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籍中关于纛（dào）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项羽本
纪》：“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裴骃集解：“李斐曰，纛，毛
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
如斗，或在騑头，或在衡上也。”蔡邕《独断》则说纛“在最
后左騑马鬃上”。《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除引裴骃集解
外，还加注“应劭曰，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后汉书·
舆服志上》说：“左纛以氂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从汉
唐学者对纛的释义看，纛是古代车马的饰件，其制作材料
是牦牛尾或雉尾，形制与旄、羽葆相近，安置于左边马的
头上、镳上、轭上或车衡上。考古发现的纛最早见于东周
时期的燕地和楚地，辽宁兴城、沈阳等地青铜时代墓葬出
土过青铜制作的纛，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楚墓中出土
过漆木制作的纛。其形制大致有矮纛和高纛两类：矮纛大
体呈椭圆形，顶端或平或弧，上有若干小孔以安置毛羽，
高 4—6厘米；高纛则是以矮纛为基座，其上再立直杆，杆
首有若干小孔以安置毛羽，通高 15—24 厘米。秦始皇陵
铜车马之右骖马头顶皆置高纛，西汉南越王墓也出土过
类似的铜高纛杆。

汉魏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屡见纛的形象。
从图像观察，既有单骑马头上置纛，也有在车驾左骖马头
或右骖马头上置纛，还有四马头顶皆置纛，镳上置纛者少
见，未见轭上和衡上置纛。四川广汉东南乡出土的汉导车
画像砖、栈车画像砖，马头上置矮纛；陕西定边郝滩汉墓
车马出行图壁画，马头上置黑色矮纛（图 1）；甘肃酒泉果
园乡魏晋壁画墓出行图，有两个执旄者和一骑吏所骑之
马，马头上置黑色矮纛；河南新野樊集出土的汉射鸟、西
王母、驷马安车画像砖，四马头顶皆置高纛（图 2）；陕西
绥德汉墓门楣之牵马图，马头顶置扇形高纛（图 3），其形
体由若干呈倒三角形的物件组成，这种形象应是修剪过
的雉羽，姑且称之为羽状纛；甘肃嘉峪关新城 5号魏晋壁
画墓之狩猎图，猎手所骑之马头上置黑色高纛（图 4）；河
南邓州南朝画像砖墓出土的铠甲战马画像砖和运粮画像
砖、江苏丹阳南朝画像砖墓东西壁之铠马武士画像砖和
骑吏画像砖，马头上皆置高纛；四川德阳柏隆张出土的汉
代斧车画像砖和四维轺车画像砖，马头和镳衔结合部皆
置羽状纛（图 5）；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北壁横额之车马出
行图，马头置高纛，镳衔结合处置羽状纛，马勒上还缀有
一个或两个以软绳连接的纛，随风飘起，这种安置方法在
文献中无记录。

马以纛为饰应来源于东周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仙界
动物。彼时关于神仙的传说流行于临海的燕齐一带，《史
记·封禅书》说：“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
皆燕人，为方仙道形，依于鬼神之事”，燕昭王、齐威王、
齐宣王都是他们的信徒。从《楚辞》和楚墓出土文物中，
也可感受到强烈的神秘浪漫气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热
衷神仙方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神仙、升仙
也是常见的题材。汉画所表现的神兽、神鸟形象与普通
动物不同，它们的头上都长着呈“C”“7”“T”“J”“S”等不
同形状的物件，或稳重，或飘逸，高低有差、姿态各异。
聊举几例：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立柱第二层刻两麒麟画
像，其头顶生长高纛状物（图 6）；四川彭山一号汉代石
棺两侧画像，上下皆刻翼兽，兽头上长着形状不同的高
纛状物，另有一只凤鸟头顶长高纛状冠；汉画中常见的
凤鸟、朱雀头上长着向后飘逸的“S”形等各类异形物
件。神兽、神鸟头上生长的各形物件，是它们区别于普通
动物的重要标志。汉画中车马形象甚多，马头上立纛者
甚少，这种模仿仙界动物形象而制作的纛，应是良种马
的特殊标记。马是古代军事、交通运输和生产领域极为

重要的资产，良种马
因为珍稀，才会有伯
乐、九方皋相马故事
流 传 。汉 初 大 乱 初
定，社会经济尚未恢
复。《史记·平准书》
说：“天子不能具钧
驷，将相或乘牛车”，
黄屋左纛其实是无
奈的选择。《大宛列
传》载汉武帝遣贰师
将军李广利攻大宛
取汗血宝马事，显示
出那时对良种马的
迫切需求。从文献记
载和出土文物看，汉
代并未形成严格的
左纛制度。从魏晋开
始直到唐宋时期，黄
屋左纛才成为皇帝专用的车驾，权臣只能在其葬仪上享
受一次黄屋左纛的虚荣。

因纛的形状和制作材料与旄、羽葆相近，魏晋以
后，将旄、羽葆皆称为纛。宋高承《事物纪原》、王应麟

《玉海》皆说纛“盖旄头之遗象”。甘肃嘉峪关新城 5 号魏
晋壁画墓之屯营图，中央大帐旁立六杆旄，应是《新唐
书·百官志》所说的节度使树六纛的雏形。河北磁县高洋
墓壁画东西两壁第 45、第 47 人所执仪仗亦应为纛，其形
为三叉戟下悬一红带编缀的旄，是年代较晚的旄头形
象的纛。

隋唐以后，在纛下加挂旗帜为纛旗，文献上仍称为纛，
又以皂纛最常见。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卤簿图中，有
旗队8人，领先者举黑色纛旗，顶端置黑色旄头，旗面上画
黑色圆圈，旗尾飘四条黑白相间的雉尾纹斿。乾县章怀太
子墓壁画中段的出行图中，也有一黑色纛旗，顶端置黑色
旄头，旗尾飘六条黑白相间的雉尾纹斿。懿德太子墓西壁
仪卫图中的黑色纛旗，形制与前者同，旗尾飘七条黑白相
间的雉尾纹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元时期的《大驾卤簿
图》，队列中有一黑色纛旗，顶端置黑纛，旗幅上有黑白相
间的纹样，旗尾飘三条黑白相间的斿，与《宋史·仪卫志》所
记“皂边皂斿”相合。据《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八旬万
寿盛典》等书记载，明代大驾卤簿中有皂纛和红纛，清代大
驾卤簿中有五色龙纛、前锋纛、护军纛、骁骑纛等数十种，
繁多冗杂。

纛也出现于丧礼之中。《周礼·地官·乡师》:“及葬，执
纛以与匠师御匶而治役。”《尔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

柩之役，正其行列进退。”丧礼中的纛有等级之分，据杜佑
《通典》卷一〇八：“纛竿，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
魌头。五品以上纛竿九尺，六品以上长六尺。”宋王溥《唐
会要》所说尺寸与之小异，《五代会要》卷八说：“无官品者
勿用”。

纛还是军权的象征。宋许洞《虎钤经》卷七：“旗帜者，
军中之标表也，以门旗为首，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
幅，树大将牙帐前。”军旅出动还有祭纛的仪式，也称为祃
纛。《新唐书·康日知传》：“乃祃纛黄堂前”；唐独孤及《毘陵
集》和柳宗元《柳河东集》都录有《祭纛文》；《虎钤经》中有

《祃六纛旗文》。甚者还有以人祭纛的习俗，《旧唐书·李忠
臣传》：“擒大首領阿布离，斩以祭纛釁鼓”；段成式《酉阳杂
俎》卷四：“突厥以人祭纛”；《宋史·礼志》第七十三详记了
彼时祭纛的全过程。

明代始建庙祀纛。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洪武元年十
二月庚寅，立旗纛庙”。《明会典》：“凡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
后筑台，立旗纛庙，设军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惊蛰日，秋
祭用霜降日。”据地方志所载，很多地方皆建有旗纛庙，一
些古建筑保存至今。

文献中与纛音义相同的字还有翿。《诗·王风·君子阳
阳》：“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孔颖达疏：“翿，纛
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孙炎曰，舞者所持羽也，又
云：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说文》无纛字，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翿、翢、纛同字”。隋代以后的史书有
关乐舞的记载中，有引舞者一至二人执纛。虽然形状与前
述之纛相近，其功能却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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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阴西岳庙是历代祭祀华山的场所。西岳庙
创建于西汉武帝时期，经历代扩建重建，到清代达到
鼎盛。1996—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西岳
庙修复工程，对西岳庙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
唐代天宝、大和及大中纪年铭方砖，弥补了唐代修葺
西岳庙的历史记录。本文就此作初步分析。

西岳庙出土唐代纪年方砖概况

“天宝九载”莲花纹
方砖 共 7 块 。尺 寸 近
似。均为泥质灰陶，火候
较高，质地坚硬。方砖正
面四周内填联珠的阳线
纹构成方形框边，中心模
印楷书“天宝九载”4 字，
四字旋读。外饰内填连珠
纹的阳线重环纹，重环纹
外饰十二瓣带蒂莲花纹，
花瓣呈圆角长方形。莲花
纹外饰三环纹，三环纹间，
内填唐草纹一周，外填联
珠纹一周。方形框边的内
侧四角各饰一朵草花纹。
方砖的侧面，均有用刀削
正的痕迹。七块方砖的正
面纹饰相同，但字体稍有
差异。砖底面均饰绳纹。

标本 1 制作精细，字
体工整，“九”字一撇长而
斜直，竖折勾之折处呈九
十度。边长 37.5 厘米，厚
8.5厘米（图1）。

标本2残一角，字体粗
而草率，印迹浑晕不清。

“宝”“载”二字不清，“九”字
一撇长而斜直。长38.5厘米，宽37厘米，厚8厘米（图2）。

“大和”纪年方砖 出土 4件，其中一件完整。阴
面饰方格纹和网格纹，网格纹之间印有5行“大和”二
字。方砖长34厘米，宽31.5厘米，厚5厘米。

“大中”纪年方砖 仅发现 1件，残缺。残长 20厘
米，残宽31.5厘米，厚7厘米。阴面上沿饰有网格纹，中
部残存4行“大中”二字。

西岳庙纪年方砖反映的唐代岳庙修建史实

唐代以前的西岳庙修建简况 唐以前西岳庙的
修建，文献记载不多，汉《西岳华山庙碑》载“在汉中

叶，建设宇堂”。东汉光和二年（179），弘农太守樊毅以庙舍旧久，
墙屋倾亚，特部行事荀斑与县令先谠，以渐补治。北魏文成皇帝即
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北魏大统七年（541）命华
山郡守杨子昕重修。隋“大业十年（614），祀华岳，筑场于庙侧”“十
三年（617）有事于华山”。

从西岳庙考古工作得知，南北朝时期庙址位于今庙内的中
部，庙域南起今庙内的金城门，北到灏灵殿之后13米处，平面布局
呈方形，单垣孤殿，占地面积约18亩。虽在庙内未发现隋代的建筑
遗迹，但以“定”为编号的条砖证明了隋代时期也对西岳庙有修缮
之举，可能与隋“大业十三年有事于华山”有关。

唐玄宗对西岳庙的维修 唐代对西岳庙的修建，多无文献记
载。庙内出土的唐代纪年方砖证实了唐代曾对西岳庙有过多次修
葺。《华阴县志》云：“庙自汉武帝建，始唐增雄丽。”唐代的西岳庙
何时“始增雄丽”？庙内发现的“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印证了这一
事实。

西岳神在唐代一度受到冷落，至唐玄宗时，祭祀制度、礼仪渐
隆，封华岳神为金天王，西岳山神崇拜盛极一时。《旧唐书·礼仪
志三》载：“元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元年（712）七月正，
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唐玄宗在后期不仅笃信“成仙长
生”之术，而且尊崇华山之神，并以华山为本命，试图达到“以功施
四海为长生，以业传万世为不死焉”，还自以为功过五帝，德比肩
伏羲、周文，准备在华山“龙驾帝服，封天禅地”。

据《资治通鉴》载唐玄宗天宝元年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先
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天宝三载正月丙辰朔，依《尔雅·释
天》云：“周曰年，唐虞曰载”，取四时终始之意，改年为载。“天宝九载
春，正月，群臣屡表请封西岳，许之。”“三月，上命御史大夫王珣凿华
山路，设坛场于其上。”“是春，关中旱。辛亥，岳祠灾。制罢封西岳。”

唐玄宗欲封禅西岳，为了表示对华山神的尊崇，必然要修葺或扩
建西岳庙。虽然史书未记载这次修庙工程，但庙内出土的“天宝九
载”莲花纹方砖，体厚质优，纹饰华丽，可为大修岳庙之佐证。西岳
庙考古工作还发现了唐代的殿堂基址，唐代西岳庙的前殿基址叠
压在现存的灏灵殿之下，其规模大小，与现存的灏灵殿相近。后殿
南距前殿约13米，在后殿室内壁面上，还保存有壁画残迹，因墙的
上部已破坏，仅残存人物的下肢部分。壁画高出室内地面10至30
厘米，西、北两壁上各有5个人物。从人物的站立形态和衣着看，两
组人物均为自然站立状，似有迎接对语之意。壁画以工笔法绘制而
成，地仗用白灰水粉刷而成，壁画使用的颜色有红、褐红、粉红、黑、
黄、白六种。从壁画残迹看，用笔线条流畅，颜色艳丽。在后殿台明
中出土有唐代莲花纹瓦当和板瓦、筒瓦、“开元通宝”钱等遗物。在
后殿东北部约44米处还发现砖铺地面，残存面积约5.4平方米。地
面用方砖铺成，整齐平坦。铺地砖有“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和素面
方砖。从遗迹的形式和结构分析，似为一处建筑物的砖铺地面残迹。
从台明中出土的“开元通宝”钱分析，该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与扩拓
庙域的时间相同，当为唐玄宗天宝九年（750）修庙工程中所建。

基于以上分析，唐代拓展庙域之事，可能是天宝九年（750）为
封禅西岳而进行的修庙工程所为。依据西岳庙考古资料，我们得
知，唐天宝九年在南北朝时期的庙域基础上首次将庙域向北进行
了扩建，南北长约 147米，东西宽 111米，占地面积约 1.63万平方
米。这是西岳庙发展史中的一个辉煌时期，它革益了南北朝时期
的单垣孤殿之制，使主体建筑增益为“吕”字形，开创了西岳庙“前
堂后室”之制的先河。

唐代后期对西岳庙的维修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锐
减，华山因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王室重视。唐李商隐《修西岳庙碑
记》云：“开成元年（836）九月遣侍中太宰征东大将军辽西常英
冠、将军曹尚书河内公荀尚，立节将军安定侯直勤侯尼须，建立
殿庙，造碑阙。”而唐大和（827—835）纪年方砖与文献记载相印
证，证实了唐文宗在位期间曾修庙一事，工程从“大和”年间开
始，到开成元年工程竣工。到唐宣宗时，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
日渐富裕，呈现出“中兴”局面。作为与国家命运相系的西岳华
山，唐宣宗对西岳庙必有举措，大中纪年方砖，印证了唐大中年
间修葺的事实。

唐代是西岳庙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时期，但因文献记载甚少，
无法确定扩修、修缮工程的时间，出土的纪年方砖填补了史料缺
失。从唐代的建筑材料中，特别是方砖正面纹饰华丽讲究和部分

“青掍瓦”瓦件，表面经打磨，黑而光滑来看，再现了唐文化的特点
和繁荣，也反映了唐王朝对西岳庙的重视。“天宝九年”西岳庙庙
域的增益，为后世庙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慎《说文解字》：“印，执政所执
信也。”印章在春秋时代已普遍使用。
秦之前皆称“玺”，极少数称“印”。到了
秦代，印的名称及使用有了严格的规
定，皇帝的印章称“玺”，余者称“印”。
自汉魏晋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隋
唐之后，印体、印文变化发展。

印章种类繁多，分为官印和私印
两类。官印即官方所用之印章，私印为
官印以外印章统称。海南省定安县博
物馆收藏印章约 30枚，基本为本地名
人私印，印文以篆体为主，印章中朱文
大都配上阳线边栏；白文少有阳线边
栏。主要有以下几类：

姓名印、字号印、名字合印、总印
合称名字印。印章作为信用的象征，以
姓名印为正印，字号印为闲印杂用。

姓名印。一般在姓名后面加“印”
“之印”“印章”“印信”“章”“之章”等，
或名后加“印”“之印”“私印”“章”“印
章”等的名印，姓后加“氏”或在姓前同
时加地名的姓氏印，如“金陵某氏”“燕
京某氏”等。姓名印是取信之物，在日
常生活中不可缺少，尤其是书画艺术
家，一幅作品可以无款但不能少印，无
印则不能称为完整作品。

“张岳崧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
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上起逆读“张岳崧印”四字，有阳线
边栏，为回文印。回文印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如古代双名
印，为使名字相连，避免拆散在左右两侧，从姓开始采用从
右到左、从左到右逆时针方向排列，即在姓下加“印”字，作

“姓印某某”。回文应读作“姓某某印”。如单姓单名印也采
取回文式，则必须加“之印”或“印信”等等。张岳崧（1773—
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澥山，号觉庵、指山。今海南省定
安县龙湖镇高林村人。清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一甲
第三名进士，系海南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与丘濬、海瑞、
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

“张熊光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
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张熊光印”四字。印钮为
狮钮。张熊光，字锡卿（1825—1852），探花张岳崧之孙，张
钟銮之子，清代庠生。

“莫受松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右
上起顺读为“莫受松印”四字。

“兆文”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
横读“兆文”二字，印面有阳线边栏，印钮为兽钮，浮雕一
只瞪眼顽猴，刀法粗犷。《光绪定安县志》记载：莫兆文，字
昌廷，号毅农，景环子，张岳崧门婿。

字号印。即用人的字或号作印文入印。字号是古代文
人的癖好，除了有一个正式姓名外，还要给自己起几个字、
号或多个别号，以示风雅。字号印起源于唐，从宋代开始流
行至今。

字印，旧名表德印。字一般只起两字，刻成印章，大多
后面不加“印”“之印”，加“姓”的，作“姓某某”，也有姓的下

面加“氏”字，作“姓氏某某”，如“赵氏子昂”，也可以字下加
“氏”，作“某某氏”，或在字下加“父”，即“甫”的异体字。号
印，以号或别号入印，如苏轼有“东坡居士”印，赵孟頫有

“松雪道人”印等。定安县博物馆馆藏“筱源”印、“小源”印、
“子深”印、“子彰”印均为字印，且印面均有阳线边栏。

“飞伯印字非潜号香泉”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
朱文篆体。此印主人名飞伯，字非潜，号香泉，集名、字、号
刻为一印。将姓名、字、号并刻为一印的称为“名字合印”。

斋馆印，是以文人书斋、居室的雅称刻制的印章，如
“楼、阁、馆、巢、院、斋、轩、堂”不胜枚举。

“筱农吟馆”印，清代寿山石不规则印体，印文为朱文
篆体，右上起横读“筱农吟馆”四字，印面有阳线边栏。

印章发展到了唐宋两代，用以收藏、鉴赏、校订的专用
印记——收藏鉴赏印开始出现。它兴于唐而盛于宋，多用
于钤盖书画文物。收藏类印多加“收藏”“珍藏”“藏书”“藏
画”“珍玩”“密玩”“图书”等字样。鉴赏类多加“鉴赏”“珍
赏”“清赏”“心赏”“过目”“眼福”等字样。校订类印多加“校
订”“考定”“审定”“鉴定”“甑定”等字样。

“莫氏东初所藏”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通3.65厘米，
印文为朱文篆体，右上起顺读“莫氏东初所藏”六字。“东
初”印为不规则随形印，寿山石质，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
横读“东初”二字。字体行笔中圆畅洒脱，印身四周所刻松
树和荷花，与莫氏东初所藏印为同一人的私印。

成语诗文印，属闲章类。成语印盛行于宋元，印文刻以
诗文、成语、名言、俗谚，或牢骚、风月、佛道等语入印，进一
步使篆刻由以往单纯的镌刻官职、名号的实用艺术，发展
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

定安县博物馆馆藏“千里怀人”印和“十里荷香”印即
属于成语诗文印。

吉语印，即印文刻吉祥语。如汉印中常见的“大利”“日
利”“大幸”“长乐”“长幸”“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永安
宁”“日入千石”“日利千万”等，皆属此类。也有在姓名上下
附加吉语者，多见于汉代两面印中。

“亦寿考”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印，通5.3厘米，印文为
白文篆体，自上而下顺读“亦寿考”三字。

两面印，古代带钮的印章，大都是一面印，多是姓名
印，方形，印文的字体比较规范。也有两面印或多面印。印
章的两面都有印文，称为两面印。两面印多是私印，始于

秦，盛于汉。印文有一面刻姓，一面刻名，或一面刻姓名，另
一面刻表字、臣某、妾某、吉语、鸟、兽、鱼、虫等。也有两面
吉语印、两面肖形印、两面图案印等。两面印、多面印一般
不能有印钮，只在中间凿一小孔以便穿带，称“穿带印”。

“臣莫玺章”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两面印，印文为篆
体，白文面右上起顺读“臣莫玺章”，朱文面右上起顺读“字
信甫号静州”。

“臣莫翔龙”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高5厘米，两面印，
印文为篆体，白文面右上起顺读“臣莫翔龙”，朱文面右上
起顺读“字仲举号凌霄”。

“林璋器”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篆体，双面印，白
文面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林璋器印”四字；朱
文面右起横读“香甫”二字，印有阳线边栏。

“莫敬谦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上
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莫敬谦印”四字，属姓名印。

“莫氏精谦”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
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莫氏精谦”四字，为名印。
印文字体排列整齐，字体笔画精细工整。

“敬谦私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篆体，双面印，白
文面右起顺读“敬谦私印”四字；朱文面右起横读“少农”二
字，印有阳线边栏。

“少农”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
横读“少农”二字。此以莫敬谦的号为印，属字号印。

“子英学隶”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
右起横读“子英学隶”四字。边有阳线边栏。莫敬谦，字子
英，此印以莫敬谦的字为印。

“五雷经錄之印”为明代铜质方印，印台较薄，有一短
矩形无孔鼻钮，印背上刻有一“上”字标记，印文为朱文九
叠篆文，右上起顺读“五雷经錄之印”六字，为道教法器，印
文即是符文。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从宋代开始，随着社会经
济、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大量移民定居海南，
促进了海南岛与中原的联系交流，海南岛经济和文化开始
快速发展。明洪武时期，海南岛被明太祖盛赞为南溟奇甸。
明清时海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与此相关的书法作品、印
章、砚台等即是明清海南文化兴盛的历史见证。定安县博
物馆收藏的本地名人印章对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提供了
实物资料，值得深入研究和科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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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车马出行图壁画局部，陕西定边县郝
滩汉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2 汉射鸟、西王母、驷马安车画像砖局部，河南新野县樊集
汉墓出土，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藏

图6 汉墓立柱画像局部，山东临沂吴
白庄汉墓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

图3 汉牵马图局部，陕西绥德汉
墓出土，绥德县博物馆藏

图5 汉四维轺车画像砖，四川德
阳市柏隆张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图4 魏晋狩猎图壁画局部，甘肃
嘉峪关市新城5号墓出土，甘肃省
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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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岳崧印 飞伯印字非潜号香泉印 筱农吟馆印 莫氏东初所藏印 亦寿考印 臣莫玺章印（正：臣莫玺章 背：字信甫号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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