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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发布时间:2009-01-09

     2008年4月12日-13日，由中国汉画学会主办，山东邹城市人民政府、济宁市文物局承办的中国

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山东省邹城市开幕。中国汉画学会会长顾森，副会长朱青生、蒋英炬、武

利华、陈江风，文化部社团管理司办公室主任王永芳，济宁市文物局局长高洪林，邹城市市委常、

副市长王永玲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国内汉画学研究专家朱存明、黄雅峰、杨爱国、黄佩贤、游振

群、李荣有等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120余名中国汉画学会会员出席本届年会。这次与会代表中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数量明显增多，从本届会议论文集的质量来看，研究课题有了一定的深度和

广度。本次会议新增选三十多名新会员，大多是全国各个高校的研究生，反映了我国汉画研究后继

有人，学术园地百花齐放的可喜现象。        

  4月12日上午，汉画学会副会长陈江风主持大会代表发言。中国汉画学会理事、徐州师范大学

汉文化研究员院长朱存明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汉民族不仅有一部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还有一个

图像表现的世界。汉代图像的出土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古代民俗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汉代许多独特的民俗，以其百科全书式的图像形式表现在汉画像中。他提出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

汉画研究的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他提出图像学与符号学的方法的运用将对汉画研究起到推动作

用。香港城市大学的黄佩贤女士从研究壁画的功能出发，探讨了壁画图像的宽泛性及独特性。来自

淮北市文化局的朱永德从汉画保护学的角度具体介绍了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他从

“抱鼓石”形汉代石祠的现存状况及分布范围、形制、典型画像、时代分期和雕刻风格几方面详细

介绍了皖北“抱鼓石”形祠堂的与众不同，呼吁专家学者对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投入

更多的关注，让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在中国汉画像序列中得到其应有的位置。山东石

刻艺术博物馆的杨爱国馆长从艺术学的角度解读了邹城峄山镇照山庄出土的东汉铜镜。他认为东汉

铜镜中的“羽人相对执杵捣药”体现秦末及两汉动乱时期中的求生精神。湖南省博物馆的游振群女

士以2007年写的《T形帛画的名称和性质综述》译文结尾提出的“‘T形帛画’缘何是‘T’形？”

及“‘非衣’为何称作‘非衣’？”两个问题进行了再思量，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学术同仁们的

更深入的探讨。江苏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何志国院长从宗教学的角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孔

望山造像仪轨比较清晰佛像及其性质进行了初步研究，运用图像志方法分析后认为孔望山造像的佛

像具有早期佛教特点，只不过在汉魏时期被人们当作外来之神——胡神（即佛神）加以供奉，他由

此得出，孔望山佛像造像性质具有“佛神模式”的特点。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朱青生教授将《汉

代研究文献篇目索引数据库》作为礼物送给了十一届汉画年会，为与会的专家学者今后进行汉画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2日下午，会议代表参观了在邹城博物馆举办的《鲁西南地区汉画像石精品展》和孟庙、孟府

景区。与会学者通过对邹城市汉画像石实地考察，一致认为，邹城是我国汉画像石发源地之一。   

  4月13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汉画学界的专家学者分成两个小组就汉画中的社会学、艺术

学、宗教学以及保护学等几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探论。与往届会议相比有所发展的是在本届讨论会中

越来越多的专家与学者提到了汉画的研究方法与前景的问题。这是自2006年南阳汉画学会第十届年

会召开以来的一个大的飞跃，推动了汉画学术的发展。这次会议提出了很多新的学术见解，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 

  汉化民俗学的研究是本届年会的新特色，朱存明教授认为汉画是中国民族性的表达，汉化具有

民族寻根的意思，汉化是我们久远的一个梦。。郑先兴。。神话原型。。。。，来自徐州师范大学

的顾颖和杨双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解读汉画像乐舞中的“悲剧精神”与“狂欢化”，这在汉画像乐舞

研究中，是一种新的见解，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对汉画进行了研究。南阳汉画馆的牛天伟从伏羲女

娲的创世神性和规矩的功能等方面探究了此类画像的象征意义。  

  二、新的研究方法的讨论与运用 

  对汉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本次年会的讨论焦点，朱存明教授曾在上一届年会上对汉画的研究方

法的历史嬗变进行了梳理，归纳为金石学方法、考古学方法、文化学方法、艺术学方法等四种。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汉画像研究的图像学与符号学这种新方法。这种方法的提出，两年来在汉画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汉画艺术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转型问题。围绕着方法问题，本届年会

上，两个讨论小组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荣有教授认为朱存明教授汉画研究新方法的提出推动了汉

画学术的发展。他进一步认为汉画应从汉代的艺术精神、审美观念上来研究，他提出了需要积极构

建学科团队，加强专题研究和主题研究的设想，指出如今的汉画像研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方法上都

应有所突破。而以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郑立君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比较重要，

与学科建设相比更充实，更扎实。研究方法的辩论使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从本届年会提交的论文

来看，很多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各种新的方法研究汉画像。来自杭州汉化研究所的张峰大胆运

用新兴的数字虚拟技术，为汉画像石墓的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开辟了新的方法与途径。这一方法

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来自成都的刘振宇和左志丹提供了一篇很有意义

的论文《四川汉代画像砖的造假与鉴定》，他们经过对造假作坊的参观，了解并记录了造假的全过

程。了解汉画的鉴定是对汉画时代精神的把握，是对汉画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准确界定，掌握画像

砖的鉴定方法应该成为汉化研究者必备的基本技能。 

三、新材料的发现  

  来自东平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杨浩给本届年会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新发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在

山东省东平县一座汉代墓室中发现一组罕见的色彩精美、保存完好的彩绘壁画，目前壁画墓石已运

至省博物馆保存。这些汉代壁画为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壁画，填

补了山东省汉代考古的空白，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东平商城汉墓的发掘为我国早期绘画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山东乃至全国汉代壁画和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

研究价值，更为汉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是无资料。   

  本次年会十三日中午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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