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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的美术史学价值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榜题最多的墓

葬之一。其整体共有三个主墓室，两个耳室，一个侧室并由六个

甬道连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空间。到目前为止，壁画可辨认的约50

余组，内容反映了墓主人从“举孝廉”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

的仕宦历程以及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的边疆真实生活。它为研究

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车马出行制度、城市和官署建筑以及民

族关系等提供了极为详实的图像资料。除此之外，墨书文字榜题

225个，虽属东汉一般意义上的文书，个别字还沒有摆脱早期隶

书的写法，但体现了汉隶形体扁宽、笔致挺秀、气势洒脱、自然

流畅的美学风格。更有意义的，它是直接书写在墓壁上的文字，

艺术效果有别于碑文石刻，这一批榜题单字共有约七百个，对研

究汉代书法艺术有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总之，和林格尔东汉墓

壁画是中国古代宝贵的艺术遗珍，是探索东汉晚期绘画艺术发展

史最系统、最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具有时代和节

点意义。

中国早期美术史的书写大量依赖于完整的墓葬文化系统，和

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列。正如美术史家巫鸿所言：

“中国的墓葬传统不但锻造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

式，同时也发展出了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

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传统。”[1]

2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临摹教学的现实作用

2.1积极探讨传统壁画的非本体保护方法

现如今，记录和承载着“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现世荣耀与

后世理想的墓室壁画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渐模糊，斑驳的墓壁蒙上

了一层厚厚的岁月包浆。今天，当我们面临着自然环境因素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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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为原因的破坏，这样弥足珍贵的壁画保护状况令人堪忧。正像

有些壁画专家阐述的那样：墓葬壁画是最难以实施保护的，由于墓

葬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诸因素，如温度、湿度的异常变化

是壁画损坏的主要原因，但在目前科技条件下难以在墓葬原址进行

有效控制适宜的壁画保存环境，因此，除了壁画本体保护之外，利

用全新的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等现代化手段，探索一条继承于传统

摹写方法的非本体保护的策略应是当下最有意义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和林格尔墓室壁画临摹所提倡

的“更加注重于特定时态下的更全信息，并强调在历史性衰变过

程的追踪梳理与研究中找到其原生的典型状态。而在学术研究和

艺术创新尤其是材料及工艺技术的层面上看，这种原生的典型状

态的呈现，无疑是对古代壁画的一种再造，它是在以原生的典型

状态全信息定格历史的同时，更是以历史文化、审美情趣、传统

技艺等多维传承功能实现了古老文化载体--古代壁画在当代的重

生。”[2]如果这一理想得以实现，那么其价值不仅仅是为即将消逝

的壁画留下科学的备份以继续为后世提供完整的图像资料，更将

是在壁画材料、工艺特色以及绘画技法手段上区别于传统的“传

移摹写”而具有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的艺术实践。

2.2汉代传统艺术精神的审美回归

“将汉代墓葬放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从观者的角度来理解

画像的制作动机及其内容，是一个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角度。”[3]在

汉代，绘画的主要功能是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诫，著升沉。墓

室壁画也不例外，除了劝诫和教化的意义之外，“事死如事生”也

是汉代人最朴素的终极理想。其色彩的绘画美学也遵循儒家的美

学思想，大约是汉代时补入《周礼·冬官》的《考工记》云:画绘

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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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之，赤与黑相

次之，玄与黄相次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

黑谓之精，黑与青谓之敲，五彩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

天时变。五色具，相生相克的思想必然对汉人的绘画观产生巨

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的我们在面对着壁画上那疾驰而过的

“车马出行”，面对着“庖厨宴饮，乐舞百戏”，面对着“亭

台楼阁，庄园山水”，除了赞叹之余，我们会有怎样的困惑？

这些图像的含义代表什么？有什么样的礼仪功能？这些看似零散

的图像代表了怎样的叙事空间？有哪些象征意义？这些世俗内容

为什么要用壁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解读，

必然能对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的美学问题有一个较深刻的理解。

从绘画技法和风格层面看，北方地区壁画较大胆、自由和

随意，多是写意豪放之作，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中原与边疆地区

在绘画风格上的流传和融合的痕迹。在状物与写神之间有更多的

功能性和精神性的考量。同时，在临摹过程中，研究东汉墓室

壁画地仗制作，图像叙事方式以及状物写神的特征，具体即工

艺、笔法，墨法及矿物质颜料的使用技法等等，总结归纳使之

更好的运用于日常教学和创作实践中，鼓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

到古代壁画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中来。

3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临摹作品的美学价值

3.1材料本位得以凸显

壁画临摹虽是谢赫“传移摹写”的精神延续，它是立足于

对画面弥留原始信息的美学解读和在把握“研究历史语境对临摹和

复原意义的重要性”[4]的基础上，展开的一次在现代科技材料支撑

下的技法创新与艺术实践。它的优势在于利用传统方法再现汉代壁

画的地仗层制作，保证了壁画最原始底材的本真，这也充分凸显了

材料本身的创新价值和在制作壁画岁月沧桑感的画面肌理上的优

势。那些残破不堪的局部脱落成就了临摹者探寻壁画历史演变的有

力证据，也是艺术上的严谨态度、推陈出新的最真诚体现。

色彩在汉唐一直是画面的主角，钟嵘《诗品》中评颜诗所说

的“错采镂金”

即是所谓的“丹青”之美。那时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绘画，“色

彩是历史积淀得最深厚在表象形态上最鲜明，也最具原生态的东

西，这里不仅有着生产积淀、巫术积淀和原始艺术积淀的痕迹，这

里也永远流淌着人本身野性蓬勃的生命力，因而最具色彩的表情

性，这是最本真也最素朴的生命哲学。”[5]当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历史图像时，那壁画斑驳间透露的石色之美散

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和林格尔墓室壁画全息摹复中使用矿物色

不仅还原了壁画历史的原境，而且还是对由于文人审美话语权(唐

代张彦远“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

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五代荆浩“笔墨积微,

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宋黄休复对逸格“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

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的确立遂使传统的绘画艺术中消逝

的色彩美学的一次审美心理回归。

3.2壁画摹复再现画境之美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虽绘有气势憾人，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

图，也不乏有体现墓主人现世生活，独具北方民族特色的“拜谒

图”，“乐舞百戏图”等等，这些均属于时空相连的“成组画面”，但

位于后室南壁上的“庄园山水图”属于独幅壁画作品。对其进行审

美的解读和全息的现状临摹是试图再现壁画画境的一次有益尝试。

“庄园山水图”采取全景俯瞰的视角满壁绘制，整个庄园坐落

于群山环抱之间，画面最底部近似中间的位置描绘一门楼的建

筑，穿过近处错落有致的群山，导引着观者走进一片“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世外桃源。透过门楼的

中轴线远望，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上已近极远的排列着坞壁房舍，

牛羊圈舍、马厩、谷堆及车库等构成墓主人财富的象征物。值

得注意的是，与近处的牛羊做卧状相比，远处的马群皆做站立

状，且前排马匹一字排开、秩序井然，构成了整个画面真正的

中心，也反映了东汉北方边疆地区兵农合一的现实状况。

整幅庄园山水图按照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郭熙在其山水画

著作在《林泉高致集》提出的“三远法”进行分类，应属于深远。

他说道，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此种构图方法的视平线多

处于画作的上端，类似于鸟瞰之感，画面的景深很远，造成一种

空间深远的意境。与高远的气势磅礴和平远的一马平川相比，深

远则从更高的视点俯瞰整个庄园，山川、河流、农田、房舍、牲

畜、奴婢劳作皆一览无余。可以想见，坐在后室西壁中央的墓主

人夫妇右视南壁庄园山水图时，那种对金钱、财富的现世追求与

理想、心灵的终极归宿二者完美的统一起来，更能凸显出墓主人

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主观动机及庄园山水图的整体设计初衷。

3.3壁画本体精神的延续

在临摹壁画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自觉地驾驭工具材料、选择并

运用可以表达原作艺术思想、美学精神的技艺技巧再现原貌的过

程，而这其中壁画本体精神的准确把握与传达则是摹复者艺术修

养高下的度量之器。可以说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马的形象最富有

时代特征，画家笔下的马儿或立于厩舍间如索水草，或疾驰于茫

茫原野以待开疆拓土，画面上的每一匹马均像霍去病墓前的马踏

匈奴圆雕一样，是象征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也是大汉帝国作

为前期封建社会美学思想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在

摹复教学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通过画面进入原创作者的内心

世界，追寻当时艺术家们创作壁画时的所思所想，尽可能如实地

反映出原作的精神面貌。”[6]通过马的形象那种昂扬奋进的时代特

征得以率性彰显，用笔上则强调沉着稳健，骨力如法，圆弧挺刃

的曲笔加之写意般的畅快淋漓，以象征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4　结语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临摹教学虽然立足于极具现代性的工艺

材料，但绝非仅限于材料工艺本身，而是“艺术家对古代壁画的

全方位，抓住神韵及精髓的临摹也是对壁画的绘制与保护材料的

加工与制作。经过对壁画本身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比分析同时期的材料、绘画风格和技术方法进行针对性的

原材料、原技法的还原临摹。”

这是作为壁画临摹对实践者提出的最高理想，也是每个深爱

传统壁画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终极关怀。中国古代壁画教学

是传承艺术经典，传播文化自信的过程，每一位亲身参与者虽负

重前行，但丰富了壁画教学的学术研究的内涵和语汇。基于临摹

者的知识背景，技法手段的个体差异也最终客观决定了其能在这

条充满诸多挑战的艺术道路上行进的距离和顺畅的程度。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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