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年，在河南西南部南阳市西郊麒麟村岗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坐由红陶砖和条石组

成的大型画像石室墓。虽然在这座墓葬内考古作队没发现了关于年代的铭文，但是在对于墓

葬建筑、结构、浅浮雕及随葬器物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考古者鉴定了该坟墓的年代：麒麟岗

画像石墓上溯到东汉初期或者东汉中期（公元 年）1。由于墓葬多次被盗，墓中出土

的器物不多，考古工作者发掘到的随葬物不太丰富，只是一些红陶器和青铜器。但是这座墓

葬内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许多浅浮雕的装饰，数目非常大的画像石（画像石被雕刻在几乎所有

支撑墓葬的石板上），而且画像石显现出瑰丽和丰富的内容，考古学家们为之十分震惊。由

于这些原因，截至目前，麒麟岗画像石墓是南阳汉画像石墓的最重要之一。虽然麒麟岗画像

石墓具有很高价值，可是这座墓有待研究，与麒麟岗画像石墓有关的西文研究比较少，而一

些其它汉坟墓世界闻名，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由于上述原因，麒麟岗画像石墓是本文个案

研究的对象。 

本研究重点讨论汉代丧葬艺术（公元前 年 公元后 年），说明指导汉丧葬艺术

的很大发展转型的最重要宗教信仰和哲理，并对丧葬风俗的沿革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墓葬结

构、丧葬肖像、随葬器物进行分析。本文最终目的是对麒麟岗汉画像石墓进行综合研究，最

后对该墓的众多画像石进行细密的分析，此外尝试提出有可能的新解。整个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突出汉代魂魄及来世概念的流动性和挥发性，另外指出墓葬的精心结构、墙上的雅致图案

和宝贵器物是上述概念的艺术形式的多元性的结果。但是墓葬的这些特点总是表示人们达到

永生的愿意。这项汉代丧葬艺术研究的路子如实反映汉代丧葬的多种成分构成的背景，因此

本文重视的是出土文物也是文学作品，企图发现文艺之间相同和不同之处。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各个部分对其他的起核心作用，但是论文也分为两个大部分：第

三个章节组成一个从三个密切相关的角度对汉代丧葬艺术进行探讨的部分，即从哲学宗教、

建筑、画像的侧面。最后一章是论文的终点，对麒麟岗画像石墓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章重视的是追索建筑汉代画像石墓的根源，说明易变的宗教信仰和哲理。第一章

提供论文的理论根据，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为了讨论魂魄概念的问题第一部分把关于这个

概念的学者的传统理论和晚近理论相比。魂魄二元论是传统理论的基石，与此相反在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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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物的基础上有的学家们提出支持魂魄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体制单一的新理论，其次主张魂

魄二元论不是汉代的普通信仰，没代表大多数人的思想。关于第一部分的主要参考的书籍，

支持魂魄传统理论的学者是余英时和 ，他们关于魂魄最重要的著作是《

》，

《 》，《

》。 的《

》和 的《 》中提供新的证据，

提出近年来的理论，因此在论文中这两部著作很重要。最后 的《

》综合所有

的学者的理论，更刺激考虑。第二部分讨论永生概念，此外阐述在汉代期间关于永生概念的

重大变化：一直到汉代以前人们觉得长生不死是通过特殊的办法可能得到的人类的情况，比

如吃不死之药是一个办法，但是一到汉代永生就成为来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所以只有去世

才能得到永生的情况。为了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第二部分参考的是对汉代之前和汉代文学

作品进行的研究，其中余英时的《 》，蒲慕州的

《 》和 的《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的是汉朝皇帝

主持的宗教仪式。为了强调在汉朝宫廷与得到永生有关的信仰的影响，这个部分说明在方士

和儒生之间争论的背景中的这些宗教仪式的变迁。 的《

》和 的《 》允许探索上

述的主题。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本文深入调查研究汉代丧葬艺术。第二章分析在西汉期间（公元前

年 公元后 年）的墓葬建筑结构的沿革，这个章节的目的是探究关于坟墓结构的这些非

长大的变化的宗教性和社会性的艰深原因。在西汉期间墓葬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变

革是汉代坟墓发展的动力。对于墓葬的建筑结构的变化进行的分析以及考虑成熟在巫鸿教授

的《 》和 教授的《

》和 的《

》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这三项研究强调的是在汉社会中的丧葬文化

和艺术的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三章是第一大部分的最终分析，对汉代画像石墓表现的最常见图案的类型进行具体

分析。本文中把这些图案分类，所以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各个对一个图像的种类进行研究：



 

第一个部分分析的是俗世生活的场景，第二个探讨从仙界的画像，最后第三个探究描述上界

的图像。上述的巫鸿写的书， 和 的文章提供对汉画

像石墓很适用的阐述画像的办法，另外它们允许系统化画像及说明丧葬艺术的发展。除了这

三部著作， 的《 》是一部为了研究汉丧葬

艺术的表现上界的象征的很重要著作。一些对一种图像的类型进行研究的文章允许指出许多

地区之间的不同特点。这些区别上反映在汉代期间不同宗教信仰共处于广大领土。其中这些

文章有贺西林的《 》，

的《 》和赵晋超的《

》。 

 本论文以第四章对麒麟岗汉画像石墓进行研究告终，第四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了分析麒麟岗室墓的地区背景介绍南阳汉画像石墓的丧葬艺术风格的沿革。其余的部分深

入研究麒麟岗画像石墓。第二部分重视的是麒麟岗的建筑和结构。第三部分描述这座坟墓的

众多的图案。第四部分讨论的是麒麟岗室墓的随葬器物。最后，第五部分探讨该墓年代的问

题。除了提供关于麒麟岗画像石墓的详细资料，这个章节的目的是阐发画像的意义以及对一

些图像提出有可能的新见解，并且分析麒麟岗画像石墓和第三个章节进行的讨论之间有没有

广泛的关系。关于第四章节的主要参考的书籍，本论文中收集的与麒麟岗室墓有关的大量资

料都是从黄雅峰和陈长山的《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考古报告提取的。上述的 的

《 》和 的《 》以及其他中国

学家们对麒麟岗画像进行的研究揭示此画像的性质和基本内容，所以本文在这些学者所提出

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画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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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

精神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 郊特牲

https://ctext.org/huainanzi/jing-shen-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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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有居，[死]人有墓，令不得與死者從事。” 

“生人有鄉，死人有墓生人前行，死人卻行。

死生弈路，毋復相 [忤]。”

“長就幽冥則決絕，閉曠之後不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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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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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 呂氏春秋

不死之药

后汉书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脢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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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仙

仚 仚

“仚：人在山上。从人从山。”

https://ctext.org/shuo-wen-jie-zi/ren-b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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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 西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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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

門樞下，當有白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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