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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中兽角的民俗文化意蕴

赵 唯

(南阳市汉画馆，河南南阳473000)

摘要：汉画中常见有牛、羊、鹿、兕、獬豸等形象，这些神善头上所生长的犄角，在汉代具有多样文化功用，可辟

邪，可沟通阴阳，可用于假面、角抵，可作冠饰，可制作号角，可作饮酒器具。这些画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扣

了解汉代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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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兽角具有辟邪、和合阴阳、角抵尚武及制作

冠饰、乐器、酒器等文化功用。本文试就兽角在一些特定

画像中所体现的不同文化功用及其民俗内涵略抒己见。

一、兽角与辟邪观念

“牛面、牛头、牛角，常用来镇邪⋯⋯这是几乎遍于中

国乃至世界的风俗。¨¨在汉画中，有不少用牛角辟邪的

画像。如南阳草店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逐疫升仙画像

石旧儿“’：画右一牛，低首弓脊，奋蹄向右狂奔。画中一龙

向左奔走，同时又回首张口欲衔羽人手持的仙草，龙后上

方一仙人腾空飞翔于云上，手执仙草戏龙；画左又有一方

相士，一手前伸，另一手持牛角向左奔走。南阳市王寨汉

墓墓门北f-j楣正面辟邪、升仙图【2】(““’：右刻一方士，手执

牛角向右奔走，其后的应龙回首状，有一羽人双手执仙草

递向龙口，欲乘之升仙；后有山峰高耸，其上有一蛇绕一

灵龟(玄武)，画右刻一形体似马而有犄角的神兽。方相

士在汉代是打鬼的头目，汉画中有许多刻绘方相士的画

像，其用途就是驱鬼辟邪，这两幅画像中方相士手持牛角

作法器，牛角的作用无疑是驱鬼逐疫。由于民俗文化具

有传承性的特点，牛角能辟邪的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在

今天的西藏地区，许多居民的房屋顶部还放置牛角以驱

辟邪魅。

汉代羊角也被赋予辟邪神性。在山东汉画像中，有

不少在门楣石上刻绘长着尖利犄角的羊头，用于镇恶辟

邪的画像。例如山东章丘市黄土崖中室前门楣正面画

像"】(““’，画面中部高浮雕一羊头，羊嘴左边为狗逐鹿和

一鸟，右边为一鸟和鹰逐兔。在安徽淮北、江苏徐州及洛

阳汉代壁画中也有类似用羊头辟邪的画像。《杂五行书》

云：“悬羊头门上除盗贼。”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长沙

马王堆汉墓帛画和汉墓[M1]漆棺面上，其中“怪兽”多具

羊角或羊形，这些都是汉代用羊角可以辟邪有力的证明。

羊与“阳”字同音，因此羊又能用来“替代”太阳，暗示万物

如阳光般旺盛繁昌。所谓“三阳开泰”就是说万物在三春

里阳气喷发，蓬勃兴旺。但其视觉形象的表现，却不是三

个太阳，在汉画中是用三个长着尖利犄角的羊头来表示

的。例如山东临淄出土的三羊画像石刻‘3】‘”川，画面上

三只羊头均匀地分布在厕面中上部。中间一头稍大，羊头

间一对朱雀衔长带。三只羊头同时出现，象征着阳气喷

发，阳光四射，鬼魅遁形，邪神恶鬼四散奔逃。

用鹿角辟邪更是由来已久。在所有动物的角中，鹿

角最为奇特．复杂而美丽。龙的角，大多都是鹿的角，当

然也有牛角和羊角，但以鹿角为主。龙，在考古发现和史

书记载中，它的造型和图案归纳起来至少有lO种动物参

加了龙体的组合，其中就包括蛇身鱼尾，有角的鹿头、牛

头和其他有角的动物等¨1。战国时期楚墓中有很多鹿角

镇墓兽，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件鹿角立鹤，在

一彩绘方座上，插入双首相连的曲颈怪兽，兽头的两眼鼓

突，各露出两枚犬齿，吐长舌，兽头的上部有树权状尖利

的鹿角，由此可见，不需要整只鹿，单是鹿角就可以用来

辟邪。‘

二、兽角与阴阳和谐思想

因为兽角中间是空的，代表着阴柔，而外部坚硬无

比，代表着阳刚，说明兽角本身是一个阴阳和谐的矛盾组

合，所以古人把兽角置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以表示阴阳和

谐的思想。在山东费县潘家疃出土的一幅汉画像石

中"儿”’，上刻女娲人身蛇尾侧身执矩。下刻一神人，牛首

人身，犄角突出，头顶一日轮，双手抱一圆轮。内有蟾蜍；

其上有榜题，刻字五行：“此口口口口日也口戴日抱月此

上下皆口此口口也。”在汉画中，日月有代表阴阳和夫妻

之意，日月同时出现则表示阴阳和谐，夫妇相和。汉画中

始祖神伏羲女娲手捧网轮表示日月的画像十分普遍，伏

羲擎日化为日神，女娲举月化为月神，都是阴阳和谐的象

征，本图虽没有刻画出伏羲擎日和女娲抱月相对。却显示

出是牛首神人戴日抱月的神奇能力使日月同辉、阴阳交

融的。由此可知，在汉代人的心目中．牛首神人具有使阴

阳和谐的能力，而从神人的牛首可知，牛角与汉代人的阴

阳观念有密切的联系。山东腾县龙阳店出土的一块汉画

像石刻"¨“㈣也表现了这个主题。该石中刻一神兽，头部

有两角，左右伏羲、女娲人身蛇尾，各手握神兽一角，尾与

神兽两腿缠绕在一起。汉画中伏羲女娲尾部相交，是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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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谐繁育人类的象征，图中的神兽长着两只尖利的角，

虽不能确定这种角是何种动物的，但总免不了牛、羊、鹿

之类，此图形象地反映了汉代有兽角能沟通阴阳、使阴阳

和谐的民俗。

三、兽角与角抵尚武

兽角作为勇敢和力量的象征物被运用到娱乐上。两

汉时有名的娱乐活动“角抵戏”，其原型是蚩尤戏，传说中

蚩尤是一位头上长角的英雄人物，他“耳鬓如剑戟，头有

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人们崇拜热爱蚩尤

这位英雄人物，就摹仿蚩尤的动作玩乐嬉戏，这样就产生

了蚩尤戏。“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

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角抵戏起源于民

间，战围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形式，秦代和汉

代又被封建宫廷列为宫戏。南阳汉画像石刻中有很多以

“角抵戏”为主题的画像。这类画像一般刻在画像石墓的

门楣石上。如邓县长冢店汉墓出土有熊斗二兕图【2】(“⋯。

两只身躯庞大的兕集中全力在锋利的角上，向一熊抵去，

熊被左右夹击，仍然镇定自若，以其两前爪分别抓着两只

兕的角，把兕的头狠狠地向下捺去，欲制服二兕。这幅画

像在表示兽性凶猛的自然体性中折射出汉代人以勇敢和

力量为美的审美意识。南阳市石桥汉画像石墓出土的斗

牛图¨¨“’：图中一力士袒上身，弓步蹲身，左手持一物，

力斗一牛，牛回首怒目，欲用角抵之。这幅画像以写实的

手法，刻画出一生动的画面，使人仿佛看到了斗牛场上那

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这些画像体现了汉代人征服自然、

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的战斗力，表

现了汉代人崇力尚武的风尚。

四、兽角与冠饰

象征勇敢、力量的兽角，还成为古代冠冕的装饰，最

典型者当属獬豸冠。汉代执法者戴的帽子叫法冠，又叫

獬豸冠，“(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

是一种拥有很高智慧的神兽，其能辨曲直、决诉讼、识善

恶忠奸。汉代人除了模仿獬豸的独角制作冠饰外，还常

把獬豸的形象刻在汉画像上或制成獬豸镇墓兽随葬，来

镇慑、规避邪魅的侵扰。如：山东诸城市前凉台村出土的

汉代铜獬豸镇墓兽，外形似牛又似羊，三只脚蹬地，弓首

翘尾。锐角前突，跃跃欲试。除了头顶上的主角之外，为

了表现其冲刺的威力，又将项背部的鬓毛化作三支利角，

刺向不同的角度，就连它的耳朵也成了两支前刺的长矛，

可以说整个头部都成了搏斗的武器。这种独具匠心的设

计，更加突出了獬豸无所畏惧，全心全力对抗邪恶的耿直

本性。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汉代人的兽角崇拜思想及

对勇敢、力量的肯定和推崇。在陕西绥德、神木等地发现

的汉画像石中发现有独角牛型獬豸画像。如陕西神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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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当墓门门扉画像石”’：右门扉画像石画面分上下三部

分，上部分刻绘一朱雀，含丹展翅欲飞，周围还有五只小

朱雀，或展翅飞翔，或信步前进；中部刻绘铺首衔环，两只

猿，两相对而卧的神鹿；画面最下端刻一面右獬豸，锐角

突出，双耳竖立，脊生双翼，威风凛凛，甩尾低头狂奔。左

门扉画像的布局构图基本和右门扉一样，但方向相反。

獬豸在这里无疑起的是辟除邪魅的作用。

五、兽角与号角

兽角可制作成乐器，主要用于战斗中鼓舞士气，我们

到今天还称之为“号角”，古人或说“画角”。早在大汶口

文化时期，就有陶号角出现。古人认为，号角或者吹响号

角发出的声音都可以驱辟邪恶，春秋时晋平公强迫音乐

家师旷鼓“清角”之音，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

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

⋯⋯可见这种角在古人眼中，被认为是可以感召风雨云

水，巫术性、战斗性极强。所谓“清角”，就是用牛角做成

的号角，其声音非常高亢洪亮，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当

年黄帝“合鬼神”于泰山，驾着六条龙拖的象牙为饰的车

子，“毕方(木精)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

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这样的战斗阵

容或出征仪式里，才奏“清角”。传说“清角”这种号角是

用牛形英雄蚩尤头上的角做成的。可见不仅是牛角。单

是用牛角做成的号角发出的声音，就足以令邪魔恶鬼心

惊胆颤。在上文中方相士手中持牛角，很有可能牛角在

这里就是号角，在汉代人的意识里，方相士念动咒语，吹

响号角，恶鬼立刻会被吓得无影无踪。

六、兽角与饮酒器

兽角还被用来制作成饮酒器具，这种酒器常用野牛

或犀兕角制成，古人叫做兕觥。兕是一种头上长着尖利

独角的犀牛，性烈勇猛好斗。南阳汉画像石刻中有多幅

表现二兕角抵相斗或兕与熊、虎相斗的画像，这些画像多

刻在门楣或门扉石上，用来驱疫辟邪。兕角还能验毒清

污，用兕的角搅毒药汤，“皆生白沫涌起，则了无复毒势

也”。因为兕角既能辟邪又能驱毒，所以早在先秦时兕角

就被用来做饮酒器。《诗经》中四次提到兕觥，其中“跻彼

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1，就是大家举起兕牛角杯，

为贵族主祝酒，祝他长命百岁，无病无灾。汉承秦制，仍

然保留着用牛角杯饮酒的习俗。如洛阳烧沟6l号西汉

墓后室后山墙壁画⋯中，就有手持牛角杯饮酒者，这是一

幅描绘汉代傩戏中方相士打鬼前的行飨画面，画面背景

为山峦叠蟑，共绘9人，姿态各异。如今牛角酒杯已在中

原大地上消失，而在黔东南的苗寨却仍用牛角杯饮酒。

凡贵客临门，必饮一牛角杯酒方能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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