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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祠裏尋古蹟 東漢石刻蘊文化
◆◆工作人員現場展示傳拓技藝工作人員現場展示傳拓技藝，，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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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歷史館仿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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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梁祠為代表的武氏祠畫像，開啟魏晉唐宋繪畫
之先河，其雕刻技藝之精妙、圖像內容之豐富，居全
國漢畫像石之首。山東博物館此前舉辦「武梁祠——
石刻圖像藝術展」，精選武氏墓群石刻文物、孝堂山
石祠、嘉祥宋山出土畫像石拓片，以及歷代研究成
果，展現漢代畫像石藝術的巔峰之作。

黃帝畫像印入歷史教科書
位於山東濟寧嘉祥的武梁祠，從宋代起就受到金石
學家的關注，關於武梁祠的記載最早出現於北宋歐陽
修《集古錄》。19世紀後又進入西方學者的研究視
野。1961年與北京故宮、曲阜三孔、西安碑林、敦
煌莫高窟等一起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
據山東博物館石刻文物保護研究部主任王海玉介
紹，此次展出的20餘幅拓片均為山東博物館館藏，
體現了武氏墓群石刻藝術的精華所在，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當屬武梁祠西壁，上面刻有「三皇五帝」、女

媧、荊軻刺秦王等人物和故事，黃帝、大禹等多個畫
像成為歷史教科書的範本。
「武氏祠堂和石闕畫面採用鑿紋減地平面線刻技

法、部分細部施以陰線刻，雕刻技藝高超。畫面分層
分格，布局精巧，自上而下依次為：天界神仙異獸、
歷史人物故事、社會生活圖像。畫像內容人物故事圖
像配以榜題，圖文互證，可謂是『史記列傳式』的形
象記錄。」王海玉表示，武氏墓群石刻畫像內容豐
富，取材廣泛，涉及歷史人物故事、神話傳說，還有
車馬出行、宗教信仰等多個領域，是研究東漢時期政
治、經濟、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武梁祠居全國漢畫像石之首
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畫像石是地
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闕和廟闕等建築上雕刻畫像的
建築構石，因主要流行於兩漢時期，所以常稱為漢畫
像石。山東地區漢代畫像石是中國漢代畫像石藝術的
傑出代表，其中又以武梁祠為代表的武氏墓群石刻格

外耀眼。
山東博物館館長劉延常在開幕式上表示，武氏墓群
石刻是東漢時期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典型的一組石
刻畫像建築群。武梁祠是武氏墓群石刻中唯一可以較
為完整復原的祠堂，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
藝術價值。據劉延介紹，山東博物館十分注重石刻文
物拓片的製作和收藏。目前，館藏古代石刻拓片資料
已有10,000餘幅，基本包括了山東地區秦漢到五代全
部的碑誌、畫像石、摩崖刻石資料。「通過對精品拓
片的展示亦可使觀者領略不同石刻文物的風采，體會
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濟南報道

五代時期，建都金陵的南唐，重文化，興教育，倡斯
文，開啟了繁盛婉麗之風。1950年10月，南京博物院啟
動發掘南唐二陵，歷時3個月，發現並確認了南唐先
主李忭、中主李璟的「地下宮殿」，這是新中國成
立後第一個進行大規模發掘的古代帝王陵墓，出土
了陶俑、瓷器、漆器、玉哀冊等600多件珍貴文
物，現成為南京博物院的珍藏。在李忭欽陵後室
出土了一件富有神話色彩的藝術品——人首魚
身陶俑，高15厘米，長35厘米，俑的形象，
是由人首和魚身組合而成，用泥土將人和魚
的形象巧妙地結合為一體。在李忭欽陵後室
同時出土的3件人首魚身俑中，只有這一件
是完整的。 據考古專家介紹，人首魚身俑
屬於鎮墓俑。秦始皇時代的人們常以海中
的大魚為海神，自此確立了以魚類為海神
的觀念。
這件人首魚身俑昂首挺頸，頭戴道冠
狀帽，似為道者身份，自頸以下為魚
身。身體覆圓形鱗片，背鰭突出，有
胸、臀鰭，整個體形非常酷似鯽魚，在
肩部還有一突起的脊稜，可能是鳥類羽
翼的基部。專家解釋道，人首魚身俑為
海神的形象，在《山海經》中也有許
多記載，如「丹水出焉……其中多水
玉，多人魚。」在李璟順陵出土的人
首魚身俑卻添了鳥的雙翼，它依舊保
持了《山海經》中所記海神「人面鳥
神」的特點，故此人首魚身俑實為「海
神」的造型，它與山神一道守護着死者
的亡靈。人首魚身俑，從體形上看雖然
是小型作品，但它富於幻想的變合體的
造型，卻是中國藝術特徵之一。人類按照
社會精神生活的需要，為自己的心靈創造
出一個崇拜對象，再用造型藝術手段把它
表現出來，創造了神的世界。這種半人半獸
的怪物，是人的真實形象，又是神的化身，
人格化自己所崇拜的神物。南京博物院專家認
為，這件人首魚身俑是一件非常出色的藝術作
品，既是浪漫主義的傑作，又賦予作品濃厚的神
秘色彩，生動再現了古代陶塑工藝家的美感世
界。

一覽南京博物院一覽南京博物院

鎮院之寶明洪武釉裏紅歲寒三友紋梅瓶，為現存唯一一件完整的明洪武官
窯釉裏紅帶蓋梅瓶。釉裏紅是元代景德鎮新燒成的瓷器品種，也是明代
洪武朝瓷器的代表品種，為皇家御用瓷。這件梅瓶出土於明初駙馬都尉
宋琥和夫人安成公主的墓中，是明洪武以紅為貴禮制的印證。1957
年3月，在江蘇省江寧縣東善橋孫家山附近的被人叫作「娘娘墳」
的土包包上發現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的47件文物中，一件景德
鎮窯出產的「明洪武釉裏紅歲寒三友紋梅瓶」精美絕倫。從同時
出土的一塊墓誌石上所記載的墓主人姓名、身份和埋葬時間，考
古專家確定了此墓主人為明代駙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
梅瓶小口、短頸、溜肩，肩以下修長，假圈足。坯體色白而堅

致，瓶身分作兩段，兩段瓶身接胎處在表面隱有稜起一周。瓶蓋作
釧形，頂部有火焰紐高聳。器身裏外施白釉、釉層較薄，底面露胎。
蓋內亦未施釉。釉下用銅紅料繪出裝飾花紋。這件梅瓶的裝飾分為七
層，最下一層是十瓣變體仰蓮，二層是海水紋，再上畫松竹梅圖，佔

到瓶身三的分之一，是裝飾結構中的主要部分，是景德鎮繪瓷美術家着力表
現設計意圖與主題思想的用心所在。肩腹之間飾以纏枝菊花，再上是捲草
紋和如意紋。頸部畫蕉葉紋一圈。七組花紋帶繁密而張弛有度，各自比
例勻稱，主次清晰，線條流暢而富彈性，凝聚了製瓷藝人高超的匠
心。考古專家認為，瓶身所有裝飾題材的選取，都是和各自所
在的位置相呼應並和諧得體。瓶上所繪的枝、葉、莖、桿、
花朵以及山石無一不是顯現着它們自身本真的姿態，顯露其
自然本色的美。墓主人宋琥是明朝「開國功臣」鄆國公宋
晟的次子。據史書記載，宋晟從小跟着父親宋朝用、長
兄宋國興，投效「鄉里壯士」朱元璋，深受器重，封
西寧侯。瓷器是明早期功臣貴族墓中的高檔隨葬品，
考古研究人員表示：「這件梅瓶應該是由皇帝賞賜
給宋氏家族，為宋琥生前喜愛之物，死後便與他
一起下葬了。」

成立於1933年的南京博物院，是中國第一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已成為五千年中華文明歷史發展最

直接的見證。南京博物院於今年3月結束為期4個月的「九十年春華秋實—南京博物院的珍藏」展覽，備受海內外觀眾熱

捧。展覽分為「篳路藍縷—一座規模宏大現代化之博物院的宏偉藍圖」「薪火相傳—一座東南地區物質文化史博物館的遠景

規劃」「繼往開來—一座中國歷史藝術綜合性博物館的久久為功」三個部分，以90組200餘件珍貴文物，跨越時空，呈現出中華

民族五千多年歷史長卷中璀璨的文明之光，折射出時代浪潮下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歷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江蘇報道

◆圖：部分受訪者供圖

《坤輿萬國全圖》：明代中文版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原圖是意大利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所繪製

的中文版世界地圖，於明萬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後，刻本失傳。南京博
物院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為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宮廷中的彩色摹繪本，是
中國現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據刻本摹繪的世界地圖。這張世界地圖與今天
的世界地圖如此相像，以至於讓人不敢相信它繪製於400多年前的明代。「歐羅
巴」、「亞細亞」、「地中海」、「大西洋」、「尼羅河」等地理名詞的漢化，
在這張地圖上早已完成；「地球」這兩個字第一次被用來形容我們所身處的世
界。利瑪竇繪製《坤輿萬國全圖》時，以當時的西方世界地圖為藍本，結合了中
西最先進的地理研究成果，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精確的世界地圖。它改變了當時
通行的將歐洲居於地圖中央的格局，而是將亞洲東部居於世界地圖的中央，這
樣，中國就自然而然位於該圖的中心，此舉開創了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模式。
這幅地圖所繪五大洲中，各洲以不同顏色區分。山脈以寫景法描繪，河流以雙

曲線繪寫，海洋則以深綠色繪出水波，整幅地圖和諧而又富有層次感。
在地圖圈外還繪有九重天圖、天地儀圖、日蝕圖、月蝕圖、赤道北地半球
圖、赤道南地半球圖、中氣圖等小圖，包羅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識，開
拓了當時國人的眼界。地圖中的插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在各大洋中，繪
有16世紀不同類型的帆船9艘，在各個海域中，繪有海生動物15頭，南極大
陸上繪有陸上動物8頭。這幅地圖還保留了母本的全部序跋，具有珍貴的史料
價值。1922年，北京琉璃廠悅古齋從地攤上購得一套《坤輿萬國全圖》，據專
家考證，該圖為清宮舊物，因清帝遜位時的動盪而流出宮外。當時一位身處北
京的外國人得知此情況後，欲出資購入運往海外，並且已經初步達成協議。消
息被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孫伯恒得知後，立即報知了當時的北平歷史博物館籌備
處。時任館長裘善元先生趕緊派人與悅古齋磋商，最終以重金購回，入藏北平歷
史博物館。「九一八」事變後，為確保文物的安全，1936年，北平歷史博物館及

藏品併入地處南京的中
央博物院（1949年更名
為國立南京博物院）籌
備處，這幅珍貴的世界
地圖遂一直在此珍藏。

釉裏紅歲寒三友紋梅瓶：考證為御賜寶物

人首魚身俑：
「海神」為李忭鎮墓

國寶級文物國寶級文物

◆東漢佛像插座

◆南唐 人首魚身陶俑

◆明洪武釉裏紅歲寒三友紋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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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廳內，《坤輿萬國

全圖》吸引觀眾駐足。
陳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