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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读李玫女士《图像研究还是看图说话》一文 [②] （以下简称“李文”），

对本人从事汉画乐舞艺术研究的初步成果《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提出了严厉

批评。我认为，这是学界朋友送给我的一份大礼，可以提醒自己关注不曾关注的方

面，查觉自己不易发现的不足。对此笔者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作为警示和自勉个人学

术活动的法宝。 

汉画乐舞艺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具有特殊性意义的艺术文化遗存，在学术

研究方面也存在着特殊性及与常规理念、方法不尽一致的地方，同时这种研究还处在

探索阶段，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本文仅对步入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以来的工

作，进行一次系统总结回顾，对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难以释怀的困扰和思索，作些许简

要的说明，以利于加强学人间的沟通理解，共求我国学术研究事业的繁荣进步。这也

是作为有着“冷暖自知”体验的跋涉者，向学界交出的一份特殊答卷。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步步步步阶阶阶阶段的求索段的求索段的求索段的求索 

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名目于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以此

进行汉画乐舞艺术研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而关于汉画乐舞艺术研究的意义与

技术路线，又牵涉到现代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拙著《汉画像的音乐学研

究》，主要是通过对汉画像中的音乐艺术形象研究，来认识和探讨汉代音乐文化的发

展问题，最终达到“以图说史”和“论从图出”的目的，有着特定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内涵。不是笼统地“冠了一顶音乐学的大帽子”（见李文），也不是一般的“对汉画

像的研究”。虽然如此，对笔者来说，这同样是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是一个具有开

拓性的领域，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引导和方法路径。总体上说，在起步阶段的研究中，

我们遵循了以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坚持科学严谨原则。汉画乐舞艺术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研究课题，研究

难度较大。正因为如此，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沨先生多次对笔者说，曾经动员

四十年，而无人问津此领域。同时，由于受汉画像石（砖）等质地材料所限，以及当

时民间刻饰艺术特点的制约，汉画图像中人物细部刻画往往不够清晰，这给乐舞艺术

具体形态的考释带来很大难度。于是笔者曾带着课题任务，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

访学深造和寻求解决的途径。当初讨论和确定课题研究方案时，我们曾据有关专家的

提议，选择以对全国汉画乐舞艺术资料的考察梳理和初步阐释为主体的研究方案。这

和李文中的想法相似。但经过一段具体的研究实践，许多疑惑和困扰却纷至沓来。一

是此项任务看似简单却非常不易，因为各地出土的汉画图像资料不仅数量大，而且内

容丰富，其中多见考古学界和相关学界均一时难以辨识清楚的问题。而从我们当时的

经历、经验和驾驭能力来说，对尚存歧义的汉画像资料，更不可能达到逐一阐释、拍

板定论的程度。如果继续坚持以此作为研究目标，或者就会陷入对较多存疑资料的辩

难和争议之中，使得课题研究难以进行；或者就不得不对存疑资料予以舍弃，很难达

到“处理、分类统计及描述所有材料”的目的，使课题研究的质量大打折扣。二是在

没有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规范引导的情况下，这种资料分类整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按

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区分？如果在存在着不少歧义的情况下进行区分，能够对音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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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学研究达到什么样的学术目的？ 

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相关师长的认同。业师之一刘东升先生做了数十年图像

志的研究工作，他向来谨慎，并多次提醒笔者，对存疑太多的领域，最好先放一放，

等时机成熟后再去碰它。通过一段时间的集思广益和反复斟酌，大家逐步统一了认

识，确定了以现有汉画像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此进行汉代社会音乐文化发展史研究的

课题思路。当时我们的想法主要有三点：一是虽然部分汉画资料的某些局部细节还有

存疑，同时还会不断有新的发掘出现，但已有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突破孤证不立的局

限，达到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的目的，具备了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可以通过对已有

定论的汉画像进行概括、分类和研究，找出带有共性的东西，探寻其本质特点和一般

规律。二是这样一种课题研究，是探索汉代音乐文化发展，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

展历史，建立现代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必然要求，早晚都得有人来做。通过这样一个课

题研究，反过来也能够为汉画像资料的分类整理，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三是这样的

研究思路，与较前的研究思路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独到性，更具有研究价

值，看似更难，在研究条件上却更为具备。虽然以后会出现对某一块汉画像石的新的

解释，但一般不会动摇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故我们决定利用各地大

量出土、并基本定论的汉画乐舞艺术资料，将探讨揭示汉代社会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

特点、特征、原因和历史定位，作为课题研究目标。这在历代宫廷官史中较少涉及，

却因汉代社会“厚葬风”盛行等原因，留存下来大量的原始艺术文化信息资料，无论

从直观性、普遍性和可信度等方面，都优于一般的口头相传或文字记述等资料价值。

该方案得到诸多前贤学者的认可，之后又经各级政府社科规划管理部门层层核选，最

终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自筹经费）课题。应该说，该课题能够入选国

家级科研项目，与选题的独特性不无关系，也与课题的创新性和潜在学术价值密不可

分。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课题，从构思、论证到立项，经历了一个认真酝酿和筛选的

过程，笔者团队对于课题的选定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有关部门对此课题的审定和通

过，也是非常严格的。说“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见李文）显然有误。 

（二）虚心博采众家之长。学术创新不能脱离开前人的学术劳动，汉画像音乐学

的研究也不例外。中国是世界上遗存古乐舞艺术图像最多的国家之一，类图像学研究

的历史可追溯至千年以上。而近代以来，随着汉画像石的大量出土，绘制其上的乐舞

艺术形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获得不少研究成果。这对于进行汉画乐舞艺术研

究，是必然不可缺少的。在研究中，我们尽量吸收和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是学习

和吸收中外关于音乐图像学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二是汉画像研究方面的知识和研

究成果。同时尽量做到融会贯通，把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

来。这从拙著《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附录所列图像类书目38种，古籍类书目16种，

近现代书目58种，期刊论文139篇的参考文献中，就不难看到。这既是为了自身学习

提高的需要，也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这些参考文献不可能包含前人的所有研究成

果，但我们对前人学术劳动成果的尊重、学习和吸收，可略见一斑。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汉画乐舞艺术的专著，必须对音乐图像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和说明，以确立自己的学术研究基础。这种评价和判断肯定会有个人因素，但不是空

穴来风，随意乱说。例如，关于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处在“潜学科”地位，是时下学

界的共识。如有学者指出：“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音乐图像学并非随其名称的

引入而形成，更不能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图像学形成的标志！” [③] 至于“潜学科”一

词，则由刘东升先生发表于“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

包括刘先生对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相关问题的一些重要的阐述， [④] 笔者引用以上说

法，一方面，旨在将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音乐图像学研究的刘先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等

方面的彻悟，作进一步的介绍；同时使读者弄清楚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什么样的学术基

础上。而李文不知为何把所谓学术研究的成果和音乐图像学学科地位混为一谈，借

“潜学科”大做文章，妄断笔者对前人成果“评价那么低调”，“没有真正理解这门

学问的内涵”，以及抛出“是要为自己的新著戴上在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桂冠

而作铺垫”[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臆想之词。另外，拙著按李文批评的，266页的专

著前八章只有9个注。但她同时还应当看到，页内随处可见的插注，后3章还有22个页

下注，以及书后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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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中国汉画学会为枢纽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协调下，中国汉画研究资源逐步走向

共享。虽如此，在具体研究中，并不能不假思索的“追风”、“跟风”。因为不同学

科门类的学术研究，主要循其学科的目的和方法，故同一石刻画面，常出现不同学科

的考释结果。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解读都不能看作是唯一的最终定论，因此使用者不

相引用和商榷，是汉画研究界潜移默化的通行做法。如原南阳市一中出土画像石，在

《南阳汉画像石》中作“冲狭”解， [⑥] 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作“月下乐舞”

释（见图一）；[⑦]南阳市草店出土画像石原为“乐舞”，[⑧]吴钊、刘东升《中

国音乐史略》中作“相和歌”释；[⑨]另见此图原释中将一人作“执金吾”者，项阳

先生考证认为是汉代文物所见三种类型“筑”的第二类及演奏方式。[⑩]山东临沂白

庄画像石原释为“车骑出行”，[11]张道一先生释为“刘邦举兵围鲁”，等等(图

略)；[12]以上这些案例在不同作者的著述中，均未引注或与原释商榷。近年来，不

拘泥于个案图像的考释，把重点放在汉画整体意义的解读上，已成为汉画研究界普遍

认同的可行性研究方法。诚如“冲狭”、“月下乐舞”二说，冲突显而易见，但二者

各有各的解读途径、方法和依据，不可能从一而终，岂能强求定论？ 
 

  

对汉画发现与研究的历史、汉画的分布与分区、汉画技法的共性与个性等，在汉

画研究界业已形成多种有同有异的共识。因此对于一块汉画像石作何解释，要有使用

者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从不同的研究结论中，确认自己认为最为正确的解释，而不

是要把所有解释无一遗漏的抄录出来，或者是看到一个解释，就认为发现了终极真

理，闹出瞎子摸象的笑话。另如李文所举有关学者对于汉画区域划分等的相关说法，

其实也仅为多种分类法的一种，不是唯一，更不是定论。而且汉画乐舞艺术的研究和

普通的汉画研究不在一个层面上。正因为这样，《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中图像考释

部分所引注释不多，而较多限于本专题研究的范围提出一些新看法。此外，拙著出版

于2001年，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在页内“插注”。只要看一下拙著书中比比皆是的书名

号，包括前八章中的书名号，就一目了然了。2004年10月第一本由多家单位联合编撰

出版的《学术规范导论》及其相关著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学术引用规范”，但这比

《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出版时间晚了3年，拙著没有遵守这样的“规范”，显

然应在谅宥之中。而如署名“禾子”的一位网友所指：李玫《音乐之河》（2005年出

版）一书，存在对相关学者的成果只引不注的疏漏，才应该引起作者反躬自问。 [13]  

（三）重点在于求实创新。我国学界的自律意识与学术追求，一是对前人的研究

成果及重要观点尽可能了解清楚并加以引用，对学界长期酝酿已达成共识的一般性问

题尽可能提出新的见解。二是在战略上要谨小慎微，遵循孤证不立原则，讲话适可而

止，严格把握分寸；战术上则可采取小题小作、小题大作、大题小作、大题大作等不

同取舍。三是必须学会“出新”和“取巧”。出新，不是随意标新立异，而是运用新

思维、新材料和新方法，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取巧，不是叫人投机取巧，而是要超越

常规，超越前人的一般性理念、意识和作法，从独特的视角入手，以“四两拨千斤”

的巧劲，获取丰富的研究成果。 

汉画乐舞艺术研究需要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辛勤劳动和科学探索的基

础上，也要建立在科学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在创新中，我们坚持了两个结合，即把前

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结合起来，把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与汉画乐舞

艺术研究结合起来，从宏观论证和系统整理的角度，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和探讨。由

于汉画乐舞艺术研究成果虽不集中系统却十分丰富，并且有较多问题已形成共识，能

够达到相互佐证的程度。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我们主要是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

汇集，并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事例到结论，从现象到本质，从中找出共同特点和一



般规律，得出新的研究结论。以此全面科学地把握汉代音乐文化发展历史，形成系统

的对于汉代音乐文化的论述和介绍。这是汉画乐舞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或早或晚都

得有人来做，只不过我们有幸早走了几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强调研究工作的

完整性和系统性，注重其内在逻辑联系的严密性，也就是说，必须形成一定的学术体

系。而不能仍然是一堆琐碎零乱的资料堆砌，或者是放在对某一块汉画像石的简单介

绍和表象阐释上。否则就不符合课题研究的初衷，也达不到课题研究的目的。而这对

我们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说在具体研究资料的运用上，我们是在硕果

累累的金秋大地尽情收割，那么在这个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上，我们则是在一望无垠

的茫茫草原艰难跋涉，须发前人未发之言，走前人未走之路，做前人未做之事。但正

是这种创新型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田野里最终有所收获。至于所得结论

正确与否，则希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同时期盼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问世。从这个角

度说，我们达到了汉画像研究能够填补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的一些空白和不足的目

的。当然这种填补只是“一些”，绝非全部，也非定论。这也是汉画像自身所具有的

不可否定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如果接受了李文连这个“一些”都极力

否定的观点，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汉画像研究了。 

基于这种创新型的研究思路，拙著中引用前人具体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凡大致已

经有定论的，如一般的画像图案说明，或学界已经了解的一般性常识，或是与本课题

研究关系不大的，一般都作简要说明处理，点到为止。如李文所说，全书“汉画像文

物类型”的文字“只有寥寥12页”，“翻开任何一本有关汉画像研究的论著都会看到

而且详尽得多”；“抄都没有抄全”。这就对了，因为汉画像分类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研究重点，也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课题研究质量，更是

为了尊重读者，节约读者的时间。指望书本厚度吓唬人，仅汉画像石分类就能够增加

几倍的字数。但真要如此，就是真正在制造学术“泡沫”了。附带说一句，李文一会

儿说作者“剽窃” [14]，一会儿又说抄都没“抄全”，没抄全怎么能叫“剽窃”？既

然剽窃为什么又不“抄全”？一会儿又不假思索地对笔者的新考述大喊“错了!”可谓

矛盾百出。 

关于汉画乐舞艺术的分区问题，本专题研究采用的是按乐舞艺术风格进行分类，

和普通汉画研究的分区存在一定的差异，也是笔者千辛万苦调研的新结论。如笔者据

当时调研情况所作《汉画乐舞艺术数据库》显示，汉画乐舞艺术的图像按行政区域分

布统计数据为：河南省196幅（其中南阳石（砖）160幅），山东省124幅，四川省10

1幅，江苏省49幅，陕北、晋西北地区共计25幅，其他省份均相对较少。此数据虽达

不到绝对详尽，却足以说明：第一，某种概念的形成，和数量、质量风格等的考据有

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南阳汉画乐舞艺术的数量位居各区之首，且形成了楚文化（发祥

地之一）和中央文化（南都、帝乡）的双重品格相融合，集“神沉雄大”（鲁迅语）

和“迷离浪漫”（楚风）为一身的独特艺术文化风格，历来被学界诸多名师大家所关

注和称颂，作为一个独立的汉画乐舞艺术风格区提出，符合艺术文化发展的基本史

实。这和李文所斥“家乡情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第二，苏鲁豫皖（边界）风格

区划分无错。因为区域性文化圈所形成的大同艺术风格明明摆在那里，毋庸置疑。且

在汉画普通分类中已有此提法，并非笔者一家之言。第三，将汉画一般分类中的“陕

北区”等作为“其它地区”，皆因所见该区域汉画乐舞艺术图像较少之故，是以数据

为依据的结果，也即笔者所强调的不同学科研究的“特殊性”。李文的鞭笞，让人如

堕五里雾中，雌雄难辨，不知其可。至于对汉画图例出土时间、地点及基本情况等的

简单描述，当然要以原始考古发掘报告为依据，把此也规戒为“取自他人著作”，更

让人啼笑皆非。我们对前人研究成果及相关参考文献的借鉴、引用，都是为了得出新

的研究结论，而我们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的科研价值，正是在于自己的研究结论。这是

本课题的价值所在，是根本抄不来的。李女士悠然抛出“理论失却”、“方法错

误”、“规范失守”、“抄袭”、“剽窃”、“错了”、“泡沫”等辞令，使人感到

莫名其妙。 

《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出版之后，笔者又陆续发表了几篇以“音乐图像学”为

关键词的文章，目的仅在职责所系，权尽微薄之力，继续营造前人所开启的音乐图像

学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推动和完善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的进程。通俗地说，只



是种瓜言瓜、栽桃护桃而已。这应该是每一个研究者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一种

十分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力求把课题做好，但愚者千虑虽

有一得，却也留下不少遗憾。为了遵守规划课题的时间约定，有些已经思考的问题却

来不及慎重斟酌，不敢贸然抛出。另如书中几幅特例图像的考释，本已将数篇相关专

文作为“考释篇”附于书内，最后因有学者提出与全书结构框架不甚协调，忍痛删

去，而考释的过程及相应的观点等，未及增补充实于各相关章节中，这些都是在本书

再版时应当加以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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