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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滕州市博物馆珍藏有一件
“人面纹玉饰”，是目前所知山东省境
内时代最早的人面纹玉器，弥足珍
贵。此玉器为深褐色，长 3.9、宽 3.2厘
米，略呈方形，中间厚，两边薄。正面
以阴线刻出人的头型和五官，橄榄形
眼眶，眼眶内饰一横线作目，双目相
连，以阴线刻等腰三角形作鼻，口为
一短横线。纹饰与外缘之间有一条分
界线，外缘上方有三角形小凹。背面
中部有一垂直凸脊，脊上有一穿，可
供佩系（图1）。

这件玉器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在进行
文物调查时发现，地点在滕州市东沙
河镇的岗上遗址，时代为大汶口文化
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下
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山
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碳
十四年代大致在距今 6300—4500 年
间。工作人员在岗上遗址调查中还发
现了一些陶片和骨器，但没有发现更
多的玉器。直到 2015 年秋季，当地公
安破获岗上遗址文物盗掘案时，收缴
大汶口文化玉器 59件；2020年 9月至
2021年 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对岗上遗址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越
来越多的实物资料出土，大汶口人面
纹玉饰再次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制作已经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人们在大规模制玉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以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
化为代表的制玉用玉中心。在众多的实物资料
中，玉石人像数量可观。据考证，年代最早的人
像是 1988-1989年发现于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
汗遗址的石人面像，其年代为距今 7100—6500
年。有学者考证，史前的玉石人塑像数量有40余
件，依材料来分有玉质和石质，依形象分类有全
身玉石人像和人面像。且在人面像中，人们通常
把是否带有獠牙作为一个重要区分依据，带獠
牙的人面像称之为神面像，不带獠牙的称为人
面像。

本文介绍的这件人面纹玉饰，整体纹饰构
图简单，寥寥数笔，但人物面部特征非常清晰。
宽阔的脸庞，橄榄形的双目大而夸张，宽直的鼻
翼呈三角形，人面目视前方，表情安详、静谧。所
有的线条，都是用单阴线刻划，或平直，或弯曲，
均流畅自然。最为特殊的是，外缘上方有一个三
角形的小凹，推测是模拟当时人的发际线。

在已经发表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有几件人
面纹像与其非常相似。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
时代玉器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北方地区
考古学文化代表之一，一般认为其年代大致在
距今 6000—5000年。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收藏
的人面纹玉饰，宽约 6、高 4、厚 1 厘米，呈近片
状的四方形，正面中间雕一人面，两眼不完全
相同，一眼为圆形，一眼为橄榄形，眼上方刻有
眼眉，鼻呈三角形，鼻下刻有一横线表示嘴。外
缘上方有三角形小凹，左右沿脸庞两侧有对称
纹饰。背面平整，靠上方有一对穿孔（图 2）。巴
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人面纹玉饰，长 4.3、宽
3.8、厚 1.7 厘米。正面基本呈长圆形，用细阴线
刻出人的五官。长圆脸，尖下颌，脸盘丰满，三
角眼睛，双线眼眉，三角形鼻子，鼻下一横刻弦

纹为口，颌底有细刻网格纹装
饰。外缘上方有凹口，与之前小
凹口的差别较大，这件凹口较
大，使两边尖尖凸起，像是动物
的角。头后中部有两个并列的对
穿孔。玉料为绿色透闪石质（图
3）。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另一
件人面形玉饰，出土于巴彦塔拉
苏达勒遗址西南侧一座墓葬中，
长 4.3、宽 3.8、厚 1.1厘米。玉饰整
体呈扁平状，正面近似圆形，细
线刻画出橄榄形眼睛，三角形的
鼻子微微隆起，椭圆形的嘴凸
起。纹饰与外缘有一细细的分界
线，正中部有小凹。背面靠上的
位置有一对穿孔。玉料为阳起
石，因表面受沁呈青白色，表面

明显留有许多深绿玉色（图 4）。
有学者考证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人

面形玉饰为红山文化早期器物。乌兰在《巴林右
旗博物馆收藏的史前人面饰初探》中把巴林右
旗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人面形玉饰定为红山前时
期遗物。大汶口人面纹玉饰虽然是征集品，基于
对滕州岗上遗址的调查分析，应是大汶口晚期
器。因此，三件红山文化人面形玉饰在年代上应
早于大汶口文化这件。

仔细观察这几件玉器，在雕琢技艺和造型
风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造型风格简单质朴。这四件人面
玉饰均用简单的线条刻画出人面的眼、鼻、嘴。

所呈现出的共性是，橄榄形的眼睛、阴线刻三
角形的鼻子，短横线为嘴；纹饰与外缘之间都
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且在人面中部的位置都
有凹口，三件均是小凹口，一件为大凹口。这种
造型的共性在史前其他文化中均不见。二、神
韵相似。四件人面五官清晰，比例协调，且神韵
出奇的相似，都呈现出安详静谧的神态。三、
在雕琢工艺方面，均是阴线刻，背后皆有穿
孔，可以佩戴。不同的是打孔的方式，三件红
山文化玉器，均是两侧斜钻成孔，这种钻孔方
式在红山玉器中运用较多，俗称“牛鼻子”孔。
大汶口的这件是依材料做出一凸脊，在凸脊
上对穿一孔，这种钻孔方式在红山文化玉器中
几乎不见。

三件红山文化人面玉质细腻，为淡绿色软
玉类，是辽宁半岛特产的透闪石玉。大汶口的人
面，肉眼观察质料为不透明状，呈现蜡状光泽，
表面有很多小开片，裂纹，褐色斑块，目测为蛇
纹石，其成分还需进一步检测。经地质学家考
证，山东省至今未发现闪石玉玉矿，赵朝洪先生
在《从玉器原料来源的考察看红山文化与大汶
口文化的关系》中，初步判断红山文化与大汶口
文化用闪石玉制作的玉器，其玉料应主要来自
同一个玉矿带——辽宁岫岩玉矿带。

新石器时代人面纹玉饰的出现，充分展现
了原始先民对祖先的原始崇拜，从最初的石质
人面饰发展的各类材料的人面饰，无不承载着
古代劳动人民深深的虔诚和信仰，玉质人面饰
更含有丰富的内涵和浓厚的宗教色彩。

《山海经》记载：“黄帝乃取好山之玉荣，而
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
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
飨。”可得知，在古代先民心目中，玉是神圣的，
有灵气的，它质地坚韧精密，色彩斑斓，温润而
有光泽，是天地鬼神享用的神灵之物。杨伯达先
生在《“巫·玉·神”泛论》中认为：“玉是神灵寄托
之物体或外壳、玉是神之享物、玉是通神之神
物。”可以推测，古代先民把精美的玉石制作成
各式各样的玉人像充当“玉神器”，披挂佩戴在
身上，通过种种巫术活动与神灵沟通，从而达成
自己的心愿。

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各地区文化逐渐交流
融合发展。距今 5000左右是中国史前史上的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时期中国各地区之间相互
交往频繁，不但在陆路上，而且还开辟了海路，
海陆两路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促进了经济上、
文化上的交流，加速了各地区的社会生产迅速
发展。反映在玉器的制作上，从出土的大汶口文
化玉器中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特征，如山东邹
城野店遗址、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玉环孔缘及
边缘磨成刃状、小玉璧及双联璧两璧间切磨成

“V”字形缺口；滕州岗上遗址编号 GS055（公安
缴获）三联玉璧，无论器形，还是细部特征，与阜
新胡头沟遗址M3出土的三联璧基本相同等等，
这些考古实证反映了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
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是确实存在的，赵朝洪老师
则认为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有一个通道，
即通过辽东半岛、庙岛群岛等环渤海西侧的区
域实现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知，滕州市博物馆
收藏的大汶口人面纹玉饰玉料来自辽宁岫岩玉
矿带，其制作风格受红山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自
己的地域特征，说明是在本地制作，推测其功能
是服务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和神秘的宗教文化。

河南济源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瓷枕，该
瓷枕 2007年出土于当地一座宋代墓葬。瓷
枕整体呈蚕豆形，通长 30.70 厘米，通宽
21.30 厘米，通高 11.3厘米。瓷枕枕面满施
绿釉，枕底素胎无釉，有支烧痕迹，枕的一
侧有烧制时留下的粘连物。瓷枕模制成形、
胎体规整，胎土灰白稍泛红。瓷枕后壁留有
一圆形出气孔，以供烧制时排气使用，以提
高瓷器的烧成率。

瓷枕枕面刻画有复线开光，开光随枕
缘轮廓延伸亦成蚕豆形。开光内用复线界
画出一方框形区域。开光复线线条一组六
条，其中三根粗线条划痕较深，三根细线
条划痕相对较浅。开光线条连接处随势自
然、毫无修饰，起笔和落笔走势清晰流畅、
一气呵成。从开光线条连接和笔画走势分
析，刻画开光复线条的工具应该是一把由
六枝硬度、粗细有别的刷齿组成的排刷。
开光复线皆由这把排刷刻画出来。方形开
光区域内单线条书写有行书五言四句格
言“我有三将水，人无四海心。有身不便
用，死後一長空”。格言自上而下排列成
行，自右向左排列成篇，符合古代书写习
惯。从四句格言布局来看，前三句排列规
整松散，第四句因为空间不足显得较为局
促紧凑，由此可以看出，枕面装饰的顺序
应该是先刻画好开光然后再在开光内填
充文字，由于瓷枕的制作者在装饰的“布
局谋篇”方面没有缜密的思考，随手随势
而为，以致出现这种前松后紧的情况。枕
面开光之内方框之外的区域刻画有叶片
纹，叶片纹由单线条刻画而成，看似随性但叶
脉清晰、线条流畅，表达生动。

瓷枕枕面书写的格言出自宋代《名贤集》，
原文为“地有三江水，人无四海心。有钱便使用，
死后一场空”。《名贤集》是宋代儒家学者搜集
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
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
格言汇总编纂而成，是我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
的启蒙教材。一位普通的瓷器制作工匠能够随
口记起《名贤集》的格言并且还能做出修改和提
炼，从而更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认知（“地”
修改为“我”、“钱”修改为“身”、“便使用”修改为

“不便用”），可以看出《明贤集》在宋代社会生活
中已经广为普及，一定程度上是宋人言行遵循
的指导性规范。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达
的时代，文化的享有从达官贵人普及到了市井

百姓，瓷枕格言就是市井百姓精神状态的
一种真实反映。瓷枕格言对仗工整、内容简
洁，但其中未免有些消极的处世思想，用

“我有三将水”和“人无四海心”进行对比，
感慨世间缺乏应有的包容和宽厚，用“有身
不便用，死後一長空”来表达为人处世中的
现实主义思想，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唤醒
世人珍惜今天、不虚度光阴的惜时思想，同
时，在极度信奉道教的宋代注重现世也是
道教思想的一种体现。

有趣的是，这件瓷枕的制作者在二十
字的格言中却写出了两个别字，“江”字刻
成了“将”字，“场”字刻成了“长”字。通过对
以上四个字所表达的意思进行查询，在宋
代行用的字书类工具书《宋本玉篇》中对其
都有收录，说明当时以上四字都已分别成
字、各有其意，因此排除了它们之间为假借
字的可能。《宋本玉篇》中收录：“江”是“古
双切，山海经云水出岷山”，可见江在古代
专指一条发源于岷山的河流。而“将”的解
释为“子羊切行也欲也或也送也奉也大也
助也养也扶持为将又子匠切帅也又七羊

切”，可见“将”在古代指一种特定行为或者是特
定的某一职位。可以看出“江”和“将”表达的意
思大相径庭，而制作者用词的本意是和“四海
心”相对应的“三江水”，故此处本该为“江”字而
非“将”字。而“长”字在《宋本玉篇》中的解释为

“直良切永也久也常也又知两切主也除亮切多
也”，可见其意表示尺度的延伸，“场”字的解释
为“除良切国语也屏摄之位曰场坛之所除地曰
场说文云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谷处”，可
见“场”字的本意指的是一种场所，是空间概念，
无疑“场”字用在此处表达本文意思更为贴切。
而从《明贤集》文本原文来看使用的也是“江”

“场”二字，而非“长”“将”二字。同时，“一场空”
和“三江水”的组合也和现代汉语的字词使用规
范相一致。因此，可以确认，“将”与“长”的确是
工匠顺手而为、无意间留下的别字。因此可以看

出制瓷工匠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凸显出对高质量
的苛求和细节的把握，表现的是宋代工匠制作
瓷枕时的洒脱和随性，这也符合这件瓷枕作为
一般百姓家的日常用品的客观需求。

格言中的“无”“后”“身”等字的使用也很有
特点。“无”是现在书体的简化字，我们通常的理
念中，今天行用的简化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汉字
简化后才出现的字体，但“无”的简化字却出现
在了一千余年前的宋代瓷枕上。其实，中国古代
的文字长期以来有正字体和俗字体并行流传的
现象。正体是官方行用的书体，一般来说是比较
规范的书体，而俗体则是在民间百姓中流传极
广的字体，一般以简洁易写为特点。而“无”字就
是宋代正体“無”的俗体字。同时，在《宋元以来
俗字谱》中可以查证到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

《列女传》《古今杂剧》《白袍记》《太平乐府》等剧
作和传记文本中都出现了“無”的俗体字——

“无”，可见俗字体一直以来都是在民间使用传
承的，许多官方正体字在民间都有相对应的俗
体字并行。而在《宋元以来俗字谱》中查证到

“後”字在当时也有对应的俗体字——“后”，但
是瓷枕制作者却没有使用其更容易书写的俗体
字，而是仍然使用了字画复杂的正体字，更是凸
显了匠人的随心所欲。另外，格言中“身”字的书
写也很有特点，行草书体、结构极简、了了几笔、
走笔笔画也略显潦草，和今天行草字体风格完
全一致。

从目前出土的瓷枕资料可知，瓷枕的使用
最早见于隋代，宋代瓷枕已经成为人们夏天纳
凉普遍使用的寝具。除此之外，还有医用把脉瓷
枕和陪葬用的明器瓷枕。该件瓷枕枕面光滑略
凹，大小高低适中，应该是生活中使用的寝具。
宋朝社会文化高度发展，文化氛围浓厚，诗书文
学著称于世，文人才子层出不穷，文化以其精简
的姿态走向市井百姓。因此在烧造瓷器的画师
工匠中也不乏文人或略通文墨之士，于是宋代
瓷器中出现了诗与画相结合的装饰内容，这些
装饰图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宋代的社会生活
和人们的思想状态。

该件瓷枕应该是一位制作技术娴熟、文化
水平一般、个性恣意洒脱、并有独立思考的工匠
随性之作，他的作品造型完美、质地坚实、釉色
葱绿美观，装饰流畅古朴，图案内容既有传统道
德纲常伦理的自律，也有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
受，丰富的历史信息集中体现在方寸之间，该件
瓷枕的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研究宋人生活的实
物资料。

根据田天的研究，西汉前期的“偶
人”往往被置于头箱或边箱，不再以位置
来区分功能。“偶人”的功能，以执物、衣
饰和偶人简的记载来区分。本文所研究
的“偶人”，是西汉时期墓葬的墓道近墓
坑端放置的一类木骨泥塑人像。他们位
置的相通性，表明了其功用的相似性。细
观他们的形象，也会发现他们有着相似
的制作方式、形貌特征，这进一步表明其
相同的功能。这类“偶人”目前只在湖南
长沙和河南淮阳地区有发现，本文对它
们略作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形象和
功用进行探讨。

1973年 11月至 1974年 1月，湖南省
博物馆对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进行了考
古发掘，在两座墓葬的墓道近墓坑端都
发现相对的木骨泥塑人像，是为“偶人”
的最早发现。其中二号汉墓的墓道两侧
掏进两个壁龛，各置偶人一个（图 1.1）。
制作偶人的草木均已腐朽，形成空洞，灌
入石膏后复原其形象。偶人的骨架用木
板、木柱和木枋组合而成，骨干木柱缠以
草绳，并填满身内的空间。外以草泥土涂
敷，泥像塑成后，整个外表均涂以朱砂。
头颅以大圆木雕刻而成，鼻梁突出、大
眼、眦牙、张耳、平顶。东侧偶人左手平
伸，右手略弯曲，持八方形的木制武器一
柄，可能为矛。西侧偶人右手平伸，左手
似握一物，拳孔向上（图 2）。三号墓的墓
道 两 侧 有 东 西 对 峙 的 两 个 偶 人（图
1.2），它们都系用木制成，木外用草绳
缠住，在草绳外面敷草拌泥。发现时，偶
人呈空洞状，经浇灌石膏，偶人呈跪坐
状，两臂伸张，头顶上插有分叉的鹿角
（图 3）。因三号墓遣策中有“偶人二，其
一操仙盖，一人操矛”（图 4），故发掘者
认为可能指的正是墓道内的这一种木
骨泥塑人像。这类木骨泥塑人像的“偶
人”之名也来源于此。

1974年底，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对
湖南长沙市陡壁山顶的曹 墓进行发
掘，在墓道内发现南北相对的空洞。发掘
者认为可能原来放着两个“偶人”。

1978年，湖南省博物馆对长沙象鼻
嘴一号汉墓进行发掘，在近墓室端的墓
道壁两边，发现相对的“偶人”遗迹各
一个，“偶人”已朽塌，估计为木质，形
象不明。

1993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
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长沙望城坡渔阳墓
进行发掘，在墓道近墓室处发现一对“偶人”
（图 5）。偶人的头部用整木雕琢，头顶有两个
方孔，以安装鹿角。发掘时，鹿角跌落至座下。
身体为木骨泥胎，表面施有彩绘。两臂皆木
制。跽坐于竹荐之上（图6）。

河南淮阳平粮台M163墓道内也发现类似
的木骨泥塑人像，只是它的数量为一个。其以
木块草绳捆扎，外敷泥土，表面涂朱红色，头插
二鹿角，双臂左右张开，为跽坐状（图7）。

由上述发现可知，这类木骨泥塑人像具
有以下共同特征：一、从位置而言，它们都位
于墓道的近墓室端，即靠近墓室的入口处；
二、从数量而言，除了淮阳平粮台M163的数
量为一外，其余五座墓葬的数量都为二；三、
从制作方法而言，都为木骨泥塑，外表涂朱；
四、从形象而言，身体都呈跽坐状，双手平伸。
同时，它们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从
其位置来看，虽然它们都位于墓道的近墓室
端，但是马王堆二号汉墓“偶人”被安置于墓
道两侧的壁龛之内，其余“偶人”则被置于墓
道填土之内，且距墓道底部有一定高度。其
次，从制作方法观察，虽然整体都为木骨泥
塑，但是如马王堆二号汉墓和渔阳墓“偶人”

的头部都是整木雕琢而成的，
而非其余“偶人”的泥塑；再次，
从它们的相对位置关系分析，
马王堆二、三汉墓“偶人”的双
手方向与墓道的方向相同，故
它们为相向而对的关系。渔阳
墓和平粮台 M163“偶人”的双
手方向垂直于墓道方向，故它
们为并排的关系；最后，从其手
中执物来看，马王堆二、三号汉
墓“偶人”的手中应都持有物，
从二号汉墓“偶人”和三号墓遣
策来看，“偶人”一执仙盖、一操
矛，以守护墓室。渔阳墓和平粮
台M163的“偶人”均手掌张开，
未持有物，作拦阻状。综上，无
论是这些木骨泥塑人像的放置
位置，还是它们的制作方法和
形象，抑或是它们的位置关系
以及呈现的状态，都表明它们
是相同功用的随葬之物，即便
存在着数量、朝向、持物等方面
的枝节差别。

关于这类安置于墓道内的
木骨泥塑人像之名，学界多引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
掘报告的“偶人”命名，也有学
者认为是镇墓兽。西汉时期的
长沙和淮阳都为楚国故地，春
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墓流行
随葬一种由器身、器座和鹿角
组合而成的木雕人像。日本学
者水野清一最早将浅野梅吉从
长沙带回的“木雕怪人像”考证
为山神像，或称“镇墓兽”，用以
镇妖驱邪（图 8）。之后，学界对
这类木雕人像的称谓多沿用

“镇墓兽”之名。但是，这类木雕
人像多为放置于椁室的头箱之
中，且形象并非都是诡异的神
面或兽面，而有着写实的人面，
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这类木雕人
像不是镇墓兽，而是招魂、附魂
和安葬墓中的死者之像。对比
本文所讨论的西汉前期墓葬墓
道内“偶人”与楚墓椁室头箱内
的所谓“镇墓兽”，会发现无论
从制作方式，还是安放位置，抑
或是形象和造型而言，所谓楚

式“镇墓兽”的木雕怪人像实难副镇墓之名。
反而是楚国故地西汉前期墓葬墓道内的“偶
人”很明显具有将邪祟之物抵御于墓室之外，
以保护地下世界的墓主人免受其害的作用。

综上，楚国故地长沙和淮阳西汉前期墓
葬内的木骨泥塑的“偶人”是与楚墓头箱内的
所谓“镇墓兽”的木雕人像不同“质”的东西。
木雕怪人像极有可能是为依附死者魂灵而制
作的死者之像，它既不具有引魂升天、也不具
有镇墓辟邪的作用。而木骨泥塑“偶人”才真
正具有镇墓驱邪的作用，其在墓道的近墓室
端抵御着外来的邪祟之物，将它们拒之于墓
室之外，保护着地下世界墓主幸福家园的安
宁。这类“偶人”的作用类似于《山海经》所记
神荼、郁垒。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有云：“山海
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
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
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
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
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
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西汉前期以降
两汉时期石椁墓的挡板和画像石墓的墓门往
往刻有持武器的人物，他们的功用也与木骨
泥塑的“偶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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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偶人” 图3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偶人”
（采自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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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上）渔阳墓“偶人”位置示意图
图6（下）渔阳墓出土“偶人”（采自长沙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
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

图 1 马 王 堆
二、三号汉墓
“偶人”位置示
意图（采自湖
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
汉墓陈列》）

图7 平粮台M163出土“偶人”（采自《穿“内衣”的镇
墓兽：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出土，内衣文化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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