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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议
卜友常

（杭州师范大学 汉画艺术研究所，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
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

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

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

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

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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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在今天考古发掘的文物
中司空见惯，尤其是在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中屡见不

鲜，无论是在汉代画像石大量出现的河南南阳，还是

在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均有一定的数量，其中河南

南阳和四川地区尤为普遍。这与东汉“日出于宛而

没于蜀”的历史有关，同时还与两地的思想信仰有

密切关系。比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图

像内容深受楚国巫风的影响，尤其是楚国原始道教

的影响［１］，而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则受到

汉代晚期风靡于蜀中的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教思想

的影响［２］。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的这种文化遗产，若

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来释读图像的意义，不利于

对其实质内容的把握。所以，笔者在系统探讨汉代

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相关内容的同时，紧密联系有关

的史学资料，以加深对其思想背景的把握。结果发

现，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与汉代道教房中术有着

密切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伏羲女娲形象探源来分

析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石与道教房中术的关系，

进一步探讨这种图像在汉代画像石墓室中的独特

作用。

　　一、伏羲女娲形象探源

在探讨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石的图像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伏羲女娲的形象进行探源。在华夏民

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是肇启文

明的先皇。在古文献中记录着伏羲女娲的各种形象

和功绩。

１．伏羲形象探源
根据文献记载，伏羲为人类做出过许多发明与

创造，上古时期各种主要的生产技术以及发明多与

伏羲有密切关系。

有关造网罟、教民渔猎的文献。《易·系辞传

下》曰：“古者包牺氏（亦为伏羲）之王天下也……作

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３］《汉书·律历志》曰：

“炮牺（伏羲）继天而王……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

故天下号曰炮牺氏。”［４］（Ｐ１０１１－１０１２）

有关始作八卦的文献。《易·系辞下》曰：“（包

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３］《管子·轻重戊篇》

曰：“虑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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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天下化之。”［５］《淮南子·要略》曰：“今易之

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

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侧淑

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６］（Ｐ７０７）《史记·太史

公自序》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

八卦。”［７］（Ｐ３２９９）《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春秋内事》

曰：“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

阳之事。”［４］（Ｐ１９０３）《白虎通义·五经》曰：“伏羲作八

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

也。”［８］（Ｐ４４７）《礼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

鸟 兽 之 章，地 应 以 龟 书，伏 羲 乃 则 象 而 作

易卦。”［９］（Ｐ２４９）

有关作琴瑟、琴曲的记载。《楚辞·大招》曰：

“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伏羲，古王者

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羲氏

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

妙之音，可乐听也。”［１０］（Ｐ２２１）《世本·作篇》曰：“伏

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法地，龙池八寸通八

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象五行，长七尺二寸，以修

身理性。”“伏羲作瑟，伏羲作琴。”在同书《帝系篇》

又曰：“伏羲乐曰《扶来》。”［１１］（Ｐ４３０）谯周《古史考》

曰：“伏羲，作琴瑟以为乐。”又，《说文》中曰：“瑟，庖

羲所作弦乐也。”［１２］（Ｐ２６７）《考经钩命决》曰：“伏牺乐

为《立基》。”［９］（Ｐ１３７３）《初学记》十六引《琴操》曰：“伏

羲作琴……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广六寸，文上曰池，

下曰滨，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

五弦象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

弦，以合君臣之恩。”［１３］

有关制嫁娶之礼的记载。《白虎通义》云：“古

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８］（Ｐ５０－５１）于是

才有了婚姻制度。《文选·东都赋》曰：“且夫建武

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

臣初建，人伦蹇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

也。”［１４］《路史·后纪一》罗苹引《古史考》曰：“伏羲

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世本·作篇》：“伏羲制以

俪皮嫁娶之礼。”［１１］（Ｐ３３５）

另外还有关于伏羲遍尝百药、发明火种、制作杵

臼等的记载。《河图挺佑辅》曰：“伏羲禅于伯牛，钻

木作火。”［９］（Ｐ１１０７）《帝王世纪》曰：“伏羲氏……尝味

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１５］（Ｐ３１９４）桓谭《新论》

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后世加巧，因借身以践碓，而

利十倍。”［１５］（Ｐ３３８４）杨雄《法言·问道》曰：“鸿荒之

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牺，而成采尧。”［１６］

２．女娲形象探源
根据传说和早期文献，女娲创造并孕育了人类，

是人类的始祖母，古文献中叙述了女娲补天、理水、

置?、制笙簧等种种伟大业绩。

有关化生万物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

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

野，横道而处。”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

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度，其腹化为此神。”［１７］（Ｐ４４５）《天

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东汉王逸注曰：“传

言女祸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

而图之乎？”［１０］（Ｐ１０４）《淮南子说林》曰：“黄帝生阴

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

也。”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之时，化生阴

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皆神名，女娲，王天下者也，七

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６］（Ｐ５６１）

《说 文 解 字》曰：“娲，古 之 神 圣 女，化 万 物

者也。”［１２］（Ｐ２６０）

有关抟黄土造人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十

八引《风俗通义》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

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纟恒泥中，

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纟恒

人也。”［１５］（Ｐ３６５）

有关炼石补天的记载。《淮南子·览冥》曰：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用载，

火褴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

老弱，于是女娲炼王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

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

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

方，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雍沈不

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

之。”［６］（Ｐ２０６－２０７）《论衡·顺鼓》曰：“共工与颛顼争为

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

娲销 炼 五 色 石 以 补 苍 天，断 鳌 之 足 以 立 四

极。”［１８］（Ｐ５１８）《列子·汤问》曰：“天地亦物也。物有

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立

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移焉，地不满

东南，故百川注焉。”［１９］

有关理水的记载。《论衡·谈天》曰：“儒书言：

‘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

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

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称焉，地不足东南，故

·１０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１８］（Ｐ３４８）

关于伏羲女娲的图像材料，最早应出现在春秋

战国时期，屈原被贬流放，看到楚国先王庙内的女娲

后发出了“女娲有体，孰匠制之”（《天问》）的感慨。

由此可见，女娲图在当时已经被绘制在楚国先王庙

内了。伏羲女娲形象真正开始大量出现还是在汉

代。在汉代的画像石墓内的石刻上面和一些祠堂的

墙壁上刻有伏羲女娲图像，有单身画像，亦有伏羲女

娲交尾画像，有持灵芝的、有持仙草的、有伏羲举规

女娲执矩的。这类图像在河南南阳一带出土最多，

在山东、安徽、江苏、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均有发现，

由此可见此类图象在汉代分布广泛。

　　二、伏羲女娲之人首蛇身的意义

１．图腾崇拜
春秋之前，尽管有伏羲女娲造化万物的传说，但

没有对伏羲女娲形象的具体描述，到春秋时文献中

才有其形象特征的具体描述。《春秋元命苞》曰：

“伏羲大目，山准龙颜。”［９］（Ｐ１３２５）《春秋合诚图》曰：

“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骏毫翁

鼠，龙唇龟齿，长九尺有一寸。”［９］（Ｐ１９２）

在汉代，伏羲女娲形象并非《纬书集成》中所描

写的种种异貌，只是以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王延

寿《鲁灵光殿赋》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首蛇身。”［１０］（Ｐ１０４）曹植在《女娲画赞》

曰：“古之国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

云二皇，人首蛇形，深化七十，何德之灵。”［２０］《帝王

世纪》曰：“太昊庖牺氏……蛇身人首。”《拾遗记》

曰：“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２１］《玄中记》曰：

“伏羲龙身，女娲蛇躯”。［１４］

在汉代的墓葬绘画中，伏羲女娲均有一尾，虽然

其粗细长短不一，但均以蛇尾为主要特征。根据近

世的考古发掘和史学界的研究发现，在汉代以前已

经有人首蛇身图像出现。１９５８年，在甘肃省甘谷县
西坪乡出土了一件仰韵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

时代距今５５００年左右，瓶上以墨彩绘有一人首蛇
身的形象，该图像头部滚圆，两眼圆睁，眉部有数道

横纹，下颌长有露出牙齿的大嘴，身子狭长尾高卷首

上，有二足。在武山县付家门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

属马家窑文化类型、年代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彩陶
瓶，器表通绘有一特大粗装的人首蛇身图案，这种图

案是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早期彩

陶上特有的图案。除此之外，在秦安县、礼县、水登

县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器。［２２］对于此类图像，李

福清先生在谈到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出土的有人首

蛇身的陶瓶时认为，汉代石刻上表现伏羲女娲，原则

上可以解释为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艺术传

统的延续；萧兵先生也认为包括甘肃甘谷县西坪乡、

临洮冯家坪彩陶纹在内的许多人首蛇身像的发现，

至少可以证明，商以及此前的北方原始文化里已经

有人首蛇身乃至它们交合的形象，伏羲、女娲神话及

交尾图很可能就潜藏于此。杨利慧先生基于各家之

说，认为古文献及汉代画像石、汉代帛画中常见的人

首蛇身形象，很可能由渭水流域的人首蛇身纹逐渐

演化而来。［２３］

另外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１００１号大墓中出
土的一件蛇形器，据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的《侯

家庄》一文描述：头为饕餮形，左身弯曲成正 Ｓ纹，
右身反Ｓ纹，两相交叠，皆饰同心棱纹，上面全部涂
朱红色，发现时头右部、右身之尾已被毁。梁、高二

先生以及李济诸氏都认为这一形象是一首二身，李

氏并以此为“肥遗”。芮逸夫疑此为《山海经》中所

记的“延维”，即流传在东汉及隋唐的石刻、绢画上

的伏羲、女娲形象。［２４］

综上，人首蛇身图案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后

又在殷商时期出现，我们姑且不去推断这种人首蛇

身是否是伏羲或女娲的图像，但是可以断定此类图

像与伏羲女娲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至少可

以说明人首蛇身是一种图腾崇拜，是华夏族和当时

某些民族所崇拜的对象。

图腾的实质不过是一种万物有灵论。随着民族

的形成，图腾意识从原始的非人生物走入英雄时代，

上古传说中众多感生神话说明了这种从动物崇拜到

神崇拜的过渡，如女登遇神龙感生炎帝，女节遇太昊

感生少昊，简狄吞玄鸟卵感生契，姜源履大人迹而感

生异。《史记·高祖本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

之陵，楚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

于其上，已有身，遂产高祖。”［７］（Ｐ３４１）刘邦甚至还“隆

准而龙颜”有了龙的模样。这当然是牵强附会之

说，但是通过此例可以窥见汉代人的图腾观念。人

格化的图腾形象以人兽合一的形式出现，说明了人

为意识的参与促使了图腾的转型。类似形象在《山

海经》中有大量遗存。

２．转移神力
我们已经清楚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是基于

当时的图腾崇拜，可是在汉代，伏羲女娲主要与丧葬

文化紧密联系，这里有无特殊的意义？对此，盖山林

先生和过文英先生认为它是生殖力的象征。过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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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国外学者魏勒的《性崇拜》一书认为：“几千年

来，蛇一直是性激情的象征。”盘蛇所围成的圆圈代

表女性生殖器，恰如圆环或椭圆之象征玄牝，同时亦

象征两性媾精。魏勒在书中列举了古埃及、北美、印

度、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等地的蛇崇拜习俗，以阐明其

于性象征的意义。他同时指出，《创世纪》中，在伊

甸园里蛇教给人以知识，而“知识”在《旧约全书》里

有一种特定的意思，即指男女间的性知识和性交。

除此之外，过文英先生还举了更多的例子，说明蛇不

仅象征男性，还可以象征女性，伏羲女娲的蛇身像表

明了其作为创始神形象与繁衍、生育等有密切

联系。［２３］

其实，对于此类图像，如果要考释它的文化意义

的话，国外的一些资料并不一定能证明某些问题。

笔者认为，应将图像的研究放在与图像相关的政治、

经济、宗教、哲学等共同的文化和时代语境中，进而

去挖掘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各种潜在的象征意义。因

此，我们要想研究清楚汉代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的

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汉代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

景下进行深入讨论，从而揭示出图像背后隐藏的特

定意义。

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神仙思想最为流

行的时期，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对于神

仙均 持 敬 畏 的 态 度。以 汉 武 帝 为 例，司 马

迁［７］（Ｐ１３９８－１４０３）在《史记·封禅书》中记录了汉武帝

东巡海上的５次经历均有寻求神仙的目的。在考古
发掘出土的汉代铜镜上面，直截了当、通俗易懂的铭

文更是鲜明地展现了神仙信仰在大众阶层流行的状

况，如：“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

泉饥食枣，浮由（游）天下遨四海，翡（飞）回名山采

之（芝）草”，“上大山，见神人，驾交（蛟）龙，乘浮

（云），会玉央（英），饮澧泉，铜盘为口”。“永康元

年，正月午日，幽涑黄白，早作镜，买者大富，延年命

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位）至三公，

长生大吉，太师命长”。［２５］

神仙思想在汉代是普遍流行的，像伏羲女娲这

样的远古英难已经是汉代人顶礼膜拜的神祗，他们

已经把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推广到华夏大地的

四面八方。所以人首蛇身的问题并不一定与生殖崇

拜有关，而是一种神性的表现，实质是在汉代之前和

汉代神仙思想中的一种神人形象。在《山海经》里

记载的许多神人形象均有人身龙首或人首蛇身的描

述。如：首山至丙山诸神皆人身龙首，天吴之山至南

禺之山诸神皆龙身人面，延维为人首蛇身，鼓为人面

龙身，轩辕为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单狐之山至堤山诸

神皆人面蛇身，管涔之山至孰题之山诸神皆蛇身人

面，烛龙（烛阴）为人面蛇身，相柳（相繇）为九首人

面蛇身自环色青，贰负为人面蛇身，雷神为龙身而人

头。［２６］在中国早期的古文献中，远古传说中的英雄

大多是人首蛇身。《史记·天官书》曰：“轩辕（黄

帝）黄龙体。”［７］（Ｐ１２９９）《淮南子地形》高诱注云：“共

工，天神也，人面蛇身。”［６］（Ｐ１５４）《山海经·大荒西

经》郭注引《归藏·启筮篇》云：“共工人面，蛇身，朱

发。”［１７］（Ｐ４４４）《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腹）生

禹。”郭濮引《归藏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部之于

吴刀，化为黄龙。”［１７］（Ｐ５３７）

总之，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是当时人们把蛇

加以神化，变成图腾物，就是龙。［４］（Ｐ３３４２）因此，也可

以说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而龙（蛇）能沟通天地并

代表一定的神力，因而人们把这种具备着神力、交通

天地的龙（蛇）转移到了理想人物的身上，从而使之

更加神圣。

　　三、伏羲女娲交尾之寓意

在汉代墓葬绘画中，有关交尾的图像比较多，有

双虎交尾、双龙交尾等，这些图像与伏羲女娲交尾图

的性质大致相近。尾在古人看来既是生殖的部位，

也是交接的行为。如《史记·天官书》曰：“尾为九

子。”条下《索隐》引宋均曰：“属后宫场，故得兼

子。”［７］（Ｐ１２９８）其意为用天人相应的形式把散布于赤

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四区之一的东方苍龙星座之

尾宿，喻为人世间皇宫的后宫之所，以此来说明龙的

尾部如后宫一样，是具有生育功能的部位。《白虎

通义·封禅》则进一步释意曰：“子孙繁息，于尾者

何，明后当盛也。”［８］（Ｐ２８６）表述了以尾部作为生殖崇

拜对象，希冀子孙兴旺的虔诚心理。司马相如《琴

歌》曰：“皇（凰）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将尾视为男欢女爱的行为。《尚书·尧典》曰：“鸟

兽孳尾。”《伪孔传》曰：“乳化日孳，交接为尾。”［３］

亦将尾视为“交接”行为。

郑先兴认为：一方面伏羲女娲交尾画像象征着

死后男女依然享受着现世生活的快乐，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古人“起死回生”的观念。他列举古印度“时

母在湿婆身上跳舞”为例，时母头戴莲花冠，一手提

着人头，一手持剑上举，一手上托，站在湿婆身上，湿

婆左边是骷髅和朽骨，老鼠正啃噬腿骨，右下边一鹰

正啄食腿骨，这是死生相交的画面，寓意着死中有

生，生中有死，而交媾则构成画面的主题。郑先兴认

·３０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为，在葬祭死者时，将男女交媾的画像或伏羲女娲的

交尾画像置入墓壁上，寄托着期望死者尽快新生、转

世的哀思。［２７］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认同。郑先兴

所引用的论据源于印度具有佛教文化背景的材料，

由此得出期望死者尽快新生转世的结论亦具有佛教

色彩。且“转世”是佛教术语，是印度教、锡克教、耆

那教以及一些非洲宗教的主要信条，中国汉代的原

始道教并没有转世一说，“转世说”于南北朝时期才

开始在中国流行。

那么，伏羲女娲交尾图像出现在汉代墓葬之中

有何寓意？笔者认为，还是与灵魂升仙有关系。在

汉代的文献里有大量的方仙道房中术的内容，这些

方仙道房中术在今人看来仅是一种肉体的满足，可

是在汉代却有长生和升仙之意。方仙道信仰人能够

长生成仙。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思想的核心，道

教其他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练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

心而展开的。根据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的考证，晚

周时期仙术已分为三大派，楚为行气，称王乔、赤松；

秦为房中，称容成、彭祖；燕齐为服食，称羡门、安

期。［２８］由此可见，房中术和行气、服食并列为仙术

一派。

在方仙道的修炼方术中，房中术始终是修练成

仙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最早的房中术见于西汉马

王堆帛书《十问》《养生方》《天下至道谈》《杂疗方》

中，述房中之法甚详。《武威医简》亦载房中之术疗

病之法，至《汉书艺文志》收房中八家［２９］。东汉张

衡《同声歌》云：“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寿女为

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黄。”此歌

为述洞房花烛之夜的行房之事，其所称天老、轩黄亦

见于《汉书·艺文志》房中八家，盖此时黄老道家盛

行，故房中托名黄老。

东汉顺帝时黄老信徒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

被方仙道奉为“万古丹经王”［３０］，流行于汉代并被

张角太平道奉为经典的于吉之 《太平清领

书》［２４］（Ｐ２７５０）、方仙道所传之《太平经》［３１］等都有关

于修炼房中术以长生求仙的记载。由此可见，汉代

房中术备受方仙道与黄老道家推崇。东汉时期的张

陵是道教鼻祖，所创五斗米道法术有三：一为符录，

二为医道，三为房中。［３２］三国时曹操门下方士多行

房中术。［４］（Ｐ２７５０）

由此可见，汉代的房中术是方仙道修炼的一种

形式，是修道成仙的途径之一，所以要在当时的墓葬

中绘制一些道教房中术的内容。除本文所说的伏羲

女娲交尾图外，还有山东平阳县孟庄汉画像石墓出

土的交媾画像石，四川荅江崖墓行乐画像石和四川

德阳汉代交媾画像砖［３３］（Ｐ２００），四川新都县汉代交媾

画像砖［３４］，陕西绥德汉代交媾画像砖石和江苏徐州

贾汪交媾图［３３］（Ｐ２００），四川荣经石棺接吻图［３５］，河南

方城县城关镇发现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６］，山东莒县

沈刘庄汉墓出土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７］，安徽灵壁县

九顶镇出土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８］，江苏徐州汉画像

石馆藏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３］（Ｐ１９８）。这些有关房中

术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一种风俗，它所蕴含的意义远

远超出了图像本身的意义。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古

代的房中术从发端至明清，始终与道教密切相关，是

道教修炼成仙的方法之一。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看

来，活的时候没有修道成仙，到了冥界还可以继续在

世间没有完成的理想。所以，把伏羲女娲交尾图刻

画于墓室的石壁上，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

是伏羲女娲是汉代人心目中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

在当时已经被神圣化并被赋予一种思想信仰，相信

伏羲女娲能保佑亡灵；二是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修道

成仙的先贤大部分得益于房中术，最为显著的例子

就是黄帝，他之所以能成仙，靠的就是道家房中术。

《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到：“昔黄帝御女一千二

百而登仙……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泄者，令人不老，

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正是

有了黄帝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增加了汉代人对道

教房中术的推崇，并往往把传说中的神仙与道教房

中术相联系。

作为人类始祖的伏羲女娲，为人类的进步确实

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并得到后人的颂扬，并由最初的

纪念其功绩到图滕崇拜，把他们画成人兽蛇身的形

象，视之为龙的传人，视之为神仙，祈求保佑。而后

当道教房中术普及，伏羲女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又随着现世信仰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赋

予伏羲女娲新的职能———他们不仅仅是人类的英

雄，也不仅仅是能保护人类的神仙，在当时道教房中

术盛行的时期，他们又是道教中修炼成仙的楷模，这

是人类始祖崇拜的结果。

　　四、结语

总之，盛行于墓室之中的伏羲女娲人兽蛇身交

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这显然与汉代的社会背

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人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

交尾图像布置于墓室之内，与方仙道房中术这种修

道成仙的方式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人对于方仙

道房中术迷恋之深，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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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仙道房中术，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

以作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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