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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牛耕图给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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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祝 静 郁 明 

  汉画像石是一种形象化的汉代历史。它既有对历史事实和事物的描绘，更有对精神世界的展现。汉画像石牛耕图是汉代农耕社会历

史的综合表现。徐州睢宁双沟出土的关于牛耕内容的汉画像石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国内最具典型意义。 

  一、牛耕图反映的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大国，具有悠久、光辉灿烂的农业文化。牛耕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牛耕技术的创造，在几千年的

农业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重要标志。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历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牛耕技术的起源，古来就无定论，例如，贾思勰主张西汉赵过始创牛耕；李善主张西晋始牛耕；周必大和叶梦得主张春秋始牛

耕……。另外，对牛耕技术的重要作用古人也鲜有评述。好在汉画像石给予了形象而具体的描述，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记忆。这就是汉

画像石的重要性所在，同时也是研究汉画像石的必要性所在。 

      我国最早将牛耕技术付诸于形象化的是汉画像石。将生活行为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是人们对在农业生产中一项重大的、崭

新的发明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做到。所以说牛耕技术反映在古代艺术作品中的时间，不是牛耕一开始出现之际，也不是牛耕出现很

久之后。汉画像石在东汉时期最为兴盛，起码说明东汉时期牛耕已出现，并且技术已相当成熟。 

  牛耕技术的中心元素就是牛和犁，而汉画像石则给予了最清晰明了的解析，除了直观反映了生产场景外，还客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生产力，也潜在地表达了意在画外的内容，寄托了汉代人的美好愿望。 

  二、牛耕图表达的是春季的农作，蕴含了对人生之本的尊崇 

  国内较为著名的牛耕图有： 

  1.山东滕州宏道院画像：画面分三层，牛耕内容刻绘在最下层，为关键所在。下层的中央部分为曲艺表演，其右部房屋内有一主要

人物端坐似观赏曲艺及前方的一切。与曲艺内容并列的刻绘有一棵充盈下层的擎天大树，树冠的枝丫向外扩展，巨树下站立两人手持禾

木状植物。在大树的左侧有牛耕地，并有人锄地。而牛前有一似神类动物，耕牛上方有三头似马类神物反转头项填充画面空间。画面中

央还填充几个有翼神物，这些神物姿态优美，似在天空的云气中飞腾。 

  2.江苏徐州睢宁双沟画像：主题为一人扶犁二人拉犁的牛耕场景，其上有一人持锄劳作、一人荷担而行，其右有一部车，车上栖息

仙鸟，轮下卧有神兽，车前一仙人持禾。另外画面中有禾木或草类植物点缀。 

  此外还有山东滕县黄家岭画像、陕北绥德画像、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内蒙和林格尔壁画等。 

  在众多关于牛耕的汉画像石（壁画）画面中，除了构图的基本要素人御牛拉犁耕作外，表现较多的则是或草或树或神兽瑞鸟之类的

元素。表面上看，牛耕图似乎表现的是农夫于农田中的农事，然而其一旦成为艺术内容，跃于画像中，就带有一种特定的主观意志，就

升华为一种祈盼和仪礼。 

     （1）牛耕组合契合了对春的礼拜 

     《管子·四时》：“四时者阴阳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德合于春夏，刑合于秋冬。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然则春

夏秋冬将何行？”古人将四时四季与人生哲理结合，蕴含了生命的希望和生命的轨迹。牛耕图表达的时间是春，是图像表达时间的典型

代表。 

  《吕氏春秋》论孟春曰：“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

躬耕帝籍田……。”孟春正月元日，天子与众臣民持耒耜亲至田亩耕作，象征新年从农事开始。元日虽然天气尚寒，但实际上春天已经

到来，农事就要开始，故而与农事相关的诸如土地丈量、储备五谷种子、调理农具牲畜等等都要进入议事日程，别的事都是小事，决不

能妨碍农耕之大事。正所谓“毋作大事，以妨农事。”季春就是农耕大忙季节。牛耕图即反映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最浅显通俗的道

理。 

  春天，天子率众臣民出动，于田亩耕作，除了有一种号召力外，同时还含有祭祀意味。同样汉画像石中的牛耕也是一种仪式，一种

新年伊始敬祭于天、施礼于田的庄重肃穆的仪礼，其表达的是一种意愿象征，即新年（或新生）从农事牛耕开始，祈求一年（或一生）

美满平安。 

  （2）草木组合蕴含了生命的复苏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牛耕图中加上草木组合所表现的时间也是春季。 

  《吕氏春秋》论仲春曰：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圣

术，善相丘陵板险原湿，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一教导民，必躬亲之，田事即殇，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地气上腾、草木繁动正是

春天在气象上的典型象征。在牛耕图中描绘草木既表达的是维系生命之必须的农事揭示春天之始，同时又意味着新年新生命的复苏。草

知春秋，木接天地。许多反映牛耕内容的画像石中的木则为擎天大树，其意义更为深远，它除了是春天的象征外，还含有通天地的意义

在里面。 

  三、牛耕图寄托了汉代人对祖先的崇拜，祈求灵魂永生 

  牛耕图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进步，表达了汉代先民对于春天的描述，所涉及的都是牛耕对于人类社会贡献和春天行事的客观

事实。牛耕图既然是以艺术品形式出现的，必然嵌有制作者的主观愿望。 

  汉画像石作为历史事实的见证物，同时也反映了汉代人丰富的精神空间。牛耕图对牛、犁、人、草木等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同时也

在描述客观事物的同一空间蕴含了汉代人自身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 



扬州地方志
  滕州宏道院这块牛耕图内容的画像石较具典型性，其中牛耕及禾木、巨树、神兽、屋中端坐之人都具有代表性，含义深刻。 

  1.牛耕图的祭祖意义 

  从野牛饲养成家畜到生产工具，农具从石锛、木耒到铁犁，农作方式从火耕人刨到牛耕历经几千年，一步一步走来，是社会的进

步，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历史发展到此的必然结果。中国人自古就生活在现实和传说之中，作为艺术作品依然脱

离不了传统的精神意识。此外，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在中国具有极高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指代即农作物

稷称作社稷，以稷为崇拜的祭祀仪礼成为“社会”。由此可见，“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当然，稷之先主也具有崇高

的地位。 

  《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云：“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

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播百谷者后稷，始作耕者叔均。后稷和叔均都是天帝的子孙，是传说中的人物。毫无疑

问，播百谷及牛耕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积累的成果，与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人物不应该有什么干系。但是，中国人传统的

意识观念以及自父系社会维系之根的观念，使他们不能忘祖，不能忘记那些给自己以生存幸福、繁衍生息的祖先。绘及牛耕传达的就是

对播百谷者后稷，始作耕者叔均农业始祖神的记忆以及对其的尊崇和祭拜。。 

  汉画像石是历史事实和当时的民间传说结合而产生的绘画化产物。过去人们考证，用牛进行耕作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真实写照。但

是，生活风景一旦进入绘画化就会不自觉地加进制作者的主观意图，即日常生活的正常行为与人的意识记忆结合构成特殊的造型。就是

说，汉代人将正常的生活行为牛耕在汉画像石中表现出来，其主观意志就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表现现实，而是依附着一种寄托。他们祈求

的是与生命直接关联的东西，表达的是对始祖神的纪念。 

  2.巨树的通天地含义 

  山东滕州宏道院画像石中的巨树占据中心位置，既是画面构图的需要，更含有特定的重要内涵。汉画像石巨树的树干、树枝、树梢

都做了现实的形式化描绘。古籍曾将其与太阳传说、羿射九日传说、扶桑树等关联到一起。然而巨树与牛耕联系在一起表现，其深化内

涵则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苉，其名曰建木。”另《淮

南子·坠行训》则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声，盖天地之中也。” 

  由此可见“建木”是将天地贯通的东西，是天与地、宇宙与人之间的中介物。将牛耕与建木放在一起是升天思想的一种反映。古人

认为天地是互为隔绝的两个世界。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在地上，而那些未知的可能更美好的天国则是人们的向往和精神寄托。然而天地隔

绝，人们无法从地上到达天上，故而人们希望有个天柱或天梯将希望变成现实。没有天梯、天柱也是没有的，人们只有借助其他东西。

自然，高耸入天的树木就成了最理想的中介物。另一种角度解释：太阳所处的地方是天上，那么古人所指太阳居住的地方之扶桑树也是

通天地之中介物。实际上，与牛耕并列一起表现，树——建木，表达了汉代人的美好愿望和对未来的寄托，是汉民族所固有的升天思想

的传承。那么天国里有什么呢？人们也不知道。当人们要表现它的时候就只有根据自己的想象，将身边的事物加以变异变成天国之物。

所以牛耕图中那些在现实中似曾相见而又不见的异兽就可以视为天国之物。 

  巨树周围那些舞动的神鸟异兽、持禾的人物或禾苗等草木、牛耕或锄地及持锹人物、曲艺歌舞等，既是都广之野的鲜活描绘，也是

汉代人思想意识的真实再现，是汉代丧葬礼俗的客观记忆。 

  对宏道院牛耕图端坐屋中的人物也有了大概的认识，此人物身体正面脸向一侧，在图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可视为最主要人物。

那么这位主要人物居于都广之野，应该是后稷及后稷灵躯所居之所，故而可以考据其为后稷。 

  因此，我们对宏道院牛耕图像可以理解为：叔均继承了后稷播百谷于天下的本领且以牛耕技术的发明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比后稷

更伟大的神话。具体画面则表现的是后稷灵魂所居的都广之野，其中后稷居于主位，建木生于天地中央，叔均幻化成牛耕组合，神鸟异

兽瑞草灵枝环绕其间。 

  四、结语 

  汉画像石牛耕图给人的启示是：牛耕图反映了中国农业生产历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农耕技术，表达了汉代人的世界观以及对春的

理解，蕴含其中的深意则带有祭祀的意味，是对始祖神的一种记忆追念，从而形成保持生命即再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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