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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墓主要分布在包括四川省东部和重庆市在内的四川盆地中
，此外在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盆地南面的贵州省北部和云南省东北
部的昭通地区也有发现。其中，尤以四川盆地中西部（汉代巴蜀地区的核心地区）
画像墓的数量为多。这些画像墓的年代基本为东汉时期，少量的为蜀汉时期，个别
还延续到西晋时期，以东汉中晚期最为盛行。

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墓，不但数量众多、分布广阔，而且形式种类也特别丰富多样
，计有画像砖室墓、画像石室墓、画像砖石室墓、画像崖墓、画像石阙墓、画像石
棺墓等。其中，画像崖墓和画像石棺墓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此外，川西地区流行的
一种较特殊的方形和长方形画像砖室墓，也是其他地区极少见到的（注：特指一种
在墓内壁面上嵌有方形或长方形画面画像砖的墓，与一般的花纹砖墓和画像空心砖
墓相对而言。）。

西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画像墓总数近400座，其中画像崖墓的数量最多，约占一半
以上；其次为画像石棺墓，有90具以上；然后依次是画像砖室墓、画像石阙墓、画
像砖石室墓和画像石室墓。

一、画像内容的分类原则与分类

由于汉代墓葬中画像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方面广阔，因此画像的分类历来是画
像研究者一个十分重视的领域。以往的研究者在分类时，多着眼于对汉代社会的研
究，将其大体分为社会现实生活与生产、历史人物故事、祥瑞神话、自然景物、装
饰图案等类[1][2]。虽然每个研究者的分类可能都有一些差异，各有增减，但大体
都不出上述范围。笔者认为，墓葬中出现的画像，其本身就是当时人们丧葬行为的
产物，而画像的内容也应与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有关。那么，这些丰富的内容究竟
反映了什么样的丧葬观念，墓主人及其家属的主观愿望又是什么，这就是笔者进行
分类的着眼点，也是笔者的分类标准与以往多数研究者的分类标准的主要不同之处
。

画像在墓葬中的出现位置有一定的规律，并且在哪些位置出现哪些内容的画像也有
一定规律。这些安排都取决于当时流行的丧葬观念和墓主人的个人愿望。一般来说
，墓葬中普遍出现的画像内容应是当时流行的丧葬观念的反映，而很少出现的、较
为特殊的画像内容则常常可能是表达了墓主人个人的愿望，体现出墓主人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种个人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反映了他个人的丧葬观念。我
们在对画像内容进行分类和研究时，这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依据上述原则，
笔者将西南汉代画像的内容分为如下几类：

(1)神仙仙境与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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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墓主生活（社会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

(2)驱鬼镇墓

(3)吉祥

在汉代画像的分类中，有一点值得十分注意：画像的物像从形象上讲具有确定性，
但从含义上讲，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一种物像有时可以同时具有几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进行多种解释，由此也经常造成研究者在解释上的分歧。

下面，我们便对西南汉代画像内容的几种类型进行具体的讨论。

二、神仙仙境与升仙

属于这一类画像内容的主要有西王母仙境形象系统（梯几、虎龙座、山形座、灵芝
、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仙人、嘉禾、瑞云、方士等）、柱铢、白雉、离
利、日月神、仙人、谷仓、鳌山、扶桑树、嘉瓜、云纹、山形纹、柿蒂纹、佛像、
阙（天门）、大司、凤鸟、龙虎衔璧图、联璧纹、菱形纹、绳索纹、宝鼎（鼎人、
升鼎）、鸟鱼图、钱币纹等。下面依次叙述讨论。

在西南汉代的“神仙仙境与升仙”这类画像中，表现西王母仙境形象系统的画像是
最为重要的。西王母为汉代人们崇拜、祀奉的一位神通广大的神，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汉代人们崇奉的诸神中最重要的一位。在成都市郊昭觉寺汉墓[3]、新繁清白乡汉
墓[4]中，西王母画像砖居内壁正中，并高于其他的画像砖。由此也可窥见西王母在
汉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前人早已进行过各种考证和研究。汉代人们如此崇拜西王母，
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西王母手中掌管着不死之药，而神仙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长生
不死。显然，西王母掌握凡人能否成为神仙的大权。因此，人们在墓中描绘、崇奉
西王母，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死者能抵达长生不死的神仙世界。

在西南汉代画像中，关于西王母的形象有多种配置，较常见而又较完整的配置当属
在成都等地画像砖墓中出土的方形西王母仙境画像砖[3]-[6]。此画像中的西王母端
坐于龙虎座上，前有为西王母置手的几案，座下方为山形几何纹。西王母身后为一
壶形装饰。周围有三足乌、九尾狐、蟾蜍立舞、玉兔持灵芝、一持棨戟的裸体仙人
、一跪拜于西王母前面的道士，还有席地而坐的墓主夫妻。此画像两侧常有日神、
月神砖各一块。这三块砖在墓内单独置于墓室的内壁上，从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形成
一个完整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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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王母仙境中，常常与西王母相随出现的物像有梯几、虎龙座、山形座、灵芝、
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仙人、嘉禾、瑞云、方士等。下面，我们逐一进行
讨论。

梯几：亦称“几案”，在画像中常放于西王母前面，供放手之用。《山海经·海内北
经》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7]。关于梯几，西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卷一
曰：“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如绨锦其上，谓之‘绨几’。”[8]可见，梯几在人间为
皇帝、王所专用。西王母使用梯几，这与她在神界的重要地位也是相符的。

龙虎座：汉代画像中西王母的标志之一就是坐在龙虎座上。商周时人们认为龙、虎
等兽可沟通天地。战国以来，随着升仙思想的盛行，人们不但认为龙、虎可来往于
天地之间，还可帮助人们升仙。西汉贾谊在《惜誓》中描写升天时说：“飞朱鸟使
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蚴酟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攩。”[9]西汉焦延寿在
《易林·临之第十九》中说：“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所使，西见王母，不忧
危殆。”[10]可见，龙虎座实际上是西王母等神仙乘坐的交通工具，并成为其拥有
超人神力的一种标志。

山形座：位于西王母龙虎座的下面，呈锯齿状的山形。在这里，山形已经图案化了
。据《山海经》等记载，西王母居昆仑山之上。昆仑山位于中国西部，终年白雪皑
皑，故亦称玉山，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山，可通天地、升仙。图像中西王母居山
之上，可见这也是西王母拥有超人神力和所居方位的一种标志。

三足乌：亦称三青鸟。《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西王母）其南有三青鸟，为
西王母取食。”[7]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义》云：“三足乌，青乌也。主为王
母取食，在昆墟之北。”[11]

九尾狐：九尾狐的出现有一定的特定条件，如《孝经·援神契》记载：“德至鸟兽，
则狐九尾。”[12]可见，将九尾狐配置在西王母身边，是以颂扬其德不仅可以至于
人，还可至鸟兽。有时九尾狐还具有双翼，以示能随众神升飞。

蟾蜍：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蟾蜍的故事广为流传。《初学记》卷一《淮南子》
佚文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而为月精。”[13]由于神界中的蟾蜍是希望不死而服了西王母的不死之药变成月精
，所以它成为长寿的象征。如《抱朴子·内篇·对俗》中就说“蟾蜍寿三千岁”[14]。
显然，蟾蜍在汉代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汉代画像中蟾蜍在西王母身边出现时，主
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捣药形象，显然是在为西王母捣不死之药；一是舞蹈形象，因
为蟾蜍是女性所变，善舞，所以为西王母舞蹈欢娱。

玉兔：汉代以前似乎已有兔出于月的观念，这是因为月中的阴影略似兔形。汉代时

                                   3 / 17



智行理财网
中羿虚拟货币

神仙思想和人们幻想长生不老的欲望，又使玉兔与西王母联系起来。在西南汉代画
像中，玉兔出现在西王母身边有两种形象：一为玉兔持灵芝作跪拜奉侍状，如成都
市郊和新繁清白乡画像砖墓所出的西王母仙境画像砖[3]-[6]；一为玉兔一手持杵一
手持臼，作捣药状。

灵芝：亦名“三株树”、“芝草”，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菌类植物。在汉代人的观念
中，认为灵芝是一种具有神力的药物和瑞草，食则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仙人
也要栽种它。古人还认为灵芝是圣德的产物，即“德至于草木，则芝草生”[12]。
灵芝在西南汉代画像中的形象为伞盖形，下有曲形长柄，常为三个一株。而出现有
几种情况：一为在西王母身后伸出至头顶上，成为一种华盖的形式，如四川郫县新
胜2号石棺一侧画像[15]；一为玉兔掌持，如成都市郊和新繁清白乡画像砖墓出土的
西王母仙境画像砖[3]-[6]；一为仙人手握三灵芝。

嘉禾：传说生长于昆仑山上，《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
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7]由于它生长于昆仑山上，与西王母有关
，故随着神仙思想和西王母崇拜的盛行，也逐步演化成“德至地，即嘉禾生”[16]
的祥瑞。在重庆合川县皇坟堡石室墓的画像中[17]，即有仙人持嘉禾。四川彭山县
江口951-3号崖墓墓门右侧也有嘉禾（注：资料为笔者在四川彭山县考察时所获。
），并作为仙境的象征。

柱铢：明确为柱铢的仅见于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左侧画像上[18]，树干短
细，分三枝，叶呈柳叶形，有榜题为“柱铢”。此树当与同一画像内的其他物像一
样，为天国仙境之物。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山海经》中所言昆仑山上的“珠树
”[19]。

白雉：也仅见于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左侧画像上，整个形象尤如白娴鸡
，榜题为“白稚”（同“雉”）。《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记载：孟山“其鸟
多白雉”[7]。可见白雉也同处西方，接近昆仑仙山，因此古人也认为白雉是一种天
国仙境的神鸟。

离利：也仅见于简阳县鬼头山崖3号石棺左侧画像上，其形体似牛亦似鹿，一角，
上有榜题“离利”。离利一词未见记载，但“离”《说文解字》解释为：“山神兽
也，……。欧阳乔曰：‘离，猛兽也’。”[20]由此可知离是一种兽形的山神。“
利”在古代的语汇中即有“顺利、吉利”的含义。有学者认为，离利即为“离”[1
9]。

日、月神：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上的物像均为神灵，日、月更不例外。他们认
为日、月的运行，是由大鸟托载而行的缘故。西南汉代画像上的日、月神，形象地
再现了古人的这种观念。如四川邛崃县花牌坊墓出土的画像砖[6]，画像上的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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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均是人首鸟身形象，头戴冠，腹部有一圆轮，即为日、月。轮中分别有金乌和蟾
蜍、桂树。关于日中之鸟，西汉以前仅言是乌，然而到了东汉时，人们又将日中之
乌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如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言：“日中有三足乌。”
[21]。关于月中蟾蜍，前面已述，即由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药的嫦娥所变。它们都
是西王母身边的使者。

仙人：西南汉代画像中，仙人的形象出现很多，他们通常具备有以下特征中的一种
或数种：生双翼者、裸体者、生长耳者、山形冠（或羽冠）、双环髻、燕尾袍。根
据其出现场所的不同，主要可分如下几种：1.奉侍西王母者。如成都市郊出土的西
王母仙境方砖[3]-[6]，其仙人裸体，蓬发，双手持棨戟站立。再如四川彭山县双河
崖墓出土的石棺[22]，其画面有一蟾蜍持巾而舞，右上方有两个裸体仙人在吹箫、
抚琴伴奏，以娱乐西王母。在下方一穿燕尾袍、双手捧不死之药而立者，应是为西
王母保管不死药的仙人。2.自娱仙人。如仙人博弈、抚琴等，这是两种常见的有关
仙人自娱的画面。再如仙人歌舞杂技，这种画像则少见，典型的有四川长宁县七个
洞崖墓群2号墓、5号墓的墓门外右侧的画像[23]。这些画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多无观赏者，也无宴饮场面，都属自娱的性质，显然是为了着意刻画人们理想中的
天国仙境无忧无虑的气氛。3.仙人半开门。这也是西南汉代画像中常见的场面，画
面中的门，一扇关闭，一扇半开，有一仙人站立门内，仅露出半个身体。在较完整
的画面中可见到门内有西王母端坐，如四川荥经县陶家拐墓石棺一侧的画像[24]。
有的门外还有人求见，如四川雅安市高颐阙右阙楼部正面画像[25]。4.持物仙人。
多为持灵芝或持不死药的仙人，如重庆合川市皇坟堡石室墓画像等[17]。

谷仓：其数量较多，主要象征天国之仓。它直接表现了人们理想的天国中生活富足
。例如，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3号棺一侧的画像[18]，中间为天门，右边即有一座
干柱式高大粮仓，榜题为“大苍”，即“大仓”。《汉书·高帝纪》中称国家粮仓为
“大仓”或“太仓”[26]。这里将天国的粮仓喻为国家的大仓，主要是寓意仓廪充
实，规模浩大。

鳌山：仅见一幅，即四川郫县新胜2号砖室墓1号棺右侧的画像[15]。在中国的神话
中，有巨鳌托五神山的传说。《列子·汤问》卷五：“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
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神，一
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
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鳖十五，
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27]这一画面的左侧正是表
现巨鳌载神山的情景，当为东方的海中神仙世界，与西方的昆仑仙境相异。

扶桑树：目前仅见有2～3幅可能是这种画像的。其树的特点是，枝叶均呈凤凰的尾
羽状。其中有两幅是树上有鸟，下有人射之，一幅仅以树作为仙人博弈的环境背景
，均见于为新津县崖墓中的崖棺上[22]。《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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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7]《海
内十洲记》记载：“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
倚，是以名为扶桑。”[28]这里主要表现的是东方海中的仙境。

嘉瓜：为崖墓中常见的画像石刻，一般成对置于墓门外门楣上方，均为半立雕或高
浮雕。《史记·封禅书》记载：“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
合则见人，不合则隐。”[11]仙人食枣之说在汉代十分流行，在汉镜上最常见的铭
文内容之一就是“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这种嘉瓜也许就是大
如瓜的巨枣[29]。在这里用以象征天国仙境。

云纹：这类云的特征是“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30]，因此
，我们又将它称之为“云气”。在画像中有二种云纹，即云气纹和卷云纹，它常常
缭绕飘泛在西王母周围，如成都市郊出土的西王母仙境画像方砖[3]-[6]。但更多的
是在各种画像的画面周围，象征画面内的各种物像均在仙气缭绕的天国仙境之中。

山形纹：前面我们已对西王母的山形座进行过讨论，认为它象征着西王母居于昆仑
山上。这种山形座的形象特征是呈锯齿状。这种山形还单独出现在其他画像中，例
如四川长宁县七个洞崖墓群1号墓墓门框右上方[23]，即有这种山形纹。

柿蒂纹：在西南汉代画像中数量很多，主要见于画像石棺的棺盖顶面和崖墓的墓门
上方。显然，这种纹样也应与它在一起出现的其他纹样的含义一样，是一种天国仙
境的象征，而这种纹样应是一种植物茎叶的变形，可能与沟通天地的建木有关。

佛像：这种图像不多，目前仅见于四川乐山市麻浩1号崖墓[31]和柿子湾1号崖墓（
注：资料为笔者在乐山考察时所获。），共3尊，在前堂内的墓穴门外门楣上方（
即前堂内壁），以此来象征天国仙境。

阙（天门）：西南汉代画像中，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之一。有“阙”的画像大
多出现在距墓门最近的地方，基本均为双阙。在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出土的3号
石棺上，在双阙旁有“天门”的榜题[18]，为“阙”在墓中的性质、名称提供了确
凿的证据。已有学者指出，在墓中出现的“阙”，既非墓主人生前地位和官阶的象
征，也非墓主生前所立阙观在墓中的再现，而是象征墓主死后将通过天门进入天国
仙境[19]。

大司：过去依据史书和北方地区汉墓中出土的榜题，通常将这种人物称之为“亭长
”或“卫卒”。但1988年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出土石棺上的榜题[18]，为解释西
南汉代画像上的这一人物身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此人站在天门之中，戴高冠着
长袍，为汉代吏人形象，在天门左侧有“大司”二字，为此人的榜题。大司应为主
守天门者，其性质和司职，与《楚辞》中所言的“大司命”有相同之处[19]。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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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的司职性质与人间的亭长、门卒较为相似，因此其装束和手持之物均模仿亭长
、门卒，但二者分别代表了天国和人间的吏人。

凤鸟：亦称凤凰、凤皇、鸾鸟。在汉画像中大量出现。从形象上看，又与朱雀很难
分辨，其性质也有相同之处。《说文解字》曰：“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
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饲天下安宁。”[
20]此为一种祥瑞神鸟，出于神山仙境，在画像中出现则是作为天国仙境的象征。
依据其与周围的环境配置，又可分为如下几类：1.多站立阙顶，强调此非人间之阙
，而是天国之门，以此指示引导人们进入天门升天；2.站立于扶桑等树上，也象征
着仙境，此种场景画像较少；如新津县宝资山崖墓2号石棺画像[22]；3.凤鸟在墓主
的骑乘前，直接引导墓主进入天门，如长宁县七个洞7呈崖墓崖棺一侧的画像[23]，
此种画像很少；4.单独的凤鸟，此种画像很多，也用以象征仙境。

龙虎衔璧图：这种图多为龙虎左右相向而对，中间为玉璧，璧上有绶带系绕，龙虎
用嘴衔或用爪系住绶带。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龙虎可以帮助普通的人们升仙
。在有的这种图像中，龙虎的身上还长有双翼，可见其升天的功能显彰。璧在中国
古代也是用于祭天的，璧的圆形也寓意天圆之形。因此，龙虎衔璧图寓意墓主以璧
礼天，而龙虎载之升天，其意图是祈求让墓主顺利升入天界仙境。

联璧纹：这种纹样的含义与龙虎衔璧图大体相同，而单纯用联璧的形式组成图案，
更强调以璧联系天地，以璧象征天国。

菱形纹：为联璧纹的一种变体形式，使之更为图案化、抽象化、符号化，但它仍具
有与联璧纹大体同类的含义。

绳索纹：也是一种常见的纹样，尤其是在画像石棺中。其造型变化大，在画像中作
为一种装饰。可能由龙虎衔璧等的绶带演变而来。

宝鼎（鼎人、升鼎）：在西南汉代画像中出现较多。过去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泗水
系鼎、乌获扛鼎、武帝得鼎。这些故事分别见于《史记·孝武本纪》、《西京赋》、
《文选》（卷二）等，但故事情节显然与这些画像内容不符。因此，我们只能从画
面本身和鼎的功能进行分析。鼎在西南汉代画像中出现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作
为供奉西王母的器具，显然也应具有神性；其二是作升鼎状、或衔鼎状，但是升鼎
者或衔鼎者分别是人、虎与凤鸟、双凤鸟等，可见二者寓意帮助墓主人升天；其三
是鼎旁有站立有持节杖道士等，汉代人认为道士用鼎炼丹可帮助人们成仙升天。综
上所述，可以认为这类画像，总的意图都是祈求让墓主顺利升入天国仙境。

鸟鱼图：为西南汉代画像中很常见的一种图像，可分为两类：其一，鸟、鱼与白虎
或者青龙相伴，而主体为龙虎。如沪州洞宾亭崖墓石棺左侧（注：资料为笔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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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获，该石棺陈列于沪州市博物馆内。），其画面中心为一特大的白虎，虎首前
方和尾后各一飞鸟、尾下一条鱼，4种动物均在向同一方向行走，应为引导墓主升
天。这类图像可上溯至战国时期，如湖南长沙市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
画[32]，为一男子驾驭一条巨龙，龙尾上部站立一鹤，龙身下方一条鱼在行进，更
完整地表现了墓主人乘龙并在鸟、鱼的簇拥导引下升天的场景。其二，仅为鸟、鱼
而不见龙、虎等，这类画面的主体形象即为鸟、鱼，并且多为鸟食鱼的姿态。这类
图像的寓意也应是表现动物引导墓主升天。

钱币纹：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纹样，尤其是在花纹砖上出现较多。毫无疑问，这直
接反映了汉代社会盛行的金钱崇拜观念，也表达了墓主人祈求宝贵的愿望。有关钱
纹的画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其一是龙虎衔钱，如四川乐山市严龙崖墓（
注：资料陈列于乐山崖墓博物馆内。），这种画像应是由龙虎衔璧演变而来。其二
是联钱纹，有的钱币还与璧相互串连共存的，应是从联璧纹演变而来。其三是单纯
的钱币纹，置于崖墓门楣上方或置于石棺一侧的画像上方，这也应为龙虎衔璧图的
省略变体形式。这种钱币纹与璧纹为什么在画像中可以共存或互换呢？古代中国的
宇宙观是天圆地方，璧是外圆内圆，故象征天，而钱币则是外圆内方，外天内地，
沟通天地并融天地为一体。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丧葬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人将钱与璧互换是可以理解的。

三、墓主生活

在西南汉代画像中，尤其是在画像砖中，反映墓主生活（既现实社会生活）的画面
很多，所反映的方面也很广，如生产劳动、起居出行、宴饮行酒、乐舞百戏、田猎
习射、走犬斗兽、博弈抚琴、讲学诵经、养老借贷、第宅庭院、山林盐场、田池庄
园等等。这些都与墓主生前的生活有关，因此我们又将这些题材统称为墓主生活。
过去，人们对于这些画像的内容以及所反映的当时社会情况做过大量研究。但是，
对于这些画像为什么会在墓葬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出现，墓葬建造者的意图是什么等
问题却涉猎较少。

汉代社会崇尚富贵，因此墓主在画像中也大肆渲染他们生前的富贵生活。汉代人桓
宽在《盐铁论》中曾对当时贵人之家的生活和社会的奢侈颓靡之风有过具体的描述
。其贵人之家是“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徵
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
入，毕弋捷健”[33]（刺权）。社会上也流行“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修垩忧
壁饰。……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椎
牛击鼓，戏倡舞像。……鼓瑟吹笙。……钟鼓五乐，歌儿数曹。……鸣竽调瑟，郑舞
赵讴。”[33]（散不足）《华阳国志·蜀志》也对当时四川地区的情况有具体的描述
，“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林，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
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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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赠赙过礼，……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而郄公
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
首”[34]。画像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与这些记载是相吻合的。

诚然，这些内容的出现有夸耀墓主生前富贵生活的含义，但其目的还不仅仅于此。
它们在墓葬中出现，与人们的丧葬观念有直接的联系，具体地说即墓主祈望能将其
生前的财富和荣华富贵的生活带入另一个世界仙境，而他们理想中的仙境生活，即
如同自己生前的现实生活一样。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大
体分为5类：墓主出行；墓主生活场面；墓主的财富资产；墓主生前经历和身份；
墓主人格。

墓主出行类：主要是各种车马出行图，这是西南汉代画像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这
些出行行列都是朝着门阙（天门）的方向行进，显然这一幅幅出行图应该是表现墓
主升天的[19]。也就是说，这种出行图与“天门”图的内容合起来才形成一个完整
的主题，表达墓主升仙的意境，而这种主题的画像应统称为“墓主升仙图”或“车
马临天门图”。根据画面内容还可将这种“墓主升仙图”分为二类：第一类为完全
再现现实生活中出行的场面；第二类为模仿现实生活中车马出行的场面，但加入了
一些非现实的幻想成分，如四川长宁县七个洞7号墓崖棺侧面的“墓主升仙图”即
是[23]。图中墓主在凤鸟的引导下，骑马步入天门。

墓主生活场面：这里特指直接体现与墓主本人生前生活相关的画面，其主要内容有
宴饮乐舞百戏、博弈饮酒、抚琴、田猎等。这些内容构成了当时人们所崇尚的生活
方式。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汉代人们想像中的仙人生活，主要也就是这些内容
。此外，如果我们再仔细辨认，还不难发现有时在这些画像中也直接出现了凤鸟、
白鹤之类寓意仙境的瑞鸟，如四川新都县马家墓出土的宴饮画像砖[35]、成都市曾
家包2号墓出土的博弈饮酒画像砖等[36]。这些画像已提示我们，此为仙境而非人间
。由此可知，墓葬中出现这些内容的画像，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升仙和享受仙境
生活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

墓主的财富资产：这类的画像内容主要有山林盐场、弋射收获、莲池、耨秧、播种
、采芋、家畜家禽、桐桑林、收租、借贷、粮仓、养老、庭院、楼阙、武库、厨房
、庖厨、庄园图等。它广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资产情况，从山林田
池、第宅高楼、家畜家禽到侍仆使役、依附农民，无所不有。将这些内容总汇起来
便可构成一幅完整的庄园经济图，也是墓主所想过的前述那种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
。同样，作为一种崇尚财富的观念也被移植到人们想像的仙境之中。显然，人们期
望自己能在仙境中也拥有众多的财富，而这些表现墓主生前财富资产的画像，正是
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此外，在这些画像中我们仍然也可以经常发现，有凤鸟、白
鹤等瑞鸟的身影和灵芝的出现，它的用意也应是告诉人们：此为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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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生前经历和身份：这类画像的内容有考绩、寺门击鼓、讲学、市井、市集以及
前面提到的车马出行图等。主要是为表现墓主生前的仕宦经历，表明墓主生前的尊
贵地位。例如车马出行图，都是根据墓主生前的身份刻画出与墓主身份、地位相符
的出行行列规模，故通过这些画像可以得知墓主身前是否作过官或官秩的高低。通
过前面对仙境内容的分析，我们知道，人们想像中所谓的仙境与现实社会一样，存
在着等级差异，有尊贵的神祉西王母，也有供其差使的裸体持戟仙人，为其抚琴奏
乐、表演舞蹈的蟾蜍、仙人等，而道士等只能跪着拜谒西王母。在墓中着意刻画表
现自己的仕宦经历和尊贵身份，可能是希望墓主升仙以后，在仙境中也能受到礼遇
并获得尊贵的地位。这种推测还可以从仙境画像图中得到印证。例如，在仙境中出
现的墓主形象，有的作为宾客坐在西王母前面表情欣欣然地与西王母一起共同欣赏
蟾蜍的表演，有的高冠博衣，在他人的引导下在仙境中漫步，而乘车马临天门的墓
主也都是受到天门前大司的躬身迎候。这些也都是这种愿望的具体体现。

墓主人格：这类的画像主要有养老、借贷、讲学等。养老、借贷等内容，除了显示
墓主的富有之外，更还可以体现出墓主的德与仁义。讲学之类的画像则标榜墓主重
视对自身文化和修养的陶冶。

综上所述，这些与墓主生前生活相关的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升仙的情景和希望在
仙境过的理想生活的蓝图。

四、历史人物故事

这些历史人物及相关的典型事例在画像中出现，是为了表现标榜墓主的道德伦理观
念，同时也标榜墓主与他们是同类人。例如《后汉书·赵岐传》载：“（赵岐）先自
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37]可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墓主的“德”。

这些有历史人物故事的画像主要是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大型墓葬中和石阙画像上，其
墓主的身份较高。这也说明这一阶层的人似乎更注重人格的体现和对自我道德的标
榜。

这类的画像内容主要有荆轲刺秦王图、季札赠剑图、董永侍父图、孝孙元觉图等，
前两种画像主要是为了表现“义”或“仁义”，后两种画像主要是为了表现“孝”
。汉代社会提倡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核心是“忠”和“孝”，刺客死士为之效命
是“忠”，而子敬父老为“孝”，而这些都可以用“仁义”来概括。西南地区，尤
其是四川盆地汉代社会所崇尚的历史典范可能就是荆轲、董永等人物，画像中较多
地刻画这些历史人物故事，应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在画像中出现的环境和他们的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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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题材的画面中，历史人物常与其他的仙人或仙境中的鸟兽，或与升仙相关的
人物场景一起出现，例如重庆合川市皇坟堡画像石墓中，“荆轲刺奏王”这一组人
物画像便与持袋仙人、三足乌、九尾狐等同时出现[17]；四川乐山市柿子湾1号崖墓
前堂左侧壁的画像中，“董永侍父”人物和仙人、翼兽也安排在同一画面中（注：
资料为笔者在乐山考察时所获。）；在江安县桂花村1号石室墓1号石棺左侧画像中
，“荆轲刺秦王”人物也与奔龙人物图在同一画面中，在这一画面周围的边框上布
满了云气纹，在这一画面的两端，还各有一个西王母仙境的“胜”纹[38]。在有的
画面中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就以仙人的形象出现，如合川市皇坟堡石室墓画像中的荆
轲，即戴山形冠，着燕尾袍，同墓另一幅画像“完璧归赵”中4个人物均戴山形冠
，着燕尾袍[17]。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些人物不但是值得崇尚的，而且
也已升入仙境，已成为仙人世界的一员。这些画像在墓中出现，除了墓主对他们的
景仰和表现标榜自身的“德”之外，还希望自己升仙以后，能与他们为友，成为其
中的一员。

五、生殖崇拜

在西南汉代画像中，有许多突出表现人物、动物生殖器的内容，以及寓意生殖的动
物、男女欢娱、直接性交的内容出现。这些内容所表达的含义是生命的延续，但在
墓葬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出现，当有其特殊的含义：即祈求人的生命长存、死而复生
，并用性行为、生殖的方式加以表现。这是一种古老的巫术观念、巫术行为的表现
。而这种巫术性的转生媒介方式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曾存在过，如在河南汝州市洪山
庙仰韶文化墓地中出土大量的绘有男性生殖器的陶瓮葬具[39]，云南江川县李家山
滇文化墓地也出土过一件男女裸抱性交的铜饰[40]。

西南汉代这类画像内容主要有伏羲、女娲、熊、野合、男女戏图等。分述如下：

伏羲、女娲：这是数量最多的画像内容之一。伏羲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古
帝王和始祖神、生殖神。由于他们能再造生命，因而受到了渴望长生不死的汉代人
的特别尊崇。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为龙蛇之躯，这早在汉代就有记载。东汉人王延寿
在《鲁灵光殿赋》中描述到：“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41]这些记载与汉画像中伏羲女娲的形象吻合。在西南汉代画像中，伏羲女娲都
是双双出现，各举日、月，既象征是在天上，也暗示阴阳相合。值得注意的是，凡
是伏羲女娲在同一画面相邻出现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两尾交叉重叠或者欲合。我们
知道龙蛇交尾暗示着交构。如果说这种交尾还显得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有的画像上
伏羲女娲接吻的形象就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画像的含义了，如郫县新胜1号砖
室墓出土的画像石棺上，两人一手各举日月，一手相互拥抱而接吻[42]。此外，还
有更直接将这种画像的含义昭示于人的，那就是璧山县新民村崖墓出土1号石棺上
的伏羲女娲画像（注：资料由璧山县文管所提供。），两神均为人首人身，但人身
下有两条蛇交尾，其蛇首分别对准两人的下身，交构的寓意明确无误。这些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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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墓主希望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的愿望。

鱼：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鱼可象征升天，此外，鱼还可寓意生殖和子孙繁盛。在
中国的语言中，尤其是在民歌中“鱼”可以用来作替代“匹偶”、“情侣”的隐语
。这可以上溯至中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43]。

熊：也是具有多种含义的动物，它除了辟邪驱鬼的功能之外，还有生殖的寓意。《
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44]这里
是把梦见熊作为生男子的祥瑞。《三国志·魏书·高柔传》：“陛下聪达，穷理尽性
，而倾皇子连多夭逝，熊罴之祥又未感应。”[45]其含义同上。在四川彭山县江口9
51-3号崖墓的墓门上方正中的“蹲熊”画像（注：资料为笔者在彭山县考察时所获
。），其雄性生殖器部分着意刻画，大而突出，当是强调生殖能力的一种夸张性艺
术表现手法。

野合：目前发现两种野合图，均是在四川新都县的画像砖墓中出土（注：资料为新
都县文管所提供。）。其画面突出男女性行为和男性生殖器，显然与生殖崇拜有关
。

男女戏图：这类画像的数量较多，可分为欢戏和秘戏两种。何为秘戏？《汉书·周仁
传》：“仁为人阴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内。（帝）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
，终无所言。”[26]由此可知汉代时将在室内的此类行为称为“秘戏”。根据画面
内容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接吻，如四川荥经县陶家拐汉代砖室墓石棺一侧
上的画像，中间为仙人半开门，其左侧为一男一女跽坐室内，相对而吻[24]。其二
是拥抱抚摸，如四川彭山县寨子山550号墓墓门楣上方的画像，为一男一女裸体并
坐相抱，男性右手从女性肩部伸下摸其乳房，女性右手搭在男性肩上，相对而吻，
其状快乐[46]。其三是交构，如四川德阳市黄许镇出土画像砖，为帷幔之下，一男
一女正在床席上交构（注：资料由重庆市博物馆提供。）。战国以来，在仙术中即
有“房中”一派，他们认为男女交构可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甚至还可以此术升仙
。

六、驱鬼镇墓

属于这类的画像内容主要有四神、猛虎、饕餮（铺首）、蹲熊、镇墓神、门卒、魌
头（面具）、守犬、驱鬼图等。分述如下。

四神：所谓“四神”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中国古代的方位神，分别象
征东、西、南、北四方。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作为武力、猛勇的象征而出现的，如《
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曰：“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
[47]因此，四神在墓中的出现，主要是起镇墓驱邪作用。但是在四神之中，它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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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作用还有所不同，青龙白虎似乎更偏重武力、勇猛，从而辟邪，而朱雀、玄武
则更偏重于顺阴阳以辟不祥。东汉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曰：“龙虎猛神，天之
正鬼也。飞尸流凶，不敢妄集。”[21]在汉镜上也可见到“左龙右虎辟不详（祥）
”，或“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的铭文。因此，有时四神以简略的形
式出现，即仅有青龙、白虎，其作用仍是镇墓驱鬼。

猛虎：前面已经谈及，虎具有帮助墓主人升天的功能。此外，虎还有驱鬼御凶的能
力，《风俗通义·祀典》也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48]《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曰：“画虎于门，当食鬼也。”[37]画虎于墓葬中，
显然是希望用以驱邪食鬼，与文献记载相符。

饕餮（铺首）：此种画像数量较多，多位于石阙、墓门、崖墓门楣上方等位置。这
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凶恶神兽，在先秦的铜器上便多著其形以为饰。《吕氏春秋·先识
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49]因为
这种神兽凶恶、贪婪，所以一般让其衔环，作为铺首置于大门上，用以驱邪。

蹲熊：在画像中不多见。其除了寓意生殖之外，还有驱邪之意。《周礼·夏官·方相
氏》中记载驱邪除鬼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50]。在山东武梁祠汉代石
室画像神瑞图中有“赤罴，仁，奸息”的题刻，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祥瑞图
中有“赤罴”[51]。《宋书·符瑞志》：“赤熊，佞人远，奸猾息，则入国。”[52]
由此看来熊（罴）是一种具有辟邪驱鬼功能的神瑞之物。

镇墓神：主要见于崖墓画像。其形象奇特，人身怪首，头上长角，大耳，鼓眼，獠
牙外露，长舌下垂，一手持兵器（多为斧），一手操蛇，如乐山市柿子湾1、2号崖
墓（注：资料为笔者在乐山考察时所获。）。置于门侧，显然其作用是驱鬼辟邪。
从形象观察，其与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内壁画中的猪头镇墓神[53]、战国时期楚墓中
的鹿角长舌镇墓兽都有相似之处，但又都不相同。它应是一种反映汉代巴蜀地区地
方文化特色的镇墓神。

门卒：主要见于墓门两侧，多为家丁、部曲形象，反映出墓主生前用依附农民和家
内仆侍作为庄园守卫的情况。

魌头（面具）：主要见于崖墓，数量较多，均为人头面具。其形象可分两种：一种
为面目狰狞，鼓眼獠牙，或有双角；另一种面目稍善，鼓眼，但不见獠牙双角。魌
头在战国时已出现，如《周礼·夏官·方相氏》郑玄注曰：“冒熊皮者，以惊驱疫厉
之鬼，如今魌头也。”[50]已有学者指出它在墓葬中出现是用于镇墓驱鬼[29]。

守犬：数量较多。除了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家畜出现之外，还常在墓（穴）门侧
或墓内近于墓门的地方出现，并当有其特殊寓意。我们知道，人们在家中饲养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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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作为守门御凶之用。《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载：阴山“有兽焉，……名曰
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7]。在四川乐山市柿子湾53号墓门楣的“魌头与守
犬驱鬼图”中，两外侧为两犬，正在对鬼狂吠欲扑，协助魌头驱鬼（注：资料为笔
者在乐山考察时所获。）。

驱鬼图：可分为两种：其一是魌头与守犬驱鬼；其二是人物驱鬼，如新津县崖墓5
、6号崖棺[22]，该两图可能表现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驱鬼仪式（傩），其目的是为
了保护墓主不受侵扰。

七、吉祥

属于这类的画像内容主要有羊、凤鸟、鱼等。分述如下。

羊：此种画像常见。它多出现在花纹砖上和崖墓门楣上。羊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吉
祥的动物，“羊”与“祥”相通。《说文解字》也说：“羊，祥也。”[20]羊的形
象在墓中出现，直接表达了造墓者祈求吉祥的愿望。

凤鸟：此种画像很多。在前面我们已论述过，凤鸟可作为天国的象征。此外，它作
为一种神鸟，其出现可以给天下带来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丹穴之
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见则天下安宁”[7]。《说文解
字》也说：“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安宁。”[20]将这种神瑞之鸟置于墓中，
有祈求吉祥的意图，例如四川宜宾市汉代砖室墓中出土的凤鸟花纹砖上，在凤鸟的
尾后面，即有一“善”字铭文[6]。《说文解字》：“善，吉也。……此与义美同意
。”[20]它突出地表达了造墓者祈求吉祥的愿望。

鱼：是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图像。在前面已论证过，鱼可象征升天，也可寓意生殖
和子孙繁盛。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中，音相通者常可互换，故其字义也可借用。“
鱼”与“余”字同音，因而“鱼”则包含有“余”的含义，“吉庆有余”、“富足
有余”、“年年有余”，这都是中国民间常用的吉语，并且常用形象的方式，即用
鱼来表现这种有余的含义，这在现在的民间年画中仍可常见。在画像中体现这层含
义的鱼，例如有钱鱼图等。其数量较多，画面常有各种钱币，双鱼置于钱币之间，
表现“钱财有余”。

此外，前面论述过的许多祥禽瑞兽在画像中的出现，既可作为天国仙境的象征，又
可表达造墓者祈求吉祥的愿望。

综上所述，在西南汉代画像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表现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
山神仙仙境与升仙的内容为主，其数量也占绝大多数。从各类画像的题材种类上看
，表现神仙仙境（尤其是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仙境）与升仙类的题材也特别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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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远多于其他各类题材。而且，从各类画像内容的相互内在联系和造墓者在墓中放
置这些画像的目的来看，也均是以让死者能够升仙而进入昆仑仙境为最终目的。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西南汉代画像的主题即是墓主升仙。也正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能让
墓主升仙，所以才在画像中以众多的数量和丰富的题材来表现神仙、仙境和升仙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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