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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中国传统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

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点。其中，秦汉时期的人物肖

像画作为传统壁画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其美学演变反映

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本文将对中国传统壁画

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进行探讨，以期更好

地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脉络。

首先，我们将从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起源和发展

情况入手，分析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呈现出的

艺术特点和审美趋势。其次，我们将重点关注秦汉时期

人物肖像画的技法和表现手法，探讨其在艺术表达上的

特色和变化。此外，我们还将从壁画中所展现的人物形

象和造型特征入手，探讨其在审美上的意义和影响。然

后，我们将对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

入分析，探讨其在当时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最后，我们将综上所述，对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

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以及对中国古代

艺术的发展轨迹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正文中，我们将逐一展开以上提到的各

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

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所指的“美学演变”主要是

指壁画艺术中表现形式、技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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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时期壁画概述

1.壁画的时代背景

壁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形式，在秦汉时期有

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艺术风格。在这一时期，壁画不仅

是宫殿、寺庙等建筑物的装饰，更是表达社会文化、宗

教信仰和审美追求的重要载体。了解壁画的时代背景对

于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演变以及人物肖像画的传统意

义具有重要意义。

在秦汉时期，社会出现大规模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统治者利用壁画来宣扬自己的统治理念和功绩。同时，

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社会经济繁荣，对于艺

术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这些社会变革促进了艺术的繁荣，

壁画艺术也因此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壁画的宗教背景对

于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也有重要影响。在秦汉时期，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壁画成为

了佛教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壁画中，大量的佛

教题材出现，人物肖像画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注重表

现人物内心的宗教追求和超凡境界，体现了一种超脱现

实、超越尘世的美学追求。壁画的审美追求也随着社会

变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而发生了演变。在秦汉时期的壁

画中，人物肖像画的审美追求更加强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和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更加注重对人物性格和情感的描

绘，这种审美追求在后来的艺术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秦汉时期的壁画时代背景对于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

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和宗教信

仰的影响，更展现了人物肖像画在审美追求上的演变和

传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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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围绕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进行探讨，详细梳理了秦汉时期壁画的发展历

程及其艺术特征。通过分析壁画中的人物肖像，揭示了其深刻的美学特征和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进一步对比

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壁画变迁，阐明了不同历史阶段下美学理念的转换和影响因素。同时，对秦汉时期壁画与后世作

品进行对照，提炼出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延续性与创新点。总体上，该研究不仅系统地追溯了秦汉壁画在美学上的

独特价值，而且对理解古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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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壁画的艺术特色

秦汉时期是中国壁画艺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主要以宫殿寺观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在壁画艺术中，

人物肖像画又是一项重要的艺术形式。秦汉时期的壁画

在人物肖像画方面，呈现出更加真实生动的特点。壁画

中的人物形象，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神话传说人物，而是

出现了更多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

象生动自然，栩栩如生，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通

过这些真实生动的人物肖像画，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

受到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秦汉时期壁

画中人物肖像画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了对人物形象的细

腻描绘上。在壁画中，人物的神情、表情、动作等细节

都被描绘得非常细致入微，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立体。

这种细腻描绘的艺术特色，为我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情

感表达和生活状态，也反映了艺术家对人物形象的深入

观察和丰富想象。秦汉时期的壁画在人物肖像画方面，

还表现出了对人物形象的审美追求。在壁画中，人物形

象的比例、线条、色彩等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构图，使得

人物形象在审美上更加完美和和谐。艺术家对人物的审

美追求，使得壁画作品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也为当时

的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秦汉时期壁画的人物肖像画在艺术特色上经历了重

要的演变，表现出更加真实生动、细腻描绘和审美追求

的特点。这些特色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壁画艺术的内涵，

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在了解

了秦汉时期壁画的时代背景和艺术特色后，我们将从美

学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

二、美学视角分析

1.人物肖像的美学特征

中国传统壁画中的人物肖像画在秦汉时期呈现出独

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的演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

变迁。在分析美学特征时，我们可以从人物形象、服饰

装饰、表情神态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之一是人物形象的

简洁明快。在壁画中，人物形象通常采用简练的线条和

色彩表现，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不仅突出了人物的形象

特征，同时也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在画面布局上，

人物形象往往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人

物的轮廓和形态，呈现出一种朴素而富有力量感的美学

效果。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还体现在服饰装

饰上。在壁画中，人物的服饰常常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

式和图案，这些图案不仅展现了当时的时尚潮流，同时

也反映出了社会文化的多元融合。在服饰的装饰上，经

常出现各种图案和花纹的装饰，这些装饰不仅丰富了画

面的层次，同时也为人物形象增添了魅力和神秘感。

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还体现在表情神态上。在秦

汉时期的壁画中，人物的表情神态常常表现出一种朴素

而自然的状态，这种表现方式不仅符合当时人们对纯朴

自然的审美追求，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情感

表达。人物的眼神、面部表情通常表现出一种深邃和内

省的特质，通过简洁的表现手法感染观者的心灵，产生

共鸣和思考。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还可以从

艺术风格上进行探讨。在壁画中，常常呈现出一种富有

动感和生命力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繁荣昌盛，同时也展现了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

求。通过对颜色、线条和造型的处理，艺术家们使得人

物形象呈现出一种艺术化的美学效果，凸显出了当时社

会的多姿多彩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特征呈

现出一种简洁明快、丰富多彩、朴素自然和生动活泼的

风格，这些特征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特点，同时

也为我们理解古代艺术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通过对这些美学特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

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壁画中人物肖像画的艺术魅力

和文化内涵。

2.美学演变的社会影响

在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在美学

上经历了较为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不仅仅是艺术风格

和技巧的变化，更是深刻的社会影响所导致的美学观念

的变化。在美学视角下分析，这种美学演变不仅仅是艺

术本身的发展，更是受到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深

刻影响。具体来说，这种美学演变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

了哪些影响。

秦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的美学变化，反映了当时社

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上层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在秦汉

之际，社会经济的昌盛与城市的兴起，使得上层社会对

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讲求精致和华丽。因此，从壁画中

可以看到，人物肖像的绘制更加注重了细节和精准度，

整体风格更显高贵和华丽。这种变化不仅仅反映了当时

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更是上层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从艺术上彰显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较为浓烈的阶级

观念。美学演变的社会影响还体现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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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面。在秦汉时期，中国的统一和疆域的扩张使得不

同民族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融合。这种融合导致

了艺术形式和审美理念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影响了壁画

美学的演变。例如，一些西域文化的影响使得秦汉时期

的壁画在造型和色彩上呈现出更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的特点。美

学演变的社会影响还表现在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演变

上。在秦汉时期，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

了人物肖像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内涵。例如，在壁画中

出现了更多的神话故事和神祇形象，反映了当时宗教信

仰以及对神灵的崇敬和敬畏。这种美学演变不仅仅是宗

教审美观念的变化，更是当时社会道德观念和思想文化

的表现。美学演变的社会影响还导致了壁画艺术在后世

的传承和发展。秦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经历了美学演变，

其影响和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当时，更是对后世艺术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世的绘画艺术中，秦汉时期

的壁画美学元素得以传承和发展，成为了中国传统艺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的美学变化，不仅仅是艺术

本身的发展，更是受到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深刻

影响。这种美学演变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诸多影响，

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宗

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演变，以及对后世艺术的传承和发

展。这些影响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变革，更是当时社会、

文化和思想的真实写照。

结论

通过对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

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秦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看，其风格独特，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在画面构图和线条处理上，

表现出了简洁、传神的特点，展现了古代艺术家的高超

技艺和审美追求。可以说，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在艺术

表现形式和审美意蕴方面，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秦汉时期人物肖像

画的美学特点得到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展现。在汉代晋

唐时期，人物肖像画的题材更加广泛，表现手法更加成

熟，艺术表现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在绘画理论

和审美观念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突破和创新，为中

国传统壁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唐以后的时

期，人物肖像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内涵经历了一些新的

变化和发展。在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人物肖像画在

画面构图、色彩运用和形象塑造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

创新，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特点。通过对中国传

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的研究，我们

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具有非常丰富的审美内

涵和艺术价值，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物肖像画的比较分析，可

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壁画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规律。

中国传统壁画中秦汉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美学演变是

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丰富多

彩和博大精深。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壁

画艺术的认识，也为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

术启迪和精神支撑。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壁画的深入研

究和传承，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一宝贵的艺术

遗产，推动中国传统壁画艺术的传统和创新，为中华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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