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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以%赵氏孤儿&为例

朱!浒

摘!要!$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 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
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 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
层式连环画叙事! 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
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 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
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关键词!汉画&!历史故事&!赵氏孤儿&!白集汉墓&!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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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中国艺术的叙事性再现$产生于青铜时代
的末期"&'方闻 b(在早期的众多叙事性艺术中$
人物叙事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门类" 已知器物上的
早期人物图像叙事有两个源头$其一是东周时期
流行的青铜器画像$!

其二是东周时期的漆画或

帛画$"
二者又均与礼仪制度和宗教信仰有密切

的关联" 秦汉已降$在新兴的%大一统&国家意识
崛起过程中$在东周传统的影响下$汉画艺术得以
蓬勃发展" 其中$汉画中的历史故事图像以其丰
富的内容#紧张的画面感#戏剧性的冲突及其与文
本的密切互动$成为研究中国图像叙事起源与发
展的重要代表"

一" 关于汉画历史故事叙事的几种观点

关于汉代画像历史故事的叙事问题$长期以
来学术界争议颇多"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汉画中
的历史故事主要表现某个故事的%高潮&或%瞬
间&" 如王逊指出/%武氏祠的3荆轲刺秦王4一
图$抓住情节发展的高潮$从而表现了冲突"
0112武氏祠的3泗水取鼎4一图$表现了事态发
展的转折点的瞬间"& '王逊 33(巫鸿以石棺为
例$认为汉画%一个画面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但
由于画像石刻固有的特性$它基本上无法表现故
事发展的完整时间顺序$一个故事往往是由一个
特定的富有戏剧性的瞬间来表现$整个故事情节
需要观者的3复原4&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
巫鸿古代美术史文编'上(+ +b3(" 但巫鸿以汉
画%白猿传&为例提出了一种假说$即承认汉画在
%单一&叙事之外存在一种%连续性构图&$即汉画
%白猿传&图像中有四个情节$可连接成一个完整
故事的四个阶段$%我们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设想
这个来源是包括多幅画面的一套叙事画$据我所
知$这是汉代可能存在此类多幅3画像故事4最早
的证据&'+)b(" 这些画像已发展为一种相当完备
的叙事性结构" 巫鸿的研究其实开启了汉画%瞬间
性&叙事与%连续性&构图的两种模式的争论"

不久后$美国艺术史家孟久丽 ' @̂F'#o.
M@;;#"(延续了这种争论$她将汉画像称为%前佛
教图画&$承认汉画石%每一幅图本身都是独立的
一元化作品&$%这种以一个单独的画面来象征整
个故事的概念性手法在中国的早期叙述性图画中

是很常见的&" '孟久丽 3a*3b($有趣的是$巫

鸿和孟久丽都将汉画的这种%一元化&叙事模式
同魏晋时期的卷轴画进行对比" 巫鸿认为%)洛
神赋图+中的人物则在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所
形成的3连续型4构图明显属于一种新的叙事画
类型& '巫鸿$ )中国绘画中的 %女性空间&+
+4a(" 后者进一步强调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叙
述性图像改变了汉代传统$开启了魏晋时期新的
图像叙事特征"

近年来$受莱辛对拉奥孔雕塑研究的启发$即
%艺术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摹仿局
限于某一顷刻&'莱辛 +b($国内的很多文艺美学
家对汉画像叙事产生了兴趣$也认可汉画主要表
现为%瞬间&或%单一场景&的画面" 如赵宪章认
为/%历史故事中存在着的伦理#法律#礼制#道
德#文化#教育的意识形态$通过记录的瞬间的一
个个历史故事画面而象征性地表达出来了"&'赵
宪章 朱存明 +ab(朱存明认为$汉画像的%图像
叙述故事$只是符号性的$靠瞬间的一个画面来象
征和隐喻故事中的道德3征兆4& '朱存明 222("
关于汉画叙事问题$目前研究最深入的学者是龙
迪勇$他把单幅图像叙事概括为单一场景叙述#纲
要式叙述和循环式叙述三种类型" 其中$单一场
景叙述%一般选择3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4 '莱辛
语(加以表现&.纲要式叙述%把不同时间点上的
场景或事件挑取重要者 3并置4在同一个画面
上&.循环式叙述则%把很多叙事要素按空间逻辑
排列$作品的时间逻辑似乎3退隐4到了画面背
后$有赖于观者在观赏中重建&'龙迪勇$)空间叙
事学+ a2)*a34(" 他进而认为%就汉画像的叙
事模式而言$基本上都表现为单一场景叙述&'龙
迪勇$)从戏剧表演到图像再现***试论汉画像
的跨媒介叙事+ +3a($并以此否认了陈葆真关于
武梁祠前石室%荆轲刺秦王图&五个时间顺序的
观点" 但他也强调$%尽管不排除3纲要式叙述4
的可能性$但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我们还是把汉
画像的叙事模式界定为单一场景叙述& '+33("
李征宇在龙迪勇的基础上将汉画叙事分为%顷
刻&与%并置&$其实就是对龙迪勇提出的%单一场
景叙述&和%纲要式叙述&的另一种阐释'李征宇
)4*)-("

一些学者认为汉画中存在多重图像叙事的可

能性" 如 陈 葆 真 将 汉 画 叙 事 画 ' $#;;#9'E:
G#'$9'$%(分为同发式构图#单景式构图和连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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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三种"#
信立祥也发现汉画有%具有时间差的

几幅画像来表现同一事件发展过程的艺术表现手

法&'信立祥 ++3(" 邢义田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
模式$他称之为%连续叙述&的方式" 也有学者称
之为%异时同图&$

或%同人异时&%$与龙迪勇的
%纲要式叙述&意涵相近" 邢义田指出/

和林格尔汉墓前室西(南(东(北壁
有连续重叠的车马出行画面!画面中的
墓主重复出现" 出现时!配上.举孝廉
时/.郎/.西河长史/ .行上郡属国都尉
时/.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等榜
题" 观者环顾四壁!即读到一幕幕墓主
人的生平经历" 同样的设计也见于武氏
祠前石室东(西(后壁和前壁东西两段承
檐枋里侧连续环绕的出行图" 图中出现
.君为郎中时/ .君为市掾时/ .为督邮
时/等榜题!也使观者在环顾时!一段一
段阅读了墓主的经历" 这种处理 .时
间/方式的特点是主角须重复出现在不
同时段的画面里!而产生了.连环图/所
要达 成 的 .连 续 叙 述 / * /0$9'$@0@>
$#;;#9'E:-的效果" *邢义田 ++4%+++-

一些学者在撰文时对上述成果开展了应用$如黑
田彰发现$%列女仁智图卷画面的左侧描绘的遽
伯玉乘坐马车的图像'朝向右侧(和画面最左边
所描绘的正在向右行走的遽伯玉这两幅图像所采

用的是异时同图法的绘画方法$以此来表现遽伯
玉在通过主君门前时下车步行而过的情节& '黑
田彰 ++b(" 陈秀慧认为$宋山 - 号小祠堂阁内二
人对坐$人物系宋康王与梁伯$而%同一图像右端
也出现宋康王形象$此乃运用了汉画中常见的异
时同图法" 采用这种构图法的实例亦见于莒县东
莞 + 号石阙$该图像中韩朋即分别出现在登梯与
喂马两个场景& '陈秀慧 2+3(" 此外$还有一些
学者关注一些具体的汉画历史故事的叙事问

题"&
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

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对汉画历史故事叙事的研究仍有争议"

大多数学者认可汉画为瞬间叙事" 巫鸿虽然发现
了汉画中的%连续性构图&$但由于%白猿传&图像
的构图比较简单$其主要兴趣转为对唐宋时期

)白猿传+文本和图像的关系研究" 邢义田虽然
提出了汉画中的%连环图&与%连续叙述&$但仅是
针对墓主人生平的探索" 这一成果能否应用到对
历史故事图像的解释$还需谨慎$而陈秀慧对%韩
朋喂马&情节的考证是否成立也有待商榷"

其次$学术界对汉画历史故事图像叙事的研
究主要基于美术史家#考古学家对图像主题的识
别" 文艺学领域的研究者虽强于理论建构$但由
于学科的限制$其对图像内容的识别多沿用前人
的二手材料$限制了其创新的可能性" 换言之$画
像的内容识别是%打地基&的基础工作$而叙事学
研究是%上层建筑&" 对汉画历史故事图像叙事
的研究$首先要对历史故事的内容进行准确辨识$
尤其要注重对新材料#新内容的考证$其次再结合
人物行为与故事情节的演进$对图像的叙事方式
进行准确分析" 在具体考证过程中$还需要结合
历史文献$展开%图文关系&方面的研究"

汉画故事中$%赵氏孤儿&兼具强烈的戏剧性
和矛盾冲突$是一例非常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前
人关注也不多" 本文拟通过对徐州白集汉墓前室
北横梁上%赵氏孤儿&故事内容的考证$结合汉画
中已知同一主题的图像$探索汉画历史故事中存
在的两种叙事类型及其出现的原因$以期对学术
有所推进"

二" 以往发现的%赵氏孤儿&故事

目前汉画像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图像已知
三处$以下分别论之"

第一例$武氏祠带榜题的%赵氏孤儿&画像$
位于武氏祠其他画像第十二石第二层左方"'

原

石左端残缺$其线描复原如下" '图 +(画面上刻
有一头戴进贤冠男子$向屋内抱子女性行礼$男性
旁有%杵臼&榜题$男性头上有一鸟飞翔" 朱锡禄
指出此处榜题%3公孙4二字已剥落"&右侧空白处
有大段榜题/%程婴杵臼$赵朔家臣$下宫之难$赵
武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
存"&'朱锡禄 +2)*+2b(据此可知右侧跪坐男子
为公孙杵臼$左侧为妇人抱婴$应为赵朔妻赵庄姬
怀抱赵武"

第二例$武氏祠左石室第八石后壁小龛西壁
%赵氏孤儿&画像" 该画像一共有四层$第一层为
季札挂剑#邢渠哺父#丁兰奉木人故事.第二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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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武氏祠带榜题的%赵氏孤儿&画像

梁高行#赵氏孤儿故事.第三层为周公辅成王故
事$第四层为车马出行图" '图 2(细审第二层画
像$左边三人为一独立故事$右侧五人为另一故
事" 朱锡禄称/%右方刻五人$有一妇女怀抱婴儿
坐在有靠背的矮榻上" 其前一男子站立$似为侍
从" 她身后一个头戴斜顶高冠的男子执笏跪坐"
男子后面还有二人执笏面向左跪坐" 这可能是程
婴保护赵氏孤儿的故事" 有四榜无题"&'朱锡禄
+2a('图 2(考察人物细节$抱子女子的发饰与右
侧第一人发饰相同$且后者身着长裙$肩部似荷一
物$近似包袱" 故朱锡禄判断错误$右侧第一人不
是男性$而是女性" 在%赵氏孤儿&的历史叙事
!!!

图 2!武氏祠左石室第八石后壁小龛西壁%赵氏孤儿&画
像及其细节

中$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
'司马迁$第六册 +()a($这里的右侧第一位女
性$或许就是这个被替换婴儿的母亲" 在后世文
本的流传中$这个婴儿逐渐被演绎为程婴之子"
女性右侧人物依照格套视之应为公孙杵臼" 此人
手持笏板$头戴进贤冠$与第一例中的公孙杵臼形
象相吻合" 程婴则在后续的故事情节中取代公孙
杵臼$幸存并抚养赵氏孤儿长大" 公孙杵臼的右
侧有两位头戴笼冠的侍从" 在一些汉画故事的榜
题中$其多被唤作%侍郎& %大夫&等次要人物$对
故事情节的展开没有影响"

第三例$河南省南阳市杨官村西汉墓画像"
该石位于北主室门扉正面$图像较复杂" 王建中#
闪修山认为其图像为%獒咬赵盾&$称/%画像自上
而下由四部分内容组成" 下图刻四人$左起二人
持物$右一人作接物状$其后刻一婴儿.中下图刻
一人一獒$獒竖立扑人$人作搏斗状.0112画像
表现的是3獒咬赵盾4#3赵氏孤儿4的故事$详见
)公羊传+)史记!赵世家+"&, '王建中 闪修山

)((
%獒咬赵盾&和%赵氏孤儿&虽是两个故事$但

故事描绘的主角均与赵盾有关$其文本亦同时出
现在)公羊传+和)史记+中$故可视为有时间先后

图 -!南阳杨官寺汉墓北主
室门扉正面%赵氏孤
儿&画像

顺序或因果关系" 汉
代工匠以分层处理之$
并未放在一层"

审此四层画像'图
-($第一层为公孙杵臼
拜谒赵氏孤儿母子$其
格套与%武氏祠&中的
两例同$应无问题" 第
二层人物搏斗$可解释
为%下宫之难&$即)史
记!赵世家+所载%贾
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

氏于下宫$杀赵朔#赵
同#赵括#赵婴齐$皆灭
其族&'司马迁$第六册
+()-(" 第三层为 %獒
咬赵盾&$内容明确"
第四层描绘的是程婴

等人抚养赵武长大成

人$得以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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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已知学术界认可的汉代%赵氏孤儿&画
像有三幅" 第一例为武氏祠其他画像第十二石$
上刻有赵庄姬#赵武#公孙杵臼三人.第二例为武
氏祠左石室第八石后壁小龛西壁第二层画像$刻
有赵庄姬#赵武#未知女子'之前被误作程婴(#公
孙杵臼$两名侍者.第三例为南阳杨官村汉墓北主
室门扉正面画像$共刻画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情节$
第一#二#四层刻画了%赵氏孤儿&故事的三个瞬
间$第三层为与之关联的故事%獒咬赵盾&" 此图
人物较多$叙事较为复杂"

三" 新考证出的徐州白集汉墓%赵氏孤儿&故事

24+( 年 - 月$笔者对徐州贾汪青山泉乡的白
集汉墓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前室北横梁上发现一
组图像疑为%赵氏孤儿&故事" '图 a(+b,3 年冬
天$南京博物院对徐州白集汉墓进行发掘" 此汉
墓保存非常完整$虽然规模不如沂南汉墓$但艺术
造诣不逊于后者" 此汉墓的附属祠堂保存也较
好$是徐州地区祠堂与汉墓组合配置的代表" 翻
阅资料$笔者发现前人对这幅图像的记述较简单"
考古报告只是客观描述人物动作$未识别出其内
容"-

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个重要细节$即左
方五人中的两位妇人各抱着一个婴儿" '图 3(由
于两个并列的婴儿在汉画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联
想到%赵氏孤儿&故事中的换子情节$这就激起了
浓厚的研究兴趣"

图 a!贾汪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画像'笔者拍摄实物照片(

通过对图像的反复推敲$结合人物身份的考
证与图文关系研究$笔者认为这幅画像应是一例
尚未被学术界发现的新的%赵氏孤儿&故事"

贾汪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画像的长度较长$
石头上刻画人物众多$共包含 +b 位人物$男女老
幼齐备" 这一看似毫无规律的图像究竟包含了哪
些情节$又是如何进行叙事的呢5 画像虽然没有
榜题$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依照武氏祠其他画像

图 3!贾汪白集汉墓抱子人物形象与婴儿形象细节

石第十二石二层右侧的榜题%程婴杵臼$赵朔家
臣$下宫之难$赵武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
与并殪$婴辅武存&'朱锡禄 +2)($还原山东地区
汉代石匠对%赵氏孤儿&故事的理解" 依此文字$
这段长卷描绘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赵氏孤儿&故
事$画面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从右到左依次是%下
宫之难&%屠颜购孤&%诈抱他人&%婴辅武存&$四
个情节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同)史记!赵世家+

%赵氏孤儿&文本与武氏祠榜题基本符合的完整
叙事"

首先$第一场景$%下宫之难&" 这一场景共
刻画四人" 最右侧为一房屋$屋上立有一猴"./0

报

告将右侧建筑称为%庙&$不确$此处露出的半座
建筑系故事发生的地点%下宫&$而两组人物搏
斗$应是指)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贾不请而
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 '司马迁$第六册
+()-(" 其情节与前揭河南省南阳市杨官村汉墓
北主室门扉正面%赵氏孤儿&故事的第二层画像
基本一致" 四人又可分为两组" 右侧二人执兵器
搏斗$其中一人回首反击" 报告称兵器为 %短
刀&$细审应为杵" 左侧两人构成另一组场景$一
人束手$右侧人执杵过肩$似在行刑" 需要注意的
是$左侧的束手人物头戴山形冠" 笔者曾考证过
东汉时山形冠与通天冠的渊源"./1

在东汉画像石

中$此类冠饰常用于刻画古代帝王$包括东周时期
各诸侯国的国君" 赵氏此时虽然尚未立国$但在
汉人历史建构中$赵盾#赵朔#赵武祖孙三人为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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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的先王" 故此戴通天冠的人物应是因%下宫
之难&遇难的赵氏第二任宗主赵朔" 人物上部有
三个%垂幛纹&$在汉画中多象征室内装饰" 这也
表明$%下宫之难&情节发生的场景应该在宫中"

其次$第二场景$%屠颜购孤&" 这一场景中
共绘制了七个人物"./2

此七人中$主要人物是尺寸
较大的三人.而左侧三个尺寸较小#跪地俯首的人
物$以及右侧两人中的立者均是次要人物" 三位
主要人物从左至右应为公孙杵臼#程婴与屠岸贾"
屠岸贾身份较易辨识$系此场景中的唯一武士$双
手持杵" 左侧二人身份需要考证" 由于武氏祠
%赵氏孤儿&故事的榜题比较简单$我们需要借鉴
)史记!赵世家+文本来还原这一故事发生的瞬
间" )赵世家+记载了程婴与公孙杵臼的三段对
话$第一段为/%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
人程婴曰/3胡不死54程婴曰/3朔之妇有遗腹$若
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4& '司马迁$
第六册 +()-(第二段为/%程婴谓公孙臼曰/3今
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54公孙杵臼曰/
3立与死孰难54程婴曰/3死易$立孤难耳"4公孙
杵臼曰/3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
其易者$请先死"4& '司马迁$第六册 +()-(这两
段对话发生在换子情节之前$属于二人对白$屠岸
贾并未参与" 程婴告密之后$屠岸贾派人来杀害
公孙杵臼和假赵氏孤儿$此时出现了二人的第三
段对话$曰/%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
杵臼" 杵臼谬曰/3小人哉程婴6 昔下宫之难不
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 纵不能立$
而忍卖之乎64抱儿呼曰/3天乎天乎6 赵氏孤儿
何罪5 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4诸将不许$遂杀
杵臼与孤儿"& '司马迁$第六册 +()-*+()a(考
虑此时程婴为屠岸贾的座上客$而公孙杵臼为阶
下囚$故左侧跪地人物应为公孙杵臼$右侧立者为
程婴" 细审二人冠饰$均为进贤冠$符合人物身
份" 地上有一蒲团$头部尚尖$下部圆形$或为包
裹婴儿的襁褓$可惜图像细节漫漶不可识" 综上$
场景二刻画的是程婴假装告密之后$与公孙杵臼
对质时的一瞬间" 屠岸贾在程婴身后$双手握杵$
欲杀害公孙杵臼" 程婴躬身向左侧倾斜$右手前
伸$与跪地的公孙杵臼形成互动" 故事情节紧凑$
人物个性鲜明$刻画了一个极具矛盾冲突的瞬间$
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考察这里的人物形象$程婴最为高大$公孙杵

臼次之$屠岸贾再次之" 屠岸贾虽手持凶器$但相
貌怪异$下巴突出" 东汉繁钦有)三胡赋+/%莎车
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
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
猬$顶如持囊$隅目赤眦" 洞■仰鼻"& '严可均$
第一册 b(((从图像看$屠岸贾的相貌颇类胡人"
汉晋士人注重人物品藻$姿容显得尤为重要" 崔
琰因其%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刘义庆
---(而代替曹操接见匈奴使者.胡人%康僧渊目
深而鼻高$王丞相0王导2每调之&'刘义庆 a2)($
可知时人非常看重胡汉容貌的差异" 曹植云/
%观画者$0112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 见高节
妙士$莫不忘食" 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曹植
+44(胡状外貌被汉代石工赋到屠岸贾这类%篡臣
贼嗣&身上$当有所因"

再次$第三#第四场景$./3
分别描绘了%诈抱他

人&和%婴辅武存&的内容" 先看第三场景%诈抱
他人&" 图像中$右侧两个抱子女性和左侧两个
没有抱子的女性站在一起" )史记!赵世家+对
这一情节的描绘较为简单/%乃二人谋取他人婴
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司马迁$第六册
+()a(汉代石工选取了两个精彩瞬间$第一个瞬
间是赵庄姬怀抱赵氏孤儿与%他人婴儿&进行交
换" 第二个瞬间是交换完毕$小儿已不在身边"
在图像的左侧$我们发现在程婴照顾下的赵氏孤
儿" 而%他人婴儿&则在右侧的第二场景出现在
地上的襁褓中$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在第四个场景中$一人面向左$双手持一盘$
盘中装满食物$腰中系有一壶" 盘下立一儿童$面
向左站立" 我们认为这二人的身份正是程婴和赵
氏孤儿$构成%婴辅武存&的场景" 此作中$汉代
石工为了刻画程婴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几乎直接
照搬了%周公辅成王&的图像样式" '图 ,(程婴
冠饰较难辨识$比较接近侧面表现的通天冠" 前
文提到$通天冠为%王者&冠" 这里$程婴因其%信
义&$已经出凡入圣" 刘向在)新序!节士+中称
赞道/ %公孙杵臼#程婴者$晋大夫赵朔客也"
0112君子曰/3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
矣" 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4&'刘向 22(*22b(
类似的侠肝义胆人物还可以见%荆轲刺秦王&中
的荆轲#%完璧归赵&中的蔺相如$./4

均头戴山形

冠$与秦王等同" )抱朴子!内篇!辩问+称%荆
轲聂政$勇敢之圣也& '葛洪 223($而蔺相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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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
'司马迁$第十册 --+a(" 此图中$程婴与二人一
样$佩戴山形冠$标明其在汉人历史建构中地位的
跃升"

图 ,!该画像第四场景%婴辅武存&与武氏祠左石室第八
石后壁小龛西壁画像第三层%周公辅成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程婴腰中悬壶" 此
扁壶圆腹$小口$左右有带穿过$系在程婴腰上"
汉代扁壶沿袭了战国的特点$多为素面$类似茧
形$两肩有孔环$环可系链或绳带$多带盖"./5+b3,
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九江收集了一件西汉铜扁壶$
自铭为%铜钾&'图 (("./6

此处程婴手持食物$腰系
扁壶$可理解为程婴%壶浆箪食&$殚精竭虑$抚养
赵氏孤儿成人"

图 (!该画像第四场景中的扁壶与九江考古发现汉代铜钾

综上$我们认为贾汪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画
像石描绘了%下宫之难&%屠颜购孤& %诈抱他人&
%婴辅武存&四个场景$共出现了十九位人物$从
右至左$渐次展开故事叙事" 该图像虽然没有榜
题$但我们发现其图像情节可以同武氏祠%赵氏
孤儿&画像榜题一一对应$也可与)史记!赵世
家+)新序+等文本对读" 故此图像是近年新发现
的一幅重要的%赵氏孤儿&历史故事画"

四" 汉画%赵氏孤儿&故事的图像叙事模式
及其形成机制

!!以上多例汉画中%赵氏孤儿&故事图像的确

认$尤其是贾汪白集汉墓例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
画像的图像叙事提供了重要参照" 学术界以往认
为汉画像往往难以表现多个复杂的故事情节$主
要透过描绘一个精彩瞬间来进行图像叙事" 但这
例新发现的赵氏孤儿故事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将
多个带有时间顺序的情节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
成完整的故事叙事" 这是中国人在尚未受到印度
佛教艺术影响时在图像叙事领域作出的创新性尝

试" )洛神赋图+中%移步换景&的叙事方式可以
在这里找到源头"

前文提到的四例中$其图像叙事方式可分两
种$第一#二例属于%瞬间叙事&$第三#四例属于
%连环画叙事&" 当然$这种叙事方式被前人起过
不同的名称$如邢义田称之为%连续叙述&$龙迪
勇称之为%纲要式叙述&$巫鸿则称之为%连续性
构图&$也有人称之为%异时同图&或%同人异时&$
有细微差别"

在%瞬间叙事&中$汉代工匠通过人物#标志
物共同建构了故事中的某个高光片刻" 如果细
分$%瞬间叙事&可分为%有榜题&和%无榜题&两
种" %有榜题&的瞬间叙事最易辨识$在%赵氏孤
儿&图像的第一例'武氏祠其他画像第十二石第
二层(中$赵庄姬抱着赵武坐在建筑中$右侧公孙
杵臼跪在地上$有榜题标识其身份$%通过表现单
个的戏剧性场景来概括故事的精髓" 这些场景都
含有主要角色和他们的随身道具$还常刻有便于
观者认出其中人物身份的榜题& '孟久丽 3b*
,4(" %无榜题&的瞬间叙事则需要我们借助邢义
田倡导的%格套法&去考证$其主要人物的行为#
标志物的配置均可与%有榜题&的瞬间建立起内
涵式关联" 如在%赵氏孤儿&图像的第二例'武氏
祠左石室第八石后壁小龛西壁第二层(中$保留
了赵庄姬抱着赵武坐在建筑中$公孙杵臼跪在地
上的基本图式" 虽然此图增加了一位女性和两位
侍者$但辅助人物数量的增减及人物的朝向#房
屋#屏风等次要元素的安排并不影响观者对故事
精髓的理解" 在分析汉画%瞬间叙事&时$需要观
者抓住图像中的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 由于
汉画大多是分层的$一层中往往有好几个相互独
立的故事情节$我们在使用%格套法&时要先预判
故事的数量$以免将不同故事中的人物或标志物
混淆"

在汉画的%连环画叙事&中$我们又可以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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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亚型" %赵氏孤儿&图像的第三例和第
四例恰好属于不同的亚型" 第一种亚型可命名为
%分层式连环画叙事&$即在汉画的不同分层中$
描绘了同一个故事的若干个高光瞬间" 河南省南
阳市杨官村汉墓北主室门扉正面的画像$集合了
%獒咬赵盾&故事的一个瞬间和%赵氏孤儿&故事
的三个瞬间" 第一层为赵庄姬#赵武#公孙杵臼三
人构成的经典场景" 只是赵庄姬并未像武梁祠一
样抱着赵武$公孙杵臼也仅在站立拜谒" 第二层
是%下宫之难&$其图像内容与徐州贾汪白集汉墓
中右侧图像一致$可相互佐证" 第三层是%獒咬
赵盾&$故事的主角虽然变为赵盾$但赵氏孤儿是
赵盾之孙$二个故事同属%赵世家&的历史构建"
第四层是%婴辅武存&$刻画了程婴养育赵武$与
徐州白集汉墓中的最左侧场景一致" 第二种亚型
可称为%长卷式连环画叙事&$目前发现较少" 除
本文%赵氏孤儿&图像之第四例外$还可见临沂吴
白庄汉墓中的%武王伐纣&画像$笔者曾撰文对其
内容进行了考证"./7

徐州白集汉墓中的%赵氏孤
儿&故事的叙事$从右至左展开$通过四个瞬间的
刻画$将赵氏一门的悲剧#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忠
义#屠岸贾的奸邪#戏剧化的冲突一一呈现在石
上$恰如一幅历史长卷$直入人心" 诚如张彦远所
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
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 '张彦远 +("
%长卷式连环画叙事&是汉画中最复杂#最难理解
的图像叙事方式$在缺乏榜题的情况下是较难辨
识的"

汉画中复杂的%连环画叙事&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我们认
为这种复杂叙事的形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战国以来的叙事传统" 战国以来的人
物叙事性图像$如青铜器上的叙事画像对时间顺
序的表现是汉画故事中人物叙事的源头" 24 世
纪 )4 年代就有西方学者提出青铜器上的不同母
题画像存在因果关系$是根据时间顺序排列的$是
一种连续叙事' #̂/0L>0$ ,+*)-(" 刘敦愿在分
析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人物弋射纹铜壶时认为图像

表现了%弋射的时间程序&'刘敦愿 32(" 卢忠敏
进而指出东周镶嵌铜器上的人物画像是中国最早

的叙事性人物图像遗存$%单个人物角色因应着
时间秩序展开叙事& '卢忠敏 +-2($将其命名为
%角色动图&" 需要指出的是$东周青铜器中的叙

事传统依旧比较原始$青铜器上的人物仅是%程
式化&的礼仪中的个体$而不似汉画中人物这般
具体而鲜活"

其次$汉画发展的内在规律" 汉代的历史故
事图像伴随着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艺术的
肇兴而不断发展" 以汉画像石为例$最早汉画像
石出现在武帝时期$西汉后期才出现最简单的历
史故事图像"./8

新莽至东汉时期$历史故事图像逐
渐发展成熟$至东汉晚期达到巅峰" 信立祥发现
汉画构图方式与时代有关$他指出/%在早期即西
汉中晚期的大型汉画像石墓中$尽管墓室内可以
雕刻画像的壁面面积相当大$但画像只刻在门扉
和门柱的正面等醒目位置$墓室内很少刻有画像"
0112南阳杨官寺画像石墓主室门扉所雕刻的
四组图像$互相之间就没有任何界限$只有从图像
间的距离才能分辨出它们是四组不同内容的图

像"&'信立祥 -b*a4(南阳杨官寺画像的%分层
式连环画叙事&出现时间较早$发展尚不成熟$雕
刻技法也较稚拙$是%瞬间构图&向%连环画叙事&
的过渡"

再次$图像载体及其尺寸" 我们注意到$同一
情节的历史故事画像在祠堂画像与墓室画像中存

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祠堂画像往往采用多层构
图$这是由其建筑构件所需石料的形状决定的"
墓葬横梁上的画像可以通过狭长的%长卷&构图
表现故事情节" 很明显$后者更适宜进行复杂叙
事$强化了故事的感染力" 在第一例和第二例中$
%赵氏孤儿&画像均为祠堂分层结构中某一层的
一部分$其尺寸决定了其只能以%瞬间叙事&来展
示情节$图中所容纳的人物总数也只有区区数人"
而在第三例和第四例中$由于墓葬画像石的尺寸
较大$可以承载的人物数量可以较多" 尤其是在
徐州贾汪白集汉墓中$横梁的长度超过 +.( 米$
图像的宽度为 4.2*4.- 米$其长宽比达到了,y+
至 (y+$已经接近后世的长卷$这就满足了复杂
叙事的需要$可同时容纳多个%瞬间性&情节的
铺陈"

最后$地域及工匠因素" 汉代历史故事画像
石在山东#苏北#陕北#南阳#四川等地有广泛发
现" 目前已知的两幅%长卷式连环画叙事&画像$
位于山东临沂与江苏徐州的汉墓中$在东汉后期
均属于徐州刺史部$属信立祥划分的汉画像石
%第一区&'信立祥 +-(" 本地区毗邻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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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信仰炽热$墓主对自身道德的要求也较高"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东汉后期至末期$出于商
业竞争目的$工匠集团%内卷化&增强$多炫耀技
艺$./9

使得新的题材和技法层出不穷$汉画的风格
走向细腻而烦冗" )史记+)春秋+等文本$为工匠
中的少量知识群体所掌握$单调的%瞬间&叙事已
经无法满足新的需求" 新型的%长卷式连环画叙
事&模式的出现$不仅是艺术自觉发展的产物$也
是本地区工匠的一大创造"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汉画像中的历史故事
图像有了更深的认识" 学术界已确认三例%赵氏
孤儿&图像" 第一例是武氏祠其他画像第十二石
第二层画像$刻画了赵庄姬#赵武与公孙杵臼" 人
物旁刻有榜题$标识了故事大致情节与人物身份"
第二例是武氏祠左石室第八石后壁小龛西壁第二

层右侧画像$上刻赵庄姬#赵武与公孙杵臼等六
人" 第三例是南阳杨官寺汉墓主室门扉画像$分
四层表现出一幕%狗咬赵盾&故事与三幕%赵氏
孤儿&故事" 通过对徐州贾汪区青山泉乡白集
汉墓前室北壁横梁画像的图像志分析$本文将
其考证为第四例%赵氏孤儿&图像$从右至左刻
画了十九位人物$依时间顺序叙述了%下宫之
难&%屠颜购孤&%诈抱他人&和%婴辅武存&等四
幕故事$其中三幕可与南阳杨官寺例对应" 我
们将这种新型汉画的叙事模式称为%长卷式连
环画叙事&"

本文认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叙事模式可分
为%瞬间叙事&与%连环画叙事&两类" 前者由%有
榜题&和%无榜题&图像构成$刻画了一个故事的
高光瞬间$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各司其职$突出了
戏剧化的矛盾冲突" 南阳杨官寺汉墓中的%赵氏
孤儿&画像属%分层式连环画叙事&$代表了汉画
历史故事叙事发展的过渡阶段" 到了东汉中后
期$随着鲁南#徐州地区汉画像石艺术达到艺术巅
峰$在一些墓葬的横梁位置出现了%长卷式连环
画叙事&$这是汉画艺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汉画
像历史故事中复杂叙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对战
国传统的尊重#时代的变迁#图像载体的转换#地
域性的差异以及工匠竞争的需要等因素均促成了

这种转变"

'本人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了巫鸿#朱青生#
贺西林#郑岩#李清泉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此
致谢(

注释#=0#%)$

! 马承源认为/%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乃是汉画像的真正
的先驱"&见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
物++4'+b,+(/2,"

" 巫鸿认为东周青铜器画像上的人物纹饰与长沙子弹库
帛画中的人物肖像是中国最早的人物画中的情节型构图

方式" 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
性+$杨柳#岑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44, 年"

# 这三种构图方式可见陈葆真/ PH'1:#$< RG#/:'$
CB'$:>:_#;;#9'E:D#'$9'$%>0AZ#$ #$< 9B:R'N7"$#>9':>.T
B*?"j8$)/"*1 74*1"'"72%-2."J+bbaK\2-b 2)3"

$ %异时同图是指事件主人公重复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并
且没有明确的顺序性$这种构图就叫异时同图" 相对来
说异时同图的叙事方式比较容易辨认$而且它所演变出
的构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典型的构图是有一定
的情节叙述顺序"&见杨澜/)中国古代叙事性绘画研究+$
)艺术教育+,'24+,(/2a)"

% %同人异时&的描述可见李杰荣/)诗歌中国 诗歌与绘
画+"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4+) 年"

& 如曹建国#张洁对)完璧归赵+$李立对)荆轲刺秦王+

等故事的研究" 曹建国#张洁/)石头上的叙事解码***

从汉画%完璧归赵&看图像叙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4+b(/((*)-" 李立/)汉画像的叙
述/汉画像的图像叙事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4+, 年"

' 傅惜华将此石命名为%何馈程婴柳惠画像&$可惜%民
国初年$为人售于海外&" 见傅惜华#陈志农#陈沛箴/)山
东汉画像石汇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4+2 年"

, )中国画像石全集+也从此说" 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编
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 ,/河南汉画像石+"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2444 年"

- 发掘简报见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
墓+$)考古+2'+b)+(/+aa"

./0 原报告称/%最后亦刻械斗图$有两人手中各执短刀$互
相刺击$一人在旁助威" 械斗是在一座庙宇前进行的$庙
门紧闭$仅露出门缝"&参见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东
汉画像石墓+$)考古+2'+b)+(/+aa"

./1 参见朱浒#侍行/)汉画%山形冠&来源与含义新探+$
)艺术探索+-'2422(/a2*3-" 另$)汉官仪+载%天子冠
通天&$)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通天冠$高九寸$正竖$

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见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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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后汉书+$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b,3 年"
./2 原报告称/%宾客之后有四人俱面向右$其中三人跪地
伏首$一人站立在前向来宾拱手相迎$其身份应是主人$

迎接另一队宾客四人的到来$这队宾客中$在前一人躬身
向前$向主人拱手答礼$第三人腰挂长剑$是诸宾客唯一
的一员武官"&参见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
墓+$)考古+2'+b)+(/+aa"

./3 报告称%左边六人应是宾客的一部分$方向都是从右向
左而来$最前一人身材特别矮小$似为一小孩&$并未识别
出两位抱着婴儿的女性" 参见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
东汉画像石墓+$)考古+2'+b)+(/+aa"

./4 汉画中的蔺相如形象可见重庆合川濮岩寺石室墓画
像" 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
(/四川汉画像石+"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
术出版社$2444 年"

./5 关于战汉时期扁壶的形制演变$可参见黄盛璋/)关于
壶的形制发展与名称演变考略+$)中原文物+2'+b)-(/
22*2("
./6 汉代铜扁壶称%钾&$木器则称%柙&" 孙机认为%钾&是
一种酒器" 参见彭适凡/)江西收集的西汉铜钾+$)文物+
('+b()(/b2*b-.孙机/)说%柙&+$)文物++4'+b)4(/)+"

./7 参见朱浒/)%道德镜鉴&与%帝国荣光&/汉画%武王伐
纣&与古罗马战争壁画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4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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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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