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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存明（江苏师范大学）

汉画中的乐舞图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今天看来

就具有了美学与艺术的维度。舞蹈从身体行为就

转化成一种身体记忆时，就具有了审美文化的含

义。中国美学精神不是知识论的，而是体验性的，

人与自然相通，主体与客观交感的体验。汉画像中

的乐舞，有的给人与崇高感，有的有幽美静穆、滑稽

的感觉。汉画像中的天神图像、神仙领域、乐舞百

戏，场面宏大，形式多样，表现为一种崇高感，鱼龙

蔓延，黄门鼓吹，单人舞，双人舞给人优美的感觉。

百戏中俳优的滑稽表演，比如倒立、玩吐火、戴面

具、傩舞等等，又带有一种丑的滑稽性，是中国戏剧

审丑的开端。汉画乐舞美的形式和审美范畴，通过

乐舞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认识汉代

乐舞的审美特征，必须通过研究汉代的乐舞以图求

美。当动感的直观形式被定格为一个图像的时候，

它就具有了一种瞬间永恒性。以文求美，主要是指

要根据左图右书的原则，根据汉代的文献资料，来

解析一些瞬间图像的意义、动作以及审美的精神。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图文互释，要变静态为动态，

把一帧一帧的个体的动作还原为思想与审美的身

体话语符码。

（节选自《汉画乐舞图像的活态复活问题》）

郑立君（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各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的

地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塑造、建鼓造型、

画面布局设计和装饰性艺术表现等方面。即是说，

各地民间石刻艺人分别采用不同的雕刻艺术手法，

有的场面刻画较复杂，有的场景刻画较简单，有的

整体画面强调装饰性，有的建鼓艺术形象较大统领

画面，有的较小，有的装饰性很强等，体现出了鲜明

的地域特色。地域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各

地民间石刻艺人的艺术创作思想观念、审美趣味、

雕刻方法、使用粉本的差异性等是主导性的。特别

是各地出土汉代画像石上乐舞百戏画面，都不同程

度地体现出了装饰图案化艺术表现特点，其中山东

境内的和苏北、皖北地区出土的尤其显著。强调装

饰图案化的艺术表现，主要目的是增强画面的美观

性，同时也是汉代画像石图像装饰图案化的显著表

征。图案化等装饰性与画像石的整体装饰性是一

脉相承的，即画像石本身既是墓葬建筑构件，也是

一种装饰材料，其上雕刻的系列图像总体上并未完

全脱离装饰图案化刻绘，因此各地出土汉代画像石

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均具有一定的装饰图案化特

性，所不同的是，有的地区装饰性较强，有的不太明

显而已。

（节选自《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

术表现特点》）

本次讨论围绕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采石地点的问题，显

现出汉画研究已经脱离了过去数十年局限在考古的发掘

报告以及题材考证等方面，进入到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

从多方面来研究汉画艺术。而且英雄不问出处，学术面前

人人平等；面对不同于自己的见解，各自心平气和，则是汉

画研究事业发展的新苗头和新风向。显然，随着更多的学

人加入到汉画研究之中，集众人之力，从不同的角度研究

汉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汉画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多维

的新的历史时期。那么，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既有

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又有图像的研究比较等综合性的研

究。我们欣喜的看到，汉画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反映

出了巨大的变化。2023年 5月 28日，在“中国汉画学会第

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邹城汉画研讨会”上，就“文通祠

堂”题刻问题的讨论，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与30年前相比，或者检阅那个时候的相关文章，大致

能够看到大家的研究方法和思考的角度基本上相似，所不

同的只是研究的内容，因为各人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发现

来研究。所以，研究的方式方法存在着趋同化的问题，也

表现出了汉画研究初始阶段的一些特点。而今天所发生

的变化，尤其是我们汉画学会的会员基于学术的理想和追

求，能够多方面去呈现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搭建

了会员群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学术研究

之中。

面对现实中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各地考古发现的差

异，既有数量，也有质量的不同，更有研究水平的参差——

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以绥德汉代画像石的研

究为例，早在1995年就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汉

代画像石》，这是第一本系统整理陕北画汉代画像石的图

录。尽管这本图录中的图版极其不清晰，但资料还是比较

全面，也有益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几年之后的2001年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了《绥德汉代画像石》，就印刷的品

质而言，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本

反映绥德汉代画像石的专门图册，实际上学术含量比较

低，表现出了研究工作者在掌握这些资料的同时，还没有

来得及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多的

汉画研究者还没有介入到陕北汉代画像石的研究之中，这

就造成了陕北汉代画像石的传播不力以及大家对它的认

识不足。绥德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是非常鲜明的，其题

材多样，而且有像农耕这样的题材是其他地方不太多见

的，可是这里具有广泛性，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的特

色。而陕北汉代画像石的门扉，辅首衔环的装饰具有多样

性的风格，这种装饰风格的差异性与其他地区的画像石相

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现出这个地区在门扉装饰上的独特

之处。可是，过去我们对它的忽视都表明了整个汉代画像

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们在走向更为专门化的研究、进入到个案研

究的过程中，不要忽视从整体上去研究汉代画像艺术，我

们也希望更多的专家深入到一个广泛的汉画空间之中，发

现和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要看到因为各个地域的差异

而造就了汉代艺术的独特风格，以及它的多样性的特色。

当然，每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不太一样，有些

地区的专业研究者人多势众，有些地区的财力非常雄厚，

可是，有些地区经济欠发达，而文化受重视的程度也不够，

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汉画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也

呼吁，希望我们的各位理事，各位专家，能够把更广泛的视

角伸向有画像石、画像砖出土的这些地区，在加强个案研

究或者局部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于整体的研究，使

得我们在局部和整体之间有着均衡的发展。

我们在走向局部、走向细微的时候，并不说明我们的

宏观研究已经做得很好，以绥德画像石研究的实例来说，

就显现出尤其不足。这时候我们回头再来看，从总体上来

研究汉代画像，在当下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刘冲 石钰雅 10 月 28 日，由

中国汉画学会、杭州师范大学主办，杭州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中国汉画学会第

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汉画学术论坛”

在杭州师范大学玉皇山校区召开。中国汉

画学会会长陈履生、副会长朱存明、学会理

事会成员及美术学院师生 200 余人参加

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院长王中焰主持，王中焰表示本次汉画

学术论坛是学院今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

一，今后将继续不断整合优化校内外学术

资源，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努力将这类学

术活动常态化，不断提高学院的办学水平

和学术氛围。

杭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应飚出席

会议，应飚首先祝贺会议顺利召开，并向莅

临大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热

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杭州师范大

学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陈履生表示这次

会议受到了学界广泛重视，显示了杭州和

杭州师范大学特有的吸引力，并感谢杭州

师范大学和美术学院领导、老师们给予这

次会议的支持，感谢郑立君理事为这次会

议策划、召开付出的辛劳。

本次会议分开幕式、学术研讨、闭幕式

和参观考察等环节，上午9点30分，汉画学

术研讨会正式开始。陈履生会长作了题为

《走向多学科和多样化的汉画研究》的线上

演讲，从汉代文化、墓葬艺术、汉画像石图

像研究、汉代祠堂建筑艺术、画像石展览与

文化传播、中国画传统逻辑等角度，就近几

年汉画材料的新发现、学术研究的新方法

和新视野展开交流与研讨。

出席论坛的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位

专家学者分别以各自的汉画研究为主题发

表了演讲，进行了学术交流。

朱存明教授进行论坛总结，他表示此

次汉画像学术理事会和一些学术探讨是一

次极其成功的会议，能够在杭师大美术学

院召开是荣幸的。学术是一个学会能不能

立足的最重要的指标，通过此次提供的20

多篇学术报告和发言，收获巨大，演讲非常

精彩，并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材料、新

方法，是整个汉画像事业交流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也是对杭师大美术学院师生的视

野上的开拓指引。

最后，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

记倪洪江致感谢辞，对各位专家领导们表

示感谢；介绍了杭州师范大学汉画艺术研

究所的发展历程和学院的重视；真诚希望

将来专家们能够再次来杭师大美术学院开

展学术研讨和传经送宝，并祝贺会议取得

了成功，祝愿中国汉画学会发展越来越好。

与会专家在会后还参观考察了良渚

博物院。

中国汉画学会理事会杭州论剑

走向多学科多样化的汉画研究
■陈履生

走向多学科多样化的汉画研究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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