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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时期的古代艺术作品中都有马的形象出现，艺术品中马的形象不仅仅

反映了当时作,家-'frJ的艺术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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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以来，出于对外交往和对北方少数民族战争的需要，一直把

增加马匹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尤其是在汉景帝和汉武帝

当政时期，迫于对匈奴战争准备和作战的需要，养马成为了国家进行

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汉武帝时期甚至大力推行马政。在这种历史背

景下，汉代不仅加强国内的马匹饲养，而且为了改良马种，提高骑兵

作战能力还大力从西域(现今中亚地区)引入优良马种，天马也就在

这种情况下自西域东来，中国的马文化也由于天马的引入，增加了诸

多的形象元素，形成了以天马为文化元素特点的汉代马文化，这种具

有典型的天马形象的汉代马文化在包括雕塑、绘画在内的多种汉代

艺术作品中都有不少的体现。天马与汉代马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天

马也成为研究汉代各种艺术作品中马的形象不可回避的元素。本文

结合天马这一文化图象，就汉代雕塑作品中马的形象作简要研究j

一、天马的由来

据说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在今Et甘肃省敦煌附近一片湖泊沼泽

中，有天马飞跃而出，为武帝N-fg'。这一传说在李斐给《汉书》作的注解

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在敦煌屯田的—制|J徒暴利长发现了野马群中
有一匹独特的骏马，他设法抓住了这匹骏马。并把它献给皇帝，之所以

有天马从湖中飞跃而出的传说，完全是为了突出骏马的神奇而编造

的。《汉书·礼乐志》中《天马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太一天神赐予的天马从天而降，它身沾

红色汗水，El吐赭红色的1：3沫。”由此，可以看出这明显是描述汉代著

名汗血宝马的形象。此后，为了得到更多的骏马，汉武帝发动征讨西域

大宛的战争。在征讨大宛胜利后将军李广利俘获大宛马罢战而归，由

于大宛马比此时武帝拥有的乌孙马更为健壮，武帝甚为高兴，于前

101年．亲自命名大宛马为“天马”，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111。

对于汉代人来说无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把天视为至高无上

的，统治一切的神灵．而被人们赋予了像天一样具有圣灵之气的天

马，自然成为了具有无限感召力的动物实体。而由最高统治者汉武帝

亲自赋予“大宛马”以天马的美名，更是将这种西域骏马的感召力推

向最高点。以天马作为马的艺术形象原型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绘画和

“伯夷，眼睛不看不好的颜色，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 的，拥有“德行、智慧、技艺、知识”的人。

主，不去服侍，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太平就进取，天下

动乱就隐退。暴政出现的地方，暴民停留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去住。他

以为同乡下人相处，就像穿着上朝的,{UJE，戴着上朝的礼帽坐在泥土

和炭灰上。在商纣的时候，他住在北海的海滨，来等待天下清平：所以

听说过伯夷的风节的人，贪婪者也会变得廉洁，怯懦者也会有19立的

意志。”lilzlg'‘听到柳下惠的节操的，鄙陋浅薄的人也会变得敦厚，气量

狭小的人也会变得大度。他们在百代以前奋发，百代以后，听到他们

的事情的人，没有不为之振作的。”lip”

3．加强职业伦理建设。在孟子看来，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对人的善

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培育廉洁社会生活方式，必须加强包

括职业认同，职业价值取向．职业责任心，职业价值排序为内容的职

业伦理建设。在职业认同方面，孟子认为．不同的劳动会导致不同的

职业分工，每种职业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I⋯I 6；在职业价值取向方面，

孟子以“造箭”与“造铠甲”两种职业之间存在“伤害人”与“唯恐伤害

人”的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取向为例指出：“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孔

子说：‘同仁共处是好的。自己选择而不19处于f■，怎能说是明智的?’

ft哪，是天设的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稳的宅居。没有人能阻挡，这

样还不仁，这就是不智了。”叩。孟子还认为，职业伦理建设还包括职业

责任心的培育啉。在职业价值排序方面，孟子认为应该赋予脑力劳动

职业在职业价值排序当中的最高地位，

4．选拔基层廉官。孟子认为，统治阶级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引

领作用是决定性的忡m，因而，统治者必须重视19身的言行以及官员的

选用。孟子认为，在选用官员方面，要选用那些经历过艰苦条件磨砺

5．营造廉洁环境。孟子认为，廉洁社会生活方式的培育必须注重

营造廉洁的环境，因为在孟子看来，环境对人影响巨大。孟子所说的环

境既包括居住环境、心灵环境，也包括社会舆论环境。在谈到居住环境

对人的影响作用时，孟子说：“居处环境改变气质⋯⋯居处环境真是太

重要了。”llp09在谈到心灵环境方面，孟子认为，应该在全社会推崇“道”

的价僧wP。。孟子所谓的道，指的是人对“仁”的遵循“P。在谈到舆论环

境时，孟子认为，追求利是人的本一陛州”．因而，不必在舆论中过度宣传。

否则，4-,：至iJl9身的祸福，大到国家的政治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因此

《孟子》开篇便记述了孟子反对梁惠王言必称利的错误舆论导向11P。

孟子的廉洁社会生活方式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廉洁社会具有重

要启示：首先．它明确了廉洁社会生活方式培育的目的在于，本质上

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对待名、利等相对于人的先天本J|生之外

物的正确态度，而并非是要否定外物对于人民群众El常生活的价值。

其次，廉洁社会生活方式的培育要加大对名利宣传可能导致的社会

风险的评估与监管力度。政府要对刺激人们的非理性欲望，进而造成

物质财富“本体化”倾向加大作为力度。再次，政府在对待理论工作者

的社会地位方面，除了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之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如

何尊重理论工作本身的规律性。最后，在干部选拔过程中，重点向那

些在基层工作中积累起丰富经验，同时又得到群众广泛认可的，廉洁

的基层领导干部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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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家的共同取向。

二、汉代天马与马的形象分析

1．汉代马式。所谓的马式其实就是用铜铸造人们认为的良马的式

样标准，以便于人们选择良马时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张廷浩在《关于汉

代的马式》这一篇文章中指出：汉代马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鉴定马

匹各部位发育状况的静态马式，另一种是用于鉴定马匹奔走能力的步

样马式。前者以鎏金铜马为代表，后者以青铜天马踏飞鸟为代表。

2．汗血宝马与天马形象。古代中国的马文化肇端于春秋时期伯乐

为当时的秦穆公相千里马。自西汉时期大宛的汗血宝马东来中原，武

帝命名其为“天马”以后。以汗血宝马为中心的马文化就逐渐形成，并

且成为了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马文化的主要特色。学者们通过对现

存的与马造像有关的汉代墓室壁画、木雕青铜、陵墓石雕等不同形制

和材质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汉代早期马的造型从形态上来看主要

还是体现出乌孙马的特点，而到了中后期，来自西域大宛的大宛马则

取代了乌孙马成为了汉代马造型的典范，这种变化与汉武帝对天马的

推崇相吻合，同时也给汉代马的视觉形象构建了新的体系。

3．汉代马式与当时马的造像艺术之间的关系。汉代马式是评价马

匹优良与否的静态标准模型，同时也是古代雕塑、绘画等艺术家塑造

马的形象的基本形象依据。在汉代这种马式成为了汉代马造像艺术的

技术基准，被当时的雕塑工匠们作为造像的基本要素大加推广。汉代

的马俑之所以按照良马造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当时汉廷要

时常面对匈奴骑兵的不断骚扰，必须要注重良马蓄养。汉武帝依据良

马样式在金马门铸马，以此向天下表明政府对良马的重视。早在198 1

年，在茂陵的从葬坑中出土的鎏金铜马，从其形态来看与今天的阿哈

尔捷金马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它是在汉武帝获得西域

大宛国大宛马以后按照其原型制作的。并且还可以推论这就是汉代马

式。汉代马的造像有很多传世佳作流传至今，全部都是以“马式”为基

础，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不同艺术家和工匠们对造像艺术的理解与创

造。使汉代马的造像从技术上脱胎于马式但在艺术上高于马式。

4叔代不同地域马的造像艺术分析。秦代的俑强调写真，这种造

像艺术思想在汉代的青铜马以及雕塑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种手法的运用。但是，汉虽承秦制，终究还是有所损益变化，在继承秦

代造型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汉代的造型艺术也开创出了自己不一样的

时代特征。更多的主观处理在作品中得到运用。主动的刻画取代了秦

代造像艺术中的被动描摹，这从造像艺术思想上来说是—个根本性的

变化。标志着汉代的造像艺术开始出现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

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后来的汉代陵墓石雕、木雕、玉雕中都有体现。

西汉时期马的造像体现出明显的时期性特点，以汗血马的引入

作为区分的标志，在引入前主要以蒙古马或者乌孙马为原型，这种造

像原型以霍去病墓、徐州狮子山汉墓以及汉高祖的长陵墓的陪葬坑

为典型代表。而汗血马引进后造像形式的发展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

—个阶段从汉武帝至西汉末期，这一时期天马造型俊朗紧凑，头部清

秀干练．颈部弯曲紧绷有力，躯干结实轮廓硬朗．尾部细长或呈髻状，

四肢修长挺拔。以泗水王陵墓葬俑，兴平茂陵鎏金铜马，茂陵陶马为

代表闭。第二个阶段，东汉时期的马造像在西汉的基础上有了新变化，

主要表现为马首表情相对生动和夸张．马的躯干部分更加浑圆，马颈

部分更加粗壮，从整体造像上来看既不失西汉马造像中的雄健，同时

还多了几分成熟美。这一阶段的马造像以海外的玉马首和陶马俑为

典型代表。第三个阶段从东汉末期到魏晋，这一时期在延续东汉马造

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诸多丰富的动态姿势，例如对侧快步姿势，但

是时至今日，汗血马都很少出现用对侧步走马的运动姿势，这种运动

姿势是以青海高原浩门马为代表的中原马的特点，从这一变化我们

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汗血宝马在引人中国一段时期以后从形象和血

统上都已经被中国化了。

5．汉代马造像所表现出的时代风貌及其原因。汉代艺术不仅在

秦代写实技艺上有提高，而且对于事物气质特征的把握显得更胜一

筹。不是对物象的自然形态进行原样描摹，而是用主观理想化的审美

观念和标准去塑造生活中的形象，这一变化过程是汉代雕塑在艺术

标准和审美上的升华。以天马为基础元素的汉代马形象塑造，呈现出

程式化与多样化，开放与保守，自由与约束，浪漫与理性，兼容并蓄的

整体时代风貌特点，这既是对各种造型艺术营养的吸收，同时也有其

深刻的时代原因。中原王朝从西汉开始在武帝刘彻的英明领导下开

始进入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张骞通西域以后，热衷西

域文化的武帝“闻天马、则通大宛”而随着与西域交流的不断加深，明

珠、通犀、龙文、鱼目不断东来。公元60年，汉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

西域广大地区开始纳人了汉帝国的广袤版图。在信阳公主墓出土的

金铜大宛马以及汉昭帝的陵墓出土的田羊脂玉大宛马，都是汉代雕

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代表，是汉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

自武帝铸马于金马门，向天下宣扬汉廷对良马的重视，一直到东

汉仍然延续这一政策，而常年在今甘肃活动的东汉名将更是向当时

的皇帝进贡铜马式。铜马式的推广，使得遍及全国，陕西、河南、河北、

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汉代魏晋时期的雕塑、画像石、画像砖中表

现的马的艺术中，体现出汉代马形象甚至马文化与先秦时期的明显

的差异。汉代出现了许多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良马法式如立马，铜

马式等良马法式的推行，才使得以社会下层为主的艺术家们在表现

马的形象时能够有法可依，并且有较优秀的作品出现圆。

6．天马在中国传统马文化中的意义。马作为与人类生活密切联

系的一种动物，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本土的马文化，

而从武帝时期天马东来汉帝国以后，中国本土原有的马文化吸收了

大宛马所带来的诸多元素，一幅以天马东来为基础的中外文化交流

的画卷也由此展开，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从传统马文化的造像

范式中脱胎出来，重新形成了以天马形象为基础的新的马文化，并在

诸多的木雕、石雕、陶制品以及玉雕等艺术作品中得到艺术家们的青

睐，使得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基础蓝本，并为后

世艺术家们不断继承和发展，推动了后来不同朝代马的艺术形象的

不断完善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以大宛马所代表的文化元素为基础的

古代中国马文化体系。

马在各种雕塑艺术中的形象与不同时代下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背

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面临着抵御匈奴的军事斗争需要，健壮的马

匹对于当时社会来说非常关键，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汗血马正好

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因此成为了汉代马式的标准。而作为异域文

化的—个代表，大宛马的引入带来了马文化的变化，尤其是对春秋开

始形成的传统马文化的冲击和再造。这种变化反映在汉代雕塑艺术

中马的形象上就体现出多种元素相融合、博大恢弘、兼容并蓄的汉代

马文化整体形象风貌。而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使得外来的天马

成为汉代良马造型的范式，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马的形象的创作主题，

形成了极高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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