常规操作。

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早期，贵族男性
就开始使用化妆品。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
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的一座男性贵族墓
发掘出土了一件微型铜罐，对其残留物的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它是美白化妆品，为
目前中国发现的较早的男性化妆品，也是
中国已知较早的面脂。

无独有偶，湖北枣阳九连墩的战国楚
墓群出土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便携式
梳妆盒，内置一面铜镜、一个梳头发的木
篦子、一把修眉刮脸的刮刀、一盒用作基
础护肤的面脂，墓主人为男性。荆门包山
二号楚墓为战国中晚期墓，出土了目前
最早的一件完整的彩绘妆奁，墓主人也
为男性。

汉代墓葬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河
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安徽阜阳双谷堆
汝阳侯墓等都出土了样式各异的妆奁。在
全国各地发掘的一些中小官吏的墓葬中，
也出土了大量随葬的妆奁，这说明古代贵
族男性使用妆奁是普遍现象。

汉代男子也化妆

在古代，化妆并非是女子的“专利”，
男子虽然不像女子化妆般妆饰繁复，但也
是化妆的。

束发与戴冠 古往今来，发式不仅仅
体现礼俗，也彰显着人们的审美。《礼记·
曲礼上》有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
二十岁的时候要行加冠礼，并由长辈赐
字，表示已成人。“发有序，冠才正”，冠与
发式是密切相连的，士冠，庶人巾。冠礼的

“冠”是用冠圈套在发髻上，将头发束住，
用“缨”绕颏下系稳，或用“紘”系在笄的左
端，再绕颏下向上在笄的右端打结，将冠

固定在头上。
正因为古人无论男女都留长发，且

不可随意剪发，由此延伸出了“髡”刑，即
把罪犯的头发等剃光，以示惩戒。卫宏

《汉旧仪》载：“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
旦者，治城也。”班固《汉书·循吏传》也有
此类记载。

古人日常打理头发主要包括梳理、盘
结、造型、洗涤、滋润等等。这也就是馆藏
文物漆双层五子奁中镜奁、马蹄形盒和长
方形盒的作用：镜奁装镜子，马蹄形盒装
梳篦，长方形盒装梳刷、笄等。

蓄须 古人喜欢留胡子，且胡须分类
极为细致：上唇的叫“髭”，下唇的叫“粜”，
颊旁的叫“髯”，下巴的叫“襞”。汉代，“美
须髯”是美男子的标志，《史记·高祖本纪》
记载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汉书卷
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描写霍光：“白皙，
疏眉目，美须髯”；《通典·官职三》记载：

“谒者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以补之。”
汉乐府诗《陌上桑》形容美男子“为人洁白
晰，鬑鬑颇有须”。

汉代人重视嘴唇上面胡须的修饰，既
美观，还不能影响进食。刘熙在《释名·释
形体》云：“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山东
东平汉代壁画中，人物的头发胡须运用了
钉头鼠尾描，头部如钉子，末端如老鼠尾
巴。胡须的打理需用镜子、梳篦、刮刀和镊
等，也需妆奁盛之。

照容 铜镜出现之前古人用水照容，
所以先民有一种盛水的容器叫“监”，《说
文解字》释其意为：“监可取水于明月，因
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监”的金文
为 ，能更直观地显示字义。《庄子·德充
符》记载“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

汉代妆奁中大都有铜镜出土，然而我
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铜镜大都不能照人，
为什么呢？

这需从铜镜的制作方法说起。《淮南
子·修务训》记载：“明镜之始下型，矇然未
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
毫可得而察。”古人制作铜镜时，使用白色
的毛毡蘸取粉状的磨镜药玄锡反复擦拭，
铜镜就可以光亮照人。然而，此法制作的
铜镜易氧化，致使镜面昏暗无光，不能照
人。因此，古人对铜镜的保养非常精心。日
照市博物馆馆藏漆双层五子奁，上层为专
门的镜奁，内装有铜镜，铜镜以丝绸包裹，
出土时丝绸已朽。

敷粉 汉代男子大都“以白为美”。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苍坐法当斩，
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刘邦因为
张苍皮肤白嫩，赦免了其死罪。

汉朝贵族男子敷粉，《颜氏家训》记
载：“男子傅粉之习，起自汉魏，至南北朝
犹然也。”《汉书·佞幸传》中载：“公卿皆
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
带，傅脂粉，皆闳、籍之属也。”《汉书·广
川惠王刘越传》记载，昭信谓去曰：“前画
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数出
入南户窥郎吏，疑有奸。”这就是“南户窥
郎”的出处。

汉代文物之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妆奁内还有白
粉、朱砂等化妆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的帛画《车马仪仗图》中，男子的面部都涂
得煞白，也显示出当时确有贵族男子敷粉
的习俗。

汉代日照本地男子化妆习俗

汉代之初，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
经济逐渐发展繁荣。漆器制造业也空前发
展起来且分工细致，漆器上经常铭刻该器
物的产地和官署等。日照大古城汉墓出土
漆耳杯底部有漆书“莒牢”；临沂银雀山四
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褐漆耳杯上有“筥
市”“筥”等戳记，两件残黑漆彩绘耳杯上
有“市府草”“市”戳记。这说明汉代莒地
（今日照市莒县）官府漆器制造工业已非
常发达。而海曲汉墓出土的漆器和上两处
汉墓出土的漆器在形制和纹饰上较为一
致，可推测这些漆器也是莒地制造的。

此外，与漆双层五子奁同时出土了
39枚竹简，其中一枚残简上书写有“天汉
二年城阳十一年”，城阳国的年号与汉王
朝的年号对应出现在同一枚竹简之上，或
表明墓主与城阳国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西汉时期
日照地区漆器制造业较为发达，漆双层五
子奁很可能出自莒当地漆器作坊，日照地
区富贵之家的男子也有使用妆奁化妆的
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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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微山两城山伏羲女娲图 东汉

图2 嘉祥武氏祠历代帝王图中的伏羲女娲 东汉

图5 嘉祥武氏祠西王母形象 东汉

图6 嘉祥跪拜西王母图 东汉

图7 嘉祥武氏祠东王公形象 东汉

图14 邹城白虎形象 东汉

图9 邹城羲和托日图 东汉

图8 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相会图 东汉

图10 济宁任城人身多头神
人形象 东汉

图11 济宁任城开明
兽形象 东汉

图13 邹城玉兔捣药图 东汉

图12 嘉祥开明兽图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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