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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秋霞１，于小雅２

ＣＨＡＩＱｉｕｘｉａ１，ＹＵＸｉａｏｙａ２

１．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２．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描绘了大量丰富的异禽怪兽造型，反映出

汉代人非凡的想象力和淳朴的升仙思想。壁画中的构图更是独具一格，通过边

饰与界格让繁杂的珍禽瑞兽图形成了多个独立的小画面，反映出汉代壁画丰富

又有条理、繁杂但不繁琐的严谨布局。同时，壁画的线条流畅，色块清晰，各种

色彩的搭配相得益彰，主次分明，使得壁画内容既统一又充满变化。该壁画的

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集中体现了汉代壁画艺术的较高成就，其对于东汉时期

绘画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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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密打虎亭汉墓是展现我国东汉初年

大型石刻绘画艺术和彩色壁画艺术成就的综合

墓葬，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发现。该墓分一号

墓（石刻墓）和二号墓（壁画墓）两部分，一号墓

保留有大量雕刻精湛的石刻画像，二号墓残存

有内容丰富的彩绘与墨绘壁画。二号墓壁画的

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映墓主

人生前生活情况的壁画；另一部分是反映墓主

人死后企望升天的壁画。

目前学者们围绕汉墓壁画的思想内容进行

了深入探讨。韦娜［１］认为，汉代墓葬壁画多以

羽化升仙等神仙故事为绘画主题。杨爱国［２］指

出，汉墓壁画作为表现生死转化体验的图像体

系，是从想象路径构筑的地下世界，是一个围绕

重生体验建立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处于封闭形

态的艺术图像；杨爱国［３］还认为，汉墓壁画反映

的升仙故事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信立

祥［４］通过对汉墓壁画中常见的车马出行等内容

的研究指出，壁画往往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仕

途经历。练春海［５］则认为，西汉壁画中大量出

现动物或狩猎的场面，画面生活气息浓重，具有

一定的务实精神。从壁画技法来看，学者们普

遍认为汉墓壁画侧重反映汉代绘画的奔放与动

感，表现出拙朴、生动的造型特征。马振龙等［６］

从现代平面设计的角度指出，汉墓壁画中描绘的

飞天图像在于表现人物飞动的美感，其线条的流

动与虚实手法的运用是汉墓壁画的艺术价值所

在。练春海［７］则从色彩和绘画技法的角度指出，

汉墓壁画中的形象造型极具张力，以红绿对比为

主，线条多为即兴发挥，用线也比较泼辣奔放。

目前学界对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研

究聚焦于其所反映的升仙思想上，对其艺术特色

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绘画手法上，而对于壁画的

边饰和界格特色少有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在归

纳梳理该壁画所反映的思想与内容特色的基础

上，对其构图与装饰特色进行阐述，以期为理解

汉墓壁画的内容、艺术特色提供史料素材。

　　一、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概况

　　墓葬是古人对于灵魂的认识和对死后世界

的观念展现。汉代墓葬形制内容中有大量的体

现臆想升仙的题材，表现了墓主人臆想升天成

仙的愿望。打虎亭汉墓的墓主人生前享受世间

荣华富贵，死后更是希望到一个无忧无虑的极

乐世界。在打虎亭汉墓彩绘壁画中，不仅有反

映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生活的现实主

义题材，还不乏一些极具想象力的神仙图案，希

望用来保护墓主人免受鬼魅邪祟的侵扰，以便

在死后通过引魂升仙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打

虎亭汉墓中具有代表性的祥瑞题材的壁画是二

号墓中的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其是一组条幅壁

画，分布在中庭券顶藻井图案南北两侧，即中庭

券顶南侧和中庭券顶北侧，由西向东各有七幅，

共有十四幅，以边框界格分隔开。该壁画形象

生动地将墓主人死后向往的瑰丽奇幻的神仙世

界描绘出来（见图１、图２）。

图１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南侧七幅

　　　文中图片均来自打虎亭汉墓二号墓摹写墓壁画异禽怪兽条幅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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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北侧七幅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绘制于二号墓中室东段

券顶上，分布于券顶南北两侧。南侧七幅异禽

怪兽条幅壁画东西长约 ７．４ｍ、南北宽约

１．０ｍ；北侧七幅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东西长约

７．４ｍ、南北宽约１．８５ｍ。其中，所绘的异禽怪

兽与仙人等形象，大体与墓内石门上所雕刻的

画像内容相同，但也有一些壁画内容是石刻画

像中所没有的。条幅壁画中的异禽、怪兽与仙

人等图像，均是用不同颜色绘制而成的，形象生

动、华丽醒目。在这十四条幅的彩色界格画中，

内容以奔虎、奔鹿、立熊、立鸟、飞鸟、仙人和仙

草的数量较多。

　　二、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容特色

　　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不可分割

的有机整体。在探究打虎亭汉墓壁画的构图形

式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壁画的内容。异禽怪兽

条幅壁刻画了大量丰富的异禽、怪兽、仙人、仙

草等意象造形。下面将从壁画内容中的异禽怪

兽元素及其造型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内容特色。

１．异禽怪兽元素

墓室中绘制的异禽怪兽一般分为两种：一

种形象美好，表达对墓主人的美好祝愿；另一种

造型夸张，用凶恶的形象来克制邪祟鬼魅，起到

对墓主人尸体和魂魄的保护作用。打虎亭汉墓

的画师发挥想象力，充分利用各种异禽怪兽的

变形（见表１），使得信手拈来的描绘达到了一

种极高的艺术境界。

表１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部分异禽怪兽元素

序号
图案

名称
壁画扫描图 线稿示意图

１ 飞廉

２ 熊

３ 虎

４ 蟾蜍

５ 鹿

６ 龙

７ 青鸟

·８７·



柴秋霞，等：打虎亭汉墓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艺术价值初探

　　（１）飞廉

飞廉，亦作蜚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飞鸟与

鹿相结合的神兽，外形是鸟身鹿头或鸟头鹿身。

飞廉是蚩尤师弟的名字，作为风伯，是掌管风的

神灵。对于何为飞廉，王逸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飞廉，风伯也。”［８］《三辅黄图》中具体描述了

飞廉的外形：“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

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９］可见，飞廉就是

长了翅膀的鹿，即“天鹿”，是福运的象征，象征

着墓主人死后可以羽化成仙、乘风飞翔。

（２）熊

河南新郑曾是有熊国的都城，新郑市的

“能庄”原名“熊庄”，距离打虎亭汉墓所在的新

密约５０ｋｍ，由此可以推测出熊在打虎亭汉墓

中的图腾式意义。打虎亭汉墓中的熊有两层含

义：一是用凶神恶煞的猛兽形象护佑墓主人升

仙；二是黄帝轩辕氏的图腾。由于熊有冬眠春

出的习性，因此熊作为图腾有死而复生的象征

意义。

（３）虎

白虎作为汉代“四方神灵”之一，在汉代人

们心目中是辟邪神兽。《风俗通义》中对虎有

这样的描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

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

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１０］古人认为虎为

天生神物，纯阳之性，是百兽之王，所以能克杀

阴浊之物，驱走邪恶之气。白虎有食鬼之能，可

驱妖镇宅、祛邪避灾，墓室中绘虎是为了保护墓

主人死后不受鬼魅侵害。同时，虎也是升仙的

辅助工具之一［１１］。打虎亭汉墓中的虎千姿百

态，但大多都是凶兽的形象。异禽怪兽条幅壁

画中的虎或两虎相斗，或与其他珍禽瑞兽对峙，

或追逐猎物，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捕食者”形

象，起到为墓主人的升仙之路保驾护航的作用。

（４）蟾蜍

在神话中，蟾蜍与月亮有着关联的寓意。

传说广寒宫中因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而又叫蟾

宫。蟾蜍还是“五毒”之一。古人认为，一切力

量都处在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过程中；“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恶毒的东西需要有更加恶毒

凶狠的东西来制服它。“五毒辟邪”“饕餮镇

恶”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１２］２４。异禽怪兽条幅

壁画中的蟾蜍动作神态夸张、横眉怒目，是典型

的凶兽。一方面，蟾蜍本身的凶恶形象对墓室

可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蟾蜍能吞凶食恶，

可起到趋利避害的作用。

（５）鹿

古代“五灵”中的龙和麒麟都有鹿的特征，

可见鹿在古代吉祥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鹿同时还是一种能够驱邪的瑞兽。在古代

传说中，鹿神还能啃食毒草而不怕病秽，或与生

命树同在，或衔来仙草或灵芝，使人长寿，这些

都是鹿成为“吉祥物”的重要缘由［１３］３７－３８。

因“鹿”与“禄”同音，所以人们认为鹿有神

性，象征吉祥福禄之意。《述异记》记载：“鹿千

年化为苍，又五百年化为白，又五百年化为玄。

汉成帝时，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视之，骨皆黑色，

仙者说玄鹿为脯，食之，寿二千岁。”［１３］８异禽怪

兽条幅壁画中描绘的鹿就是玄鹿，寓意长寿。

鹿还常与仙人同现或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以

表达人死后可以骑乘仙鹿得道成仙的愿望。

（６）龙

龙起初是作为神人登天的坐骑而存在的一

种神兽。《山海经》中的龙是东方之神句芒、南

方之神祝融、西方之神蓐收的坐骑，《湘君》《河

伯》等中的“乘龙”只是一种对龙的驾驭，遨游

天空，幻想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汉代的神仙

思想盛行，有黄帝乘龙升天之说。《论衡·记

妖》中记有黄帝上泰山时驾车的是六条蛟龙，

《淮南子·原道训》中记有黄帝得道成仙时是

乘龙而上天，《大戴礼记》说黄帝升天时要“乘

龙”。由此可见，龙是供神灵乘骑的神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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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人们将龙作为一种升天的工具，在汉代

的墓室中常常出现神龙腾云驾雾的画面，表达

了墓主人渴望乘龙飞升成仙的愿望。

（７）青鸟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

传信的神鸟，西王母驾临前，总有青鸟先来报

信。《山海经·西山经》中写道：“又西二百二

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两晋时期著

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

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１４］墓主人希望

飞升成仙以延续生前奢靡生活，而蓬莱仙山无

路可寻，唯有西王母的信使青鸟引路。作为司

启，青鸟的职责是沟通人间与仙界，同时作为墓

主人的侍从与护卫，引领着墓主人去往蓬莱仙

境飞升成仙。

２．异禽怪兽造型

在造型方面，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虽采用写

实手法描绘动物，但对其表情动作描绘极具夸

张性、拟人性，显得生动风趣，充分显示出仙界

动物与人间动物的区别。异禽怪兽的造型，更

是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造型，如寓意祥瑞

的四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造型、飞龙造

型、舞凤造型等。还有一些造型是将动物身体

某个局部相互置换产生的臆想造型，如鸟头兽

身、兽头鸟身、鸟头龟身、马头虎身、虎头鸟身、

兽头龟身等。还有一些是在动物真实造型基础

上对其局部加以改动或添加，如长颈虎、高冠

鸟、长尾鸟、三头鸟、三足鸟、三尾鸟、独角虎、双

翼虎、角熊、翼马等。这些动物有的相互打斗，

有的相互嬉戏，形态不一，生动有趣。

壁画中的这些动物造型不仅生动，而且每

幅自成一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思想。例

如，“仙人骑马图”（见图３）绘制了一个头挽发

髻、身穿褐色长衣、左手执盾、右手举刀的仙人，

骑在一匹鞍辔俱全、奔驰于灰白色云气中的红

马背上，吓得一侧的一只褐色鹿作惊逃状；“仙

人骑鹿图”（见图４）绘制了一个头挽发髻、身穿

短衣、胸部外露的仙人，骑在一只奔驰于白色云

气纹间的棕色鹿背上，左手紧握拴在鹿颈部的绳

子，右手举一长棍状物，形似赶打奔鹿快跑状。

图３　仙人骑马图

图４　仙人骑鹿图

　　三、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构图特色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构图很有特点，是典

型的界格式构图，具体可以分为外部边饰与内

部界格两种形式。边饰是指围绕主题画像边缘

的、带有纹路的外框，界格是指画像内部用以划

分画面各部分的框格，二者往往同时存在［１５］。

１．边饰

从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外部界格来看，其属

于带图案的纹案框格，也就是边饰。其形制与打

虎亭一号墓前墓室门正背两面刻画的界格类似，

只是壁画中的界格纹是在绘制的黑色双直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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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涂染朱红色或棕黑色，在变形云纹间则涂染棕

黑色，形成色泽鲜艳醒目的界格纹图案［１６］。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边饰有着丰富的层次

关系，界格在前，图像在后。边饰内的图案没有

受到界格的影响，画面本身是无限延伸的，界格

更像是一扇把画面展示出来的窗户。被边饰遮

挡的多是云纹、仙草纹、内部界格等一些装饰纹

样，而人物、瑞兽等比较重要的主题大多保留得

很完整，属于离边界格或切边界格。离边界格

和切边界格用的是类似平面几何中圆与另一个

几何形状相离或相切的位置关系，在边框界格

中则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的位置关系。离边界格

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界格分离开来，保持一定的

距离，使画像可以在画面中保持完整的形态。

切边界格指的是画像与边框相切，但是没有互相

交错，具体来讲就是虽然画像上的人或物的一部

分与边框界格相切，但画像与界格相接触部分是

各自完整的，没有因边框界格而有缺失。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通过外部的边饰（见图

５），让整个壁画形成了既分离又统一的艺术作

品，犹如后世山水画中的四条屏一般，既让每一

部分的壁画各自独立，又让整体和谐共存。而

作为外部界格的边饰图案也极具较高的艺术价

值。通过一些传统纹饰的穿插、点缀、装饰，边

饰的装饰性功能、审美价值得到彰显，成为打虎

亭汉墓壁画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一大构图特色。

　　２．界格

除外部的边饰外，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

画面也并非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是被内部界格

划分成若干独立的画面。内部的边框界格将异

禽怪兽条幅壁画分割成十四幅，每一幅又被更

小的界格分割成８～１０个小画面，本文将这种

壁画画面内的分割形式称为内部界格（见图６、

图７）。

图５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局部及边饰示意图

图６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

南侧七幅界格示意图

图７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庭券顶

北侧七幅界格示意图

　　内部界格也可以理解为“界格内的界格”。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部界格由多个不规则的

六边形组成。《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中对异

禽怪兽条幅壁画的内部界格描述如下：“纹样

与石刻画像界格画纹同，唯双道间多涂色，变形

云纹涂黑色或棕色，并加有其它颜色小点，显得

相当醒目而美观。”［１６］内部界格属于“破边式”

界格，突破常规、打破界格的限制，使画面活泼

而灵动。界格在后、图像在前，层次清晰，画面

不受界格影响，有些画像会从一个界格延伸到

　　　左边为异禽怪兽条幅壁画南侧壁画截图，右边为笔者手绘的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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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多个界格，将各个界格内的画面勾连起来。

内部界格就像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格，使每一

幅异禽怪兽条幅壁画既分区又不分隔开，在画

面的整体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丰富了画面层

次，使二维的壁画拥有了多维的画面效果。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运用界格式构图布局，整

齐合理；丰富多样的纹案框格，从像边关系上来

说属于遮挡式界格、离边界格和切边界格；尤其

是具有独特构图美感的内部界格，破边的处理方

式在丰富画面内容的同时也增强了空间层次感。

　　四、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装饰特色

　　打虎亭汉墓中的壁画是绘制在白灰墙面上

的。首先用青石砖砌出砖券、墙壁，用经过淘洗

与沉淀后的纯净白灰泥刷在砖墙上，形成一层

厚５～８ｍｍ的白灰面墙皮，然后打磨墙皮直至

光滑，再在白灰面墙皮表面绘制壁画。壁画虽

然是在墙面上绘制的，但其绘画手法、装饰效果

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艺术作品，具有极

高的艺术价值。

１．线条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中的怪兽形态各异，造

型生动。用来勾勒怪兽的线条简洁流畅，刚劲

有力，富有节奏感。由于汉代墓室壁画处于中国

绘画发展的早期，在造型技术上还不是很成熟，

粗犷的线条还带有原始时期绘画中朴素的影子。

分割画面的界格严谨准确，与人物、瑞兽和植物

线条的古朴粗犷形成反差，使画面有紧有松，从

而在整体画面上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动态美。

２．配色

汉代对于色彩的使用，遵循着传统文化礼

制下的色彩程式，有着规范的色彩观。《周礼》

记载：“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

也。”［１７］《释名》释 “五色”为：“青，生也。象物

生时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

犹晃晃象日光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

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１８］汉代人将“青、

赤、黄、白、黑”五种色彩视为“正色”。打虎亭

汉墓中的彩色壁画正是以这五种“正色”为基

础，并将以这五色为基础调和出的间色作为点

缀，搭配出富有美感的色彩组合，足见画师丰富

的绘制经验和对西汉礼法的深刻理解。

３．设色

异禽怪兽条幅壁画的设色方法丰富，勾填

法和没骨法的熟练运用，表现出画师丰富的绘

画经验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单线平涂法，也称勾填法，多见于异禽怪兽

条幅壁画中人物与瑞兽的绘制，其工序为先用赭

色或墨色细线条勾勒出瑞兽的外轮廓线，然后在

轮廓线内涂染不同的颜色，再用棕褐色或黑色细

线条刻画瑞兽的眼睛、胡须等细节（见图８）。

没骨法多运用于界格中装饰图案的绘制，

其不勾勒出外轮廓线，直接用颜料描绘纹案

（见图９）。没骨法由于没有草稿打底，对画师

的技艺要求更高，表现出画师胸有成竹、一气呵

成的高超技术。

图８　单线平涂法

图９　没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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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汉代壁画艺术整体气势宏大，内容有序丰

富，笔触飞扬流动。异禽怪兽条幅壁画为汉代

墓葬彩绘壁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该画

中描绘的珍禽瑞兽反映出汉代人丰富的想象力

和淳朴的升仙思想，是对去世后神仙世界的宏

大描述。壁画中的构图更是独具一格，通过边

饰与界格让繁杂的珍禽瑞兽图形成了多个独立

的小画面，表现出汉代壁画丰富而有节奏、繁

杂而不繁琐的严谨布局。同时，壁画的线条流

畅，色块清晰，各种色彩的搭配相得益彰，主次

分明，使得壁画内容既统一又充满变化。异禽

怪兽条幅壁画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高度统一，

集中体现了汉代壁画艺术的较高成就，其对于

东汉时期绘画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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