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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斌，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教授。 

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的应用 
——以汉代文学作品为例 

尚  斌 

摘  要：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应用价值。作者在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实践中，通过以当时创作、保留至今的造型艺术图像在汉代文学作品教

学过程中的应用为例，说明图像能形象对照文学作品的内容，形象衬托文学作品的主题思

想，也能在汉代文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课堂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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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图像”在为学方面的

重要作用，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图”与“像”

含义不同，宋代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

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

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1]此处的

“图”就是指图形，“像”则指的是图形中蕴藏的

含义，“图”和“像”能让人更容易研读学问，

也容易取得功效。西方在 19 世纪产生的图像学理

论主要是对古希腊和中世纪宗教艺术的图像进行

研究的一种方法，并由此使艺术史研究进入到人

文主义的学科中。时至今日，李倍雷认为：“当

今‘图像’与西说融合，基本上属于美术学（造

型艺术）意义的范畴，有独立的自足的编码符号

系统。”[2]指出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图像”概念

与西方艺术中的“图像”说能够相互融合，都属

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造型艺术，就是使用一定的物

质材料和艺术手段而创造出来的可视、静态、空

间形象的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

书法、篆刻、建筑等艺术种类。文学是语言艺术，

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都是艺术领域的主要种类，

它们有相通和关联之处。多年以来，从事汉语言

文学专业教学的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讲解

主要是放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框架之下

进行解读，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地、不

加变通地长期这样做，教学效果就不一定很理想。

毕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许多内容已经远离了我

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何况我们现在身处网络和信

息传播时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们现在身处“读

图”时代，图像已经成为人类获取知识和信息的

重要载体，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将能够获取到的

图像适当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尤其是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这就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的备课环节中，首先通过认真浏览翻检学术

性很强的专业网站或正规的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等，查阅到与上课要讲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图像资

料。这些图像资料是在当时创作的，且能一直保

存流传至今，教师配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然

后在上课时展示给学生。通过我这些年给汉语言

文学专业以及全校文学类公共选修课学生的教学

实践证明，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

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摆脱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教学过程中抽象枯燥的说教，会大大地促进和

提高教学效果，值得大家认真思考和关注。下

面我以汉代文学作品为例来谈谈自己在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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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得出的体会。 

一、图像能形象对照文学作品的内容 

汉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内容距离后世非常久

远，再加上文学接受理论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所以我们在课堂讲解汉

代文学作品内容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充分调动学

生的感性思维，也很难让学生们在头脑中形成一

个清晰统一的形象，把握不准就难免抽象陌生。

既然语言艺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

内容都离不开当时客观存在的、具体的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它们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肯定具有相

通性，所以，通过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来形

象对照文学作品内容，就会使课堂教学变得具体

可观，饶有兴味。汉代的工艺制作水平很高，绘

画和雕刻盛极一时，其中许多保存至今的造型艺

术艺术图像对汉代文学作品内容作了非常形象的

对照。 

汉武帝对整个汉代文学的影响不小，他本人

就创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太初四年（前

101 年），李广利征服大宛， 获得几十匹最好的

汗血马，将“天马”之号易名于大宛的汗血马，

而将原先被称为“天马”的乌孙马改称为“西极

马”。《史记·乐书》中提到汉武帝为大宛马所

作的《西极天马歌》内容为：“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

夷服。”这首诗将汉武帝以天马来归显示其开创

伟业、降服四夷的宏大意图尽显纸上，显示了大

汉气象蓬勃进取的豪迈气势。诗中歌咏的主角就

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汗血宝马。然而，学生对它

的真实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能最好查找

到西汉时期创作的具体造型艺术图像。我通过查

阅、筛检陕西茂陵博物馆和中央电视台《国宝档

案》等提供的图像音像资料，给鎏金铜马图像所

配的文字说明如下：1981 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

豆马村的西汉鎏金铜马，专家们结合一起出土的

其他器物上的铭文，认为鎏金铜马的主人就是汉

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这匹铜马是汉武帝赏给

姐姐的。鎏金铜马的体型作为一种艺术形象，首

见于汉武帝时期，它严格按照汉代当时真实存在

的骏马作为样本，不加夸饰地如实雕塑。专家们

通过考证目前世界上现有的马种，认为西汉鎏金

铜马外形特征最接近于原产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哈

尔捷金马。西汉鎏金铜马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

冠，表明它就是依照汉代从西域引进的大宛汗血

宝马特征所铸造，也就是在本诗中提到的大宛马。

整个铜马呈站立状，马口微张，昂首翘尾，双耳

直竖，肌肉丰满，以鎏金方式更加显示出其鬃毛

特有的金色光泽，充分体现了汉武王朝的富丽强

盛和威武气势。当学生看到鎏金铜马图像以及阿

哈尔捷金马的照片时，对这首诗的内容理解就会

非常形象准确。 

《西京赋》是一篇汉代辞赋名篇，作者是东汉

文学家、科学家张衡。西京指西汉都城长安。这

篇赋假托凭虚公子之口，重笔描绘西汉统治阶级

奢侈豪华、游猎玩乐的铺张景象。其中关于汉代

百戏杂技的描述，很少见于其他史料典籍和文学

作品，文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很高。辞赋中有

这些描写句子：“乌获扛鼎，都卢寻橦”“跳丸

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复陆重阁，转石成

雷”“吞刀吐火，云雾杏冥。画地成川，流渭通

泾”“侲僮程材，上下翩翻”。这段内容记载了

“扛鼎”“跳丸剑”“走索”“转石”“吞刀吐火”

“画地成川”以及翻筋斗等许多精彩杂技节目，堪

称一幅汉代百戏杂技画卷图录。在课堂教学中透

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描述，学生们不禁会

产生疑问：这些场景只是作者虚无缥缈的艺术想

象，还是当时汉代社会的真实存在？这就需要我

们能通过造型艺术图像去加以寻印证和对照。我

通过课前查阅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存有大

量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博物馆提供的资料以及相

关考古文献，从中找到了许多汉代百戏杂技的图

像。我在上课讲解《西京赋》之时，将其中几幅

有代表性的图像进行整理编辑，然后展示给学生，

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不错。可以说在汉代文学作品

和史书中记载的百戏杂技在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

图像中基本上都能得到印证，说明张衡《西京赋》

中对表演盛况的记叙是真实可信的。难怪翦伯赞

先生赞叹道：“假若我们将上述汉代绘画和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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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等艺术中所凝固之汉代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形

象，通过我们的头脑加以有机的组织，则两汉的

历史，将会在我们面前浮凸起来，表现为一种立

体的形象。”[3] 

二、图像能形象衬托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 

汉赋是汉代的一代之文学，贯穿着两汉文学

发展始终。汉赋中较为抽象的主题思想通过当时

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能够得以形象衬托。例如，

在景帝之后继位的汉武帝刘彻终于把西汉王朝推

向了盛世的顶峰，大汉气象在汉武帝时代充分展

现，散体大赋响应时代要求而产生。西汉辞赋大

家司马相如写的《天子游猎赋》即为当时散体大

赋的代表作之一。该赋极尽夸饰之表现手法，不

但以大量篇幅着力描绘和渲染苑囿中的高峻山

峦、众多水流、巍峨宫馆、各种奇异植物和珍禽

异兽，更大肆铺写汉武帝强大的狩猎阵容、壮观

的场面、丰盛的猎物、曼妙的歌舞、艳丽的美

色……所有这些文字描写的主题思想主要就是展

示和讴歌汉武帝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尤其是夸赞炫耀物质享受方面达到的极为富

足程度。当我们给学生讲解这篇字义繁难、篇幅

冗长的大赋时，会感觉到很吃力，主题思想的把

握也很费力，但如果在授课中给学生适当展示一

些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则作品主题思想的

阐释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我当时在屏幕上展示的

是一件错金银镶嵌铜器“狩猎纹车饰”，所配的

文字是：1965 年河北定县出土，现保存于河北省

博物馆，汉武帝时期制作。此器长 26．5 厘米，

直径 3.6 厘米，中空，形似竹管。器为四段，各

段除金银纹饰外，并用黑漆填补空隙，磨错光平。

其花纹是在山峦起伏和缭绕的云气之中饰有与畋

猎有关的各种物象，人和动物共有一百多个。它

是一件保存至今并且被考古学家称为最精致的金

银错工艺品，也是汉武帝时代贵族富人追求奢丽、

夸富耀贵之风的明证。 

热情赞颂大汉天子消除边患，征服匈奴，建

立起空前强盛的伟大帝国，这是散体大赋的又一

个重要主题思想。西汉末年的扬雄是另一位著名

辞赋作家，他在《长杨赋》中极力讴歌了汉武帝

时期卫青和霍去病征服和平定北方匈奴的非凡功

勋，其中有“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

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

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等大段酣畅淋漓、气势逼

人的句子。这篇大赋中的气势、背景和主题思想

完全可以用汉武帝在位期间建造于霍去病墓前的

雕塑群像来形象衬托。我在讲解这篇大赋时给学

生提供的是“马踏匈奴”和“跃马”两尊雕像图

像，所配的文字是：汉武盛世是中国雕刻艺术取

得极高成就的时代。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

年仅 24 岁的西汉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去世。汉武

帝为其举行了规格极高的厚葬仪式，特赐陪葬茂

陵，将坟墓整个外形仿照霍去病生前抗击匈奴、

取得最著名大捷的发生地，即地处现在西北的祁

连山来修建。霍墓现存 16 件单个动物雕像中最为

大气恢弘的是原来放置在墓碑前的“马踏匈奴”

雕像，主体形象是一匹昂首挺立的骏马和被踩踏

于脚下的匈奴王。另外一件就是“跃马”雕像。

两件石雕艺术作品宣告大汉天威，彰显大汉雄风。

正如李泽厚指出汉代艺术作品“是人对客观世界

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4]。 

三、图像对汉代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 

汉代文学作品课堂教学离不开专业方面科研

工作的不断推进。汉代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相

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汉代造型艺术图像不仅对汉代文学课堂教学作用

很大，对汉代文学的研究等方面也很有价值。例

如，汉代造型艺术图像能补充完善汉代文学内容。

一般认为汉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赋、散文和诗三种，

其实在汉代工艺作品中也能散见到一些诗文，作

为汉代文学的补充和完善。铜镜在汉代发展到了

鼎盛阶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且为常见的随葬

品，这从各个地方汉墓出土的大量铜镜就能得到

证实。有许多汉代铜镜铭文本身就是文学色彩很

浓的文学作品，采用了三言、四言、六言、七言

等表现形式，表达了相思、祝颂、期盼长生久视、

得道成仙、官运亨通、风调雨顺以及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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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太平、后代兴旺等多种主题。陈直认为：“汉

镜的铭词，是两汉文学上最美丽的作品，也是两

汉文学上潜在的遗产”，它们“不但为优秀古朴

的作品，主要看出两汉社会状况，尤其是戍边的

痛苦，哀怨连篇，这些宝贵的材料，在《汉书》

里是看不出来的”[5]。汉代铜镜铭文流传至今并

未受到后世修改，因此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

时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袁行霈等学者利用汉代

铜镜铭文中的七言铭文来论证“七言诗”的产生

年代，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一个值得探索

的学术问题。另外，诸如汉代文学语言艺术的发

展变化与其他造型艺术样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密

切联系等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总之，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作用不是光靠

解读抽象的文学作品文本所能达到的，也不是

借助多媒体课件简单罗列文学作品大致要点所

能实现的，而是能将作品的部分内容、主题思

想以及研究价值等方面都能形象表达或解读出

来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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