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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画像砖的时代精神

王明发

’南京博物院图书馆 江苏南京 !&""&% (

南北朝是两晋以后，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的

时期。这一时期，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历

史上将这四个朝代合称为南朝；同一时期在北方

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几个朝代，

则被统称为北朝。画像砖是古代用于墓室建筑的

一种图像砖，它的流行时间从秦汉一直到魏晋南

北朝，是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珍贵遗存。如今，

南朝地面建筑壁画都己湮没，那个时代的卷轴画

也早已失传，而考古发掘中所获取的大量南朝时

期的画像砖，则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绚丽多姿

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时尚和精神风

貌。

南朝画像砖主要出土于南朝统治的中心地区

以及周边地区，其中具有代表性并产生较大影响

的有 &)#* 年 &! 月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学庄附近

发现的南朝画像砖室墓 + & ,；&)%" 年 - 月南京西善

桥太岗寺附近发掘的南朝砖画墓 + ! ,；&)%# 年 &&
月江苏丹阳胡桥仙塘湾发掘的南朝墓 + . ,；&)%/ 年

/ 月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大队吴家村发掘的南朝砖

画墓 + - ,；&)%/ 年 &" 月江苏丹阳建山乡金家村发

掘的南朝砖画墓葬 + # ,；&)*% 年 . 月江苏常州戚家

村发现的南朝画像砖墓 + % ,；&)*) 年 & 月江苏邗江

酒甸公社包家大队发现的南朝画像砖墓 + * ,等等。

本文旨在对众多已出土的南朝画像砖上的图像进

行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出南朝这一独特历史时期

的时代精神。

一 南朝早期开拓疆土的豪迈气概

（以邓县出土的画像砖为例）

邓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现为邓州市，与湖北

省接壤。南北朝时期，这里始终濒临于南北边界之

处，是南朝前期的边防重镇，也是当时军事上争夺

的要地。直到太和二十三年（-)) 年），北魏孝文帝

和齐将陈显达在邓县东北的马圈城地区发生了大

规模的会战之后，北朝的势力才较稳定的伸入这

一地区。然而一直到萧梁初期，当时的邓县地区仍

处于南北互争的局面之下。&)#* 年 &! 月，这里发

现了一座轰动全国的南朝彩色画像砖墓。该墓南

北长 )0 /、高约 .0 ! 米。整个墓葬分墓室、甬道两

部分，全墓用特制的浮雕画像砖筑成。该墓结构复

杂，形制庞大。“据一位建筑工人估计，建成此墓需

用八、九万块砖。”+ / ,该墓共出土了 %" 多种不同形

状和不同图像的画像砖，均为实心砖块，其中最有

内容提要 南朝画像砖是古代墓室壁面上的图像砖，是继汉代画像砖之后考古发掘中的又一重

大发现。其早期、鼎盛期、晚期众多画像砖上的不同图像，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不同的精神风貌和风

格迥异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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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部分为彩色画像砖。这些彩色画像砖的尺

寸完全一样，规格均为宽 !"、高 #$、厚 % 厘米，上

面的模印画面有 !& 种不同的内容，多为一砖一印

模。这些彩色画像砖上的图像，每一块都表达一个

完整的内容，或是塑造一个完整的瑞兽形象。据专

家考证，“邓县学庄的彩色画像砖墓，可以肯定是

南北朝时期属于南朝系统的墓葬，其年代上限应

为东晋，下限止于萧梁。”’ $ (笔者认为，若根据这座

画像砖墓的下葬地点以及画像砖上图像所表现的

内容来看，似乎定为南朝刘宋时期的墓葬更为合

适。因为这些出土画像砖上的图像，极其生动地记

录了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体现了南朝初期那

种可贵的激流勇进、开疆拓土的时代精神。

东汉末年以后，高官显贵均乘牛车，邓县出土

的这座画像砖墓中，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一组画像

砖，即以牛车为中心，这既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

也与历史史实相符。据专家考证：“墓主人可能是

一个领兵的将官”’ #) (。这座墓葬出土的画像砖上

的图像，许多均表现了墓主人的生活，其中主要有

牛车图、武士牵战马图、武士抬轿图、武士扛弓持

盾图、武士持械图、行进中的伎乐图等表示行军、

仪仗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图像中的人物无不英气

勃勃，极具动感，而汉墓画像砖中最常见的宴饮、

庖厨的场面，以及象征生活实用器具灶台、楼阁等

却不再出现。该墓中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的侧面有

墨书铭纪三行，其中有“以四月辞，天子用此廿五

林城，部曲在路日久，处处坐起给赐，#粟牛酒不

少。以五月有斩⋯⋯家在吴郡⋯⋯”等话语。南北

朝时期，“吴郡”指的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地区，与吴

兴、会稽二郡合称为“三吴”，是南朝时除去首都建

康以外的第二重心地区。笔者以为，这段墨书铭纪

的作者，很可能是随同墓主人北征的部属；而这段

文字的内容，则简略记载了家在吴郡的将士们一

路征战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行墨写文

字是写在墓室东壁第一柱的战马画像砖上，这块

画像砖上的图像是两位武士各牵一匹战马疾步前

行，可见这座墓葬中画像砖的图像内容是有所指

的。

据史书记载，&*) 年，当刘裕在南方建立宋朝

的时候，北方的北魏也正处于兴盛时期，这两个处

于旺盛时期的王朝，双方在边境上的拉锯之战打

了近 !) 年。&+) 年夏天，宋军分兵几路，对北魏发

动总攻。当时苦于北魏压迫的北方民众，心向宋

朝，所以，当刘宋的军队北进时，沿途的老百姓送

粮饷军，络绎于路，这一史实正与邓县画像砖上的

铭文记载“处处坐起给赐”相合。刘宋在南朝四朝

中，占地最大。刘裕北伐后，虽然关中之地得而复

失，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

土地，均在刘宋的有效控制之下。也只有在这样的

历史条件下，当时死于北伐途中的南朝将领，才有

可能在邓县营造一座这样规模的画像砖墓。因为

到了萧齐后期，邓县地区己被北朝的北魏势力所

渗透，所以，这座画像砖墓的时代更不可能晚于萧

齐时期了。这座南朝早期画像砖墓的出现，真实地

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家在吴郡”的武军将领，秉承

南朝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向北拓展疆土的豪情壮

志。他们战死在拓疆的前线，虽然未能归葬家乡，

也未能留下姓名，但那个年代留下的画像砖，却为

我们印证了这段历史。从这座画像砖墓的规模来

看，与建康地区发掘的王侯墓相当，该墓的主人应

该是一位级别较高的武官；但由于邓县邻近北朝

前沿，墓主人也不会是品秩很高的官吏。这座墓葬

的发掘，还说明了南朝早期建康以外的大型墓葬，

等级制度并不是很严格，所谓“天高皇帝远”，“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邓县地处中原，这里是汉文化的发源地。这座

画像砖墓中的画像砖上的图像既表现了对汉文化

的继承，也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向往。例如“南

山四皓”画像砖、“王子桥与浮丘公”画像砖、“ 子

娱亲”画像砖、“郭巨埋儿”画像砖等，其蕴含的内

容，均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时代崇尚和道德准则。以

“南山四皓”画像砖为例，南山又名商山，在今陕西

省商县东南。“南山四皓”指的是西汉初年因避秦

乱而隐居于南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这块画

像砖上的图像所表现的，就是这四位老人隐居山

林、悠然自得的情景。传说西汉初，汉高祖曾征召

四皓辅佐未果，后来高祖欲废太子盈，另立赵王如

意。吕后为了保住太子，采用留侯（张良）的计谋，

令太子卑词安车，厚礼迎四皓，终使他们辅佐太

子。一日，四位老者一同侍奉太子见高祖，高祖见

此情景，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遂打消了废太子的念

头。这个故事说明自汉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及民间

均对南山四皓十分崇敬。由于南朝时期的最高统

治者均出身寒门，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和争权夺

利非常激烈，加上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人民厌倦

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洁身远

祸、逃避现实，便成为当时许多士大夫的追求和反

思。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企望借助“南山

四皓”这样的人物来辅佐自己；他们感叹于人生苦

短，又希望自己达到“四皓”这样的境界，过上“四

南朝画像砖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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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这样安乐长寿的生活，这便是“南山四皓”的故

事上了画像砖的真正原因。在这块画像砖的图像

中，弹琴老人穿绿色长衣，吹笙老人穿紫色长衣，

捧手卷老人穿黄紫色长衣，举手静坐老人穿绿色

长衣，四位智者徜徉在绿色的山林之中，若入仙

境。精致的浮雕、和谐的布局、素雅的着色，出神入

化地表达了南朝时人们所崇尚的一种“隐而不仕，

潇洒飘逸”的遁世生活。南朝诗人吴均有诗曰：“才

胜商山四，文高竹林七”，正是这种追求与时尚在

当时文人诗歌中的反映，而这样的图像表现在邓

县出土的南朝画像砖上，更加证实了南朝时人的

精神追求和崇尚。它与表达心声的“万岁千秋”画

像砖，反映孝道的“郭巨埋儿”画像砖以及追求升

仙的“王子乔与浮丘公”画像砖等，体现了南朝早

期人们的精神向往和终极追求。

二 南朝鼎盛时期上层阶级的精神追求：

（以南京及丹阳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为例）

南朝的经济和文化，在齐、梁时期最为发达，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墓葬，也最能体现南朝鼎盛

时期的风格和时代特征；而体现南朝画像砖特色

的模印拼嵌工艺，也以这一时期和这一地区出土

的画像砖墓为代表。南朝的都城所在地为建康，即

今日之南京，而丹阳则是南朝齐梁两代最高统治

者发迹的地方。所以，今日南京周边及丹阳地区，

是南朝陵墓最为集中的地方。唐人许嵩所撰的《建

康实录》一书中，记载了南朝时一些帝王陵墓的规

模。例如，宋武帝初宁陵“在县东北二十里，周围三

十五步，高一丈四尺”! "" #；宋文帝长宁陵“在今县

东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 "$ #。而

在实际考古发掘中，有的陵墓规模甚至超过了史

书的记载，这与当时国力的强盛以及统治阶级的

崇尚厚葬密切相关。

"%&’ 年 ( 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西善桥南朝

帝王陵墓中，发现了一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

印拼嵌画像砖，它在同类画像砖中，是发现时间最

早、人物题榜最准确、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尽管对

这座墓葬的年代有着多种说法，但根据墓制以及

墓中出土的陶俑、壁画的特征等方面来看，其时代

不会晚于萧齐时期。"%&) 年，江苏丹阳胡桥仙塘

湾的南朝大墓中，又出土了多幅模印拼嵌画像砖，

其中亦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年，

江苏丹阳胡桥吴家村和江苏丹阳建山金家村两座

帝王陵墓中，又各发掘出土了一套《竹林七贤与荣

启期》画像砖。几个不同的地点分别出土了同一内

容、同一形式、同一规格的大型模印拼嵌画像砖，立

即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

丹阳三座墓葬的时代为南齐，而南京西善桥墓葬的

时代，当早于南齐。北京大学的韦正先生撰文认为：

“这座墓葬的年代应在刘宋中后期”!"+ #。南朝的刘

宋中后期及南齐时期，正是南朝蓬勃兴旺的时期，

这一时期反复留下的相同的文化遗存，无疑是当

时的一种时尚，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据文献记

载，东汉时曾任司空掾等职的赵岐，居官以廉直疾

恶著称。曾因贬议宦官唐衡，家族宗亲皆遭杀害。

为防不测，赵岐曾在生前为自己绘制了墓葬图，他

将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季子、子产、晏婴、叔

向的画像居于墓室中的宾位，而将自己的画像居

于主位。赵岐这样的做法，体现了他生前不沉迷于

富贵荣华的生活，死后也要与一些有志向的先贤

在一起，这无疑表达了赵岐的思想境界与精神追

求。南朝的多座陵墓中均出现了《竹林七贤与荣启

期》这样的模印拼嵌画像砖，其用意与汉代的赵岐

是一致的，自然也就体现了当时最高统治阶级对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推崇。

“竹林七贤”是指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嵇康、阮

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七人。他们的共

同特点是热衷于清谈和玄学，沉湎于酒乐，行为放

荡不羁而又谈吐不俗。这七位同好对时政持超脱

旷达的态度，常结伴游逸于竹林，时人称其为“竹

林七贤”。竹林七贤崇尚玄学，而玄学是魏晋时期

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

种文化思潮。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南北朝

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

理见长者。玄学虽然已经不是南朝的时代思潮，但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精神象征及社会影响，却是

当时的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据《南史·齐本纪·

废帝东昏侯》中记载：当时因火灾而重建的玉寿殿

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

贤》，皆以美女侍侧”。由此可见，“七贤”的画像也

是当时宫廷壁画中的典型人物。同类型的作品反

复在南朝鼎盛时期的墓葬中出现，向我们传递了

这样一个信息：当时的统治阶层，生前死后均希望

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这样一批高士，围绕在自

己的身边清谈时政、饮酒奏乐。面对南朝的盛世，

统治阶级渴望着一种既高雅又闲逸的从政生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分布在墓室南北

两壁。以南京西善桥出土墓葬为例，该陵墓墓门东

向，南墓壁自外向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

人；北墓壁自外向内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

人。荣启期为春秋时的高士。据刘向《说苑·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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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孔子游泰山时，遇见荣启期身着鹿裘，在一

旁鼓琴而歌。孔子问其乐从何来？荣启期回答说，

人生的乐趣很多，而我最值得快乐的事有三：天地

生物，唯人为贵，既得为人，一乐也；人以男为尊，

既得为男，二乐也；人生不免短命而死，现年九十，

三乐也。荣启期还对孔子说，贫者，士之常；死者，

人之终；处常待终，何不乐？孔子听了荣启期的回

答后很有感触，称其能自宽。这则记载说明了自汉

代以来，人们对荣启期的尊重和向往。南朝时人将

荣启期与竹林七贤并列，应该是沿袭了两晋的遗

风。在这幅壁画制作者的理念中，已经步入另一个

世界的“竹林七贤”，一定是与荣启期这样的名士

同类相聚的。再从画像砖组成的布局来看，如果仅

有七贤，则两壁不对称，加上荣启期后，两边均为

四人，显得完整和谐。此外，荣启期为我国有文献

可考的最早音乐家，“竹林七贤”均沉湎于酒乐，他

们有着共同的喜好，自然是“人以群分”。

综上所述，南朝陵墓中屡屡出现“竹林七贤与

荣启期”模印拼嵌画像砖，是南朝统治阶级宫廷中

的“七贤”壁画在陵墓中的再现，体现了当时最高

统治阶级的精神标榜和时代风尚。南朝名士陶弘

景与齐、梁两代帝王之间的交往故事，颇能印证这

种时尚。陶弘景年少时好读书，有着多方面的才

能，传说他“一事不知，以为深耻”。齐高帝萧道成

作相时，曾引他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陶弘景辞

去官职，隐于句曲山，钻研道术。萧道成为帝后，曾

下诏书礼聘陶弘景出山，陶弘景则以诗答诏曰：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

君。”这首诗表明了陶弘景所喜爱的东西，与世俗

不同。!"# 年，萧衍率军平建康，准备取代齐而自

立，国号一时未定。陶弘景与萧衍也有着不一般的

交游之谊，他接引图谶时，数处皆成“梁”字，于是

令弟子进之，积极支持萧衍废齐称帝。萧衍即帝位

之后，是为梁武帝，亦曾屡次礼聘陶弘景出山，以

为辅弼，均未获果。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国家

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

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 ’ 由此可见，齐梁时期

统治阶级的追求与崇尚，与两晋、刘宋时是一脉相

承的，它所表达的愿望和理想，几乎是根深蒂固、

生死不渝的。

南京和丹阳地区出土的这批画像砖在工艺上

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规格、高水平的模印拼

嵌。以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

启期》画像砖为例，这件作品分布在墓室的南北两

壁，各长 #( &、高 "( )) 米，共用砖 *"" 余块。如此

数量的砖块，拼嵌成一幅完整的画图，这是一项了

不起的创造。再以丹阳仙塘湾南朝陵墓出土的《羽

人戏虎》画像砖为例，这件作品长 #( &、高 "( +&
米，由 #," 余块砖的侧面，以三横一竖相间叠砌，

拼成一幅巨大的画面。以数百块砖面，尽善尽美地

拼嵌成一幅完整的大型壁画，其精妙的构思，复杂

的工艺，恢宏的气势，都是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水

平。这些南朝大墓虽然早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但各个墓葬的模印拼嵌画像砖的分布情况，依

然可知大概。以丹阳胡桥吴家村大墓为例，从墓道

到玄宫，均满布由模印拼嵌画像砖所组成的壁画。

依次是：墓道中从外向里，第一道门后两壁为《狮

子》，顶部东边有《小日》，西边有《小月》；第二道门

后为《守门武士》。玄宫的两壁分为两层，左壁上

层：前为《羽人戏龙》，后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

的嵇康、刘伶、山涛、阮籍四人，下为《车马出行

图》。右壁上层：前为《羽人戏虎》，后为《竹林七贤

与荣启期》中的王戎、向秀、阮咸、荣启期，下层与

左壁内容相同。玄宫的顶部原有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四神。可以想见，这是一处多么神奇的艺术殿

堂，这样的砖砌墓室，无论从规模、技术、水平、创

意等多方面，均体现了南朝鼎盛之时的善于继承、

敢于创新的精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崇尚与精湛

工艺的结晶。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模印拼嵌画像砖，

还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南朝人手笔的一幅魏晋

及先秦人物图，是一件具有高度历史和艺术价值

的作品。画像砖中的八个人物神态各异，其中有四

人的行为与酒有关，并无一雷同。例如，阮籍身旁

放着酒具，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吹指作啸状；

山涛手举酒杯，拢袖欲饮；王戎身旁放着酒尊和酒

杯，懒洋洋地斜靠在小几上手舞如意；刘伶手托酒

杯，以小指蘸酒品味，一副为酒香所陶醉的模样。

而三位弹乐器者嵇康、阮咸、荣启期，也是各具形

态，只有向秀倚树沉思，处于静态之中。八位人物

分坐于银杏、松、槐、柳等树木之间，极具山林竹木

之趣。一幅画面上展现数种不同的树木，固定的格

局而又呈现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这是汉代画像

砖和画像石上所没有的。南朝时期是我国南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宽松的学术氛围，蓬

勃发展的手工业，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使得南朝

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领域，均蕴藏着极大的创造

力。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既是南朝的时代精神，同

时也开创并形成了这一地区的地域特色。这些模

印拼嵌画像砖还告诉我们，南朝中期的繁荣是全

南朝画像砖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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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即便是在陵墓的构建上，也为我们留下了

精美绝伦的传世佳作。

三 南朝晚期偏安一隅的世俗民风：

（以常州、扬州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为例）

常州、扬州等地出土的画像砖墓，则体现了南

朝晚期偏安一隅的颓势。侯景之乱和梁末诸王的

混战，使江南遭受了一次大破坏，虽然陈霸先讨平

侯景，立了大功，并于 !!" 年代梁称帝，建立了陈

朝，但在南朝的四个王朝中，陈的统治区域最小，

除一度曾占有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之外，陈在

大多数时间所控制的区域，始终局促在长江以南、

现今湖北宜昌以东的地方。南朝统治集团的荒淫

和奢侈，在陈后主陈叔宝时达到了极限，他一登上

皇帝的宝座，便大兴土木，造了三座豪华的楼阁，

供自己和三个贵妃享用。宫廷的奢侈、享乐，给当

时的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阶级矛盾和统治

阶级内部矛盾一触即发。这一时期的南朝，早己失

却了早期的追求和中期的繁盛，也丧失了与北方

抗衡的力量，偏安一隅，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贪

图享受，追求精神上的麻醉，是南朝晚期统治阶级

所遵循的一种世风。常州画像砖墓和扬州邗江的

两座画像砖墓所出土的画像砖，间接体现了南朝

晚期的这种时代精神。

#$"% 年 & 月，常州博物馆对位于该市南郊戚

家村的一座画像砖墓进行了发掘。该墓的甬道和

墓室，全部壁面布满了画像砖和花纹砖。据统计，

“此墓出土画像砖、花纹砖一千六百多块，种类繁

多，写实性强，是一批具有时代特点和工艺水平很

高的艺术品”’ #! (。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有的在砖

的平面上；有的则在砖的端面或侧面，由多块砖拼

成一幅画面。常州戚家村出土的画像砖与邓县、南

京等地出土的画像砖相比，从内容上看，缺乏出

行、仪仗及人物故事，仅有男像、女像、飞仙、瑞兽

等图像；从模印拼嵌的规模来看，其最具拼嵌特色

的“龙纹”画像砖和“虎纹”画像砖，仅各由 " 块砖

的端面组成，再也没有南京、丹阳两地出土墓葬中

模印拼嵌画像砖的气势和规模；再从这座墓中出

土的画像砖上的人物图像特点来看，脸形丰满的

飞仙、端庄秀丽的侍女、威风凛凛的武士，再配以

卷叶相托的莲花，整个画面显得雍容华贵，有从魏

晋南北朝的“秀骨清像”向隋唐时的丰满端庄过渡

的痕迹，体现了南朝晚期独有的时代特征。林树中

先生在《常州画像砖墓的年代与画像砖的艺术》一

文中指出：“此墓的墓室结构、出土铜钱、石凭几、

石座、石猪、石辟邪等，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南朝晚

期特点。”’ #% (他还认为，这座墓葬中出土的人物画

像砖的艺术风格，与南朝时的著名佛像画家张僧

繇的作品《梁武帝翻经图》很为相似。这样的论断

尽管只是一种设想，但符合南朝晚期的时代特征，

因为该墓葬出土的大量画像砖和花纹砖中，无论

从内容和艺术特点上来看，都可以看出有明显的

佛教文化的痕迹。例如，由四块砖的端部组成的飞

仙图，捧博山炉的侍女，大量的圆形莲花图案、卷

叶莲心花纹、莲草纹等。以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

墓甬道西壁第一层画像砖为例，依次为圆形莲花

图案、兽首鸟身画像、莲花、狮子画像。再以该墓墓

室西壁第一层为例，自前向后可分为三段：前段起

首为圆形莲花图案，依次为武士、飞仙，其后为两

幅女像嵌在直棂窗的两旁。正中一段，两边是虎纹

画像，中间为一飞仙，飞仙的上部有一神兽。后段

又有一直棂窗，两旁为莲草纹砖，其后又有两个飞

仙间隔一朵莲花，最末为“千秋”画像砖。值得注意

的是，在甬道和墓室东西两壁各四层的画像砖中，

几乎每层均出现象征佛教的莲花图案，这里不一

一列举。墓葬中的装饰尚且如此，可见佛教文化在

南朝的巨大影响和渗透，这与南朝晚期佛教流行

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 年冬，扬州地区邗江县发现了两座残画

像砖墓。专家认为，“这两座墓的年代可能属于南

朝梁武帝时期。”“墓中出土了近百枚小而薄的剪

边五铢，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凋敝以

及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定。”’ #" ( 这两座墓中所出土

的大量画像砖和花纹砖，更是紧扣着当时的时代

脉搏。以一号墓为例：该墓中出土的画像砖有“供

养人像”、“八瓣大莲花”、“八瓣小莲花”、“四瓣小

莲花”等诸多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内容，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座墓葬中首次出土了 &* 块印有小佛

像的画像砖，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尚属首例。

以南朝其它画像砖室墓为例，无论是邓县画像砖

墓还是南京、丹阳、常州等地出现的画像砖室墓，

均未发现用佛像来装饰墓壁的先例。这一事例说

明，南朝晚期的人们已经打破了释迦牟尼佛像不

宜进入墓葬的理念。扬州的画像砖墓中出现了佛

像，一方面说明了南朝晚期佛教的世俗化和平民

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佛教传播方式的灵活

性和宽松性。应该承认，当时佛教信徒在思想观念

上和做法上的更新，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

关。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都非常盛行，而南朝地

区的佛教尤盛。在刘宋、萧齐、萧梁、陈四个南方王

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下，尤其是梁武帝带头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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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活动，使得佛教几乎成了南朝时的国教。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

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

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

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后梁有寺

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

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 $扬州地处江

左，邻近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在

《（雍正）扬州府志·寺观》中，还记载有南朝陈时

的寺庙名称，可见南朝时期的扬州地区，佛教早已

深入到社会上的各阶层。画像砖墓中出土有多尊

小佛像，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在信念上对佛祖的依

赖以及“不求今生，但求来世”的精神寄托。应该注

意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物身份的墓葬

中，对佛教文化的体现是不同的，例如邓县画像砖

的内容中，一方面出现了反映道教文化的人物和

内容，但却没有出现佛像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故事

和典故；但大量出现的表现佛教文化的莲花图案，

却体现了佛教文化在当时的地位及影响。南朝晚

期的扬州画像砖墓中，不仅出现了佛像，还出现了

男女供养人以及各种不同规格的莲花图案。这些

仿佛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同样是南朝，由于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区，加上墓主人

身份的差异，佛教所产生的影响及所影响的程度

是不同的。目前可下的推论是，佛教对南朝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从时间上来看，越到后期影响越大，

从地域上看，越接近南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影响越

强。至于在南京、丹阳等地陵墓中出土的模印拼嵌

画像砖缺乏与佛教直接联系的内容，一方面是墓

葬时代上的差异，更主要的就是因墓主人身份的

不同而形成的在关注上的差异。以往南朝画像砖

墓多在南京、镇江、丹阳、常州一线，而在苏北扬

州，则属首次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研究

南朝画像砖的流行范围和时代精神，具有更为广

泛的意义。

常州和扬州出土的画像砖，其内容和规格都

体现了南朝晚期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时代风情，

邓县画像砖墓中出现的行军图、仪仗图、武土图等

均不复存在，就连体现当时人们精神追求和道德

规范的“商山四皓”、“郭巨埋儿”等画像砖也不见

了踪影；更不要说体现南朝鼎盛时期王者之气的

“羽人飞龙”、“羽人飞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

大型模印拼嵌画像砖了。唯一表现的，便是优裕的

物质生活和消极遁世的精神面貌，诸如守门的武

土，或捧博山炉、或捧奁、或拈花、或持如意的侍

女，以及象征“千秋万岁”的人首鸟身图等等。南朝

晚期的统治者在精神上失去了追求，他们不思进

取，却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法会，就连皇帝（梁武帝）

亦数次舍身寺庙，表示要当和尚。“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社会现实在诗歌中

的真实反映。在这样的国度，世风的消极与颓丧，

是不言而喻的。从表像上看，常州和扬州画像砖墓

中出土的画像砖缺乏实在的内容，然而真正缺乏

的，是一种气势、一种精神追求。正是因为缺乏了

这两样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南朝发展到陈时，又

一次面临了“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隋统一中

国后，体现南朝时代精神的画像砖，随着南朝的消

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 " $柳涵：《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考古》"%&% 年第 &
期。

! ’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

墓及其砖刻墓画》，《文物》"%() 年第 #、% 期合刊。

!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

物》"%+, 年第 ’ 期。

! ,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

物》"%#) 年第 ’ 期。

! &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

物》"%#) 年第 ’ 期。

! ( $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文物》"%+%
年第 * 期。

! +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古》

"%#, 年第 * 期。

!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

版社 "%&# 年。

! % $ !") $ 柳涵：《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考古》"%&%
年第 & 期。

! "" $ !"’ $许嵩：《建康实录》卷第十一，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 "* $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文

物》’))& 年第 , 期。

! ", $《资治通鉴》第 ,#+’ 页（卷 "&+、梁纪十三），古籍出版社

"%&( 年。

! "& $常州博物馆：《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文物》"%+%
年第 * 期。

! "( $ 林树中：《常州画像砖墓的年代与画像砖的艺术》，《文

物》"%+% 年第 * 期。

! "+ $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

古》"%#, 年第 * 期。

! "#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 *) 页，北京知识出版

社 "%#) 年 , 月。

南朝画像砖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