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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形象大改造─漢代藝術中的蛇

賀　歲

蛇
原
是
人
們
生
活
中
常
見
的
動
物
，
也
是
先
秦
青
銅
器
上
常
見
的
紋
飾
、
造
型
元
素
，
春
秋
戰
國

青
銅
器
上
常
見
之
蟠
虺
紋
，
即
蛇
類
紋
飾
。
院
藏
戰
國
的
蟠
虺
紋
瓠
形
壺
︵
圖
一
︶
，
提
鏈
即
作

蛇
形
，
是
將
蛇
形
生
動
地
用
於
器
上
的
例
子
。
晚
迄
漢
代
，
青
銅
文
明
雖
近
尾
聲
，
蛇
仍
以
各
式

姿
態
出
現
在
漢
代
藝
術
中
，
呈
現
豐
富
多
姿
的
面
向
。

原
型
的
蛇—

從
一
幅
武
氏
祠
畫
像

拓
片
談
起

以
本
院
典
藏
的
武
氏
祠
拓
片
︵
圖

二
︶
為
例
，
該
圖
原
出
自
山
東
嘉
祥
縣

武
氏
祠
左
石
室
後
壁
東
側
。
畫
面
分
為
三

層
，
第
一
層
，
中
間
二
人
相
對
交
談
，
中

間
地
上
有
一
高
柄
豆
，
內
以
細
線
刻
畫
一

珠
，
上
有
一
蛇
盤
據
，
似
為
隋
珠
故
事
。

︽
水
經
注
疏‧

溳
水
︾
記
載
，
春
秋
時
代

隋
侯
曾
在
水
畔
見
到
一
條
斷
蛇
，
為
蛇
施

藥
治
傷
，
日
後
蛇
銜
珠
來
報
，
此
珠
被

稱
為
隋
侯
珠
或
靈
蛇
珠
。
第
二
層
，
圖
中

央
車
馬
中
有
一
人
正
在
餵
食
旁
邊
一
身
形

甚
小
的
人
，
因
前
石
室
有
一
殘
圖
畫
面
類

似
，
且
有
榜
題
﹁
宣
孟
車
﹂
︵
宣
孟
即
趙

宣
子
︶
，
似
為
春
秋
時
代
趙
宣
子
︵
趙
盾
︶

捨
食
靈
輒
之
事
，
故
推
斷
此
圖
亦
同
︵
註

一
︶
，
在
此
不
論
。
第
三
層
，
畫
中
央
一
人

為
蛇
所
纏
，
左
右
二
人
舉
槌
持
斧
，
意
圖

相
救
，
畫
面
空
處
還
刻
畫
著
蜥
蜴
︵
或
壁

虎
︶
、
蜻
蜓
與
小
蛇
，
惟
故
事
不
詳
，
亦

有
學
者
認
為
此
圖
與
﹁
五
毒
﹂
之
事
有
關
。

︵
註
二
︶同

一
畫
面
中
，
出
現
兩
次
蛇
。
第
一

層
，
畫
中
的
蛇
雖
在
中
央
，
然
而
體
型
甚

小
。
第
三
層
圖
中
的
蛇
，
形
體
碩
大
，
不
但

纏
住
一
人
，
連
左
邊
持
槌
者
也
差
點
淪
落

蛇
口
，
更
為
驚
心
動
魄
。
這
兩
圖
大
致
呈
現

蛇
原
本
的
姿
態
與
形
象
，
由
於
圖
像
線
索

甚
是
簡
略
，
只
能
約
略
猜
測
故
事
內
容
。

漢
代
流
傳
著
另
一
個
蛇
的
故
事
，

︽
史
記‧

高
祖
本
紀
︾
記
載
，
劉
邦
醉

後
斬
蛇
，
人
稱
其
為
赤
帝
子
斬
白
帝
子

蛇
的
形
象
大
改
造

漢
代
藝
術
中
的
蛇

黃
瓊
儀

圖二　 武氏祠左石室後壁小龕東側畫像、第一層故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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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
。
爾
後
劉
邦
起
兵
反
秦
，
即
以
此

為
號
召
，
事
見
。
故
事
裡
的
蛇
與
高
祖
都

有
些
神
話
色
彩
，
但
蛇
只
是
展
示
高
祖
神

話
事
蹟
的
犧
牲
品
，
若
圖
二
第
三
層
畫
像

中
有
人
持
劍
，
或
可
能
為
高
祖
斬
蛇
的
故

事
，
可
惜
畫
中
缺
了
持
劍
的
人
。

或
許
漢
代
人
所
聽
聞
與
蛇
有
關
的

歷
史
故
事
並
不
多
，
即
便
有
，
也
可
能
情

節
單
薄
，
於
是
相
關
圖
像
少
了
能
夠
一
眼

辨
識
故
事
的
線
索
或
標
的
物
。
但
若
因
缺

乏
文
獻
佐
證
，
以
為
蛇
絕
緣
於
漢
代
藝
術

中
，
同
樣
失
之
狹
隘
。
事
實
上
，
漢
代
藝

宮
蒼
龍
，
房
、
心
。
︙
南
宮
朱
鳥
，
權
、

衡
。
︙
西
宮
咸
池
，
曰
天
五
潢
。
︙
北
宮
玄

武
，
虛
、
危
。
︙
﹂
宋
均
注
曰
：
﹁
虛
、
危
、

營
室
，
陰
陽
終
始
之
處
︙
﹂
。
西
方
星
宿
稱

咸
池
，
白
虎
是
星
宿
之
一
﹁
參
﹂
，
故
以
白

虎
形
象
指
稱
西
方
星
宿
。

︽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進
一
步
將
四
方

星
宿
搭
配
五
行
︵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
、

五
色
︵
白
、
青
、
黑
、
赤
、
黃
︶
、
五
音

︵
宮
、
商
、
角
、
徵
、
羽
︶
、
五
星
、
五
神
、

五
帝
、
十
地
支
：

　

 

何
謂
五
星
？
東
方
，
木
也
，
其
帝
太

術
中
的
蛇
或
與
其
他
動
物
合
體
，
或
變
形

變
身
，
屢
見
不
鮮
。
試
舉
一
二
如
下
。

龜
蛇
合
體—

玄
武

先
論
蛇
與
其
他
動
物
的
合
體─

玄

武
，
漢
代
藝
術
中
最
常
出
現
的
蛇
形
象
之

一
。
玄
武
是
龜
蛇
合
體
，
其
形
象
來
自
天

文
。
人
們
將
四
方
廿
八
星
宿
，
依
方
位
想

像
成
四
種
動
物
，
稱
為
四
靈
、
四
神
，
或

四
宮
：
東
方
蒼
龍
、
西
方
白
虎
、
南
方
朱

雀
、
北
方
玄
武
，
各
轄
七
個
星
宿
。

︽
史
記‧

天
官
書
︾
記
載
：
﹁
東

皞
，
其
佐
句
芒
，
執
規
而
治
春
；
其

神
為
歲
星
，
其
獸
蒼
龍
，
其
音
角
，

其
日
甲
乙
。
南
方
，
火
也
，
其
帝
炎

帝
，
其
佐
朱
明
，
執
衡
而
治
夏
；
其

神
為
熒
惑
，
其
獸
朱
鳥
，
其
音
徵
，
其

日
丙
丁
。
中
央
，
土
也
，
其
帝
黃
帝
，

其
佐
后
土
，
執
繩
而
制
四
方
；
其
神
為

鎮
星
，
其
獸
黃
龍
，
其
音
宮
，
其
日
戊

己
。
西
方
，
金
也
，
其
帝
少
昊
，
其
佐

蓐
收
，
執
矩
而
治
秋
；
其
神
為
太
白
，

其
獸
白
虎
，
其
音
商
，
其
日
庚
辛
。
北

方
，
水
也
，
其
帝
顓
頊
，
其
佐
玄
冥
，

執
權
而
治
冬
；
其
神
為
辰
星
，
其
獸
玄

武
，
其
音
羽
，
其
日
壬
癸
。
︵
註
三
︶

儘
管
在
陰
陽
五
行
說
盛
行
的
漢
代
，

不
同
典
籍
對
四
方
四
靈
如
何
搭
配
五
行
系

統
迭
有
爭
議
，
但
以
青
龍
、
白
虎
、
朱

雀
、
玄
武
象
四
方
，
相
當
常
見
，
且
先
秦

典
籍
早
已
提
及
，
如
︽
吳
子‧

治
兵
︾
記

載
，
﹁
︵
三
軍
進
止
︶
︙
必
左
青
龍
，
右
白

虎
，
前
朱
雀
，
後
玄
武
﹂
；
︽
禮
記‧

曲

禮
︾
亦
有
﹁
行
，
前
朱
雀
而
後
玄
武
，
左

青
龍
而
右
白
虎
﹂
的
記
載
。
類
似
的
說
法

亦
見
於
︽
淮
南
子‧

兵
略
訓
︾
：
﹁
所
謂
天

數
者
，
左
青
龍
，
右
白
虎
，
前
朱
雀
，
後

玄
武
﹂
，
這
種
說
法
自
先
秦
以
來
已
相
當
普

遍
。
綜
上
言
之
，
玄
武
乃
象
北
方
星
宿
，

五
行
屬
水
，
色
黑
，
代
表
﹁
陰
陽
終
始
之

處
﹂
，
其
形
象
為
龜
蛇
合
體
。

漢
代
藝
術
中
，
玄
武
常
與
青
龍
、

白
虎
、
朱
雀
一
起
出
現
。
玄
武
既
代
表
北

方
，
自
然
與
象
徵
南
方
的
朱
雀
相
對
。
河

南
唐
河
針
織
廠
出
土
之
四
宮
圖
︵
圖
三
︶
，

位
於
北
主
室
頂
部
︵
墓
頂
︶
，
象
徵
天
界
，

龍
與
虎
相
對
，
朱
雀
與
玄
武
相
望
。
圖
四

圖三　河南唐河針織廠　西漢　四宮圖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

圖四　 山東嘉祥　東漢晚期武氏祠西闕　子闕櫨斗南面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
1．山東》　　原石照片　2005年拍攝於山東嘉祥武氏祠

圖九　 四川簡陽三號石棺後擋　伏羲、女媧、玄武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圖一　戰國　蟠虺紋瓠形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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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氏
祠
西
闕
頂
部
畫
像
，
玄
武
與
朱
雀

為
一
組
，
另
一
組
東
闕
圖
像
，
則
為
龍
、

虎
。
本
院
收
藏
的
山
東
曲
阜
東
安
漢
里
四

靈
拓
本
，
玄
武
圖
像
︵
圖
五
︶
，
原
在
石
棺

頸
甚
長
，
仍
有
若
干
蛇
的
特
徵
。
四
川
簡

陽
三
號
石
棺
後
擋
︵
圖
九
︶
，
刻
有
﹁
女

絓
︵
媧
︶
﹂
、
﹁
伏
希
︵
羲
︶
﹂
、
﹁
茲
︵
玄
︶

武
﹂
榜
題
，
可
見
玄
武
雖
是
﹁
龜
蛇
合
體
﹂

有
時
僅
以
龜
的
形
象
為
主
。

北
側
板
內
壁
；
相
對
的
南
側
板
內
壁
位
置

刻
朱
雀
︵
圖
六
︶
，
東
側
內
壁
是
龍
與
兩
組

穿
壁
紋
︵
圖
七
︶
，
西
側
內
壁
主
體
為
虎
與

兩
組
穿
壁
紋
︵
圖
八
︶
，
亦
是
兩
組
規
律
的

這
個
現
象
在
院
藏
漢
代
四
神
獸
爐
上

也
可
見
到
。
︵
圖
十
︶
該
器
經
考
證
應
為

西
漢
中
晚
期
用
來
濡
肉
沾
醬
的
染
器
，
四

邊
飾
以
龍
、
虎
與
朱
雀
、
玄
武
︵
僅
有
龜

而
無
蛇
︶
︵
註
五
︶
，
以
順
時
針
方
向
看
，

動
物
形
象
。
︵
註
四
︶

事
實
上
，
有
的
玄
武
形
象
僅
有
龜
，

而
無
一
蛇
繞
體
。
東
安
漢
里
畫
像
拓
本
之

玄
武
︵
圖
五
︶
即
無
蛇
纏
繞
，
但
玄
武
頭

是
玄
武—

白
虎—

朱
雀—

青
龍
，
兩
組
動

物
，
十
字
交
錯
，
亦
是
座
北
︵
玄
武
︶
朝

南
︵
朱
雀
︶
的
順
序
。
漢
代
流
行
之
四
神

鏡
，
是
陳
規
性
的
宇
宙
圖
示
，
圓
周
與
鏡

內
方
框
象
徵
天
圓
地
方
，
青
龍
、
白
虎
、

圖五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安漢里畫象拓片玄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安漢里畫象拓片　朱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安漢里畫象拓片　青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山東曲阜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　東安漢里畫象拓片　白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　漢代　四神溫酒暖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龍、虎相對，朱雀與玄武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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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為
北
方
星
宿
的
代
表
玄
武
，
在
五
行
系

統
中
佔
有
一
席
，
日
後
還
成
了
道
教
的
重

要
圖
騰
。
與
武
氏
祠
畫
像
中
那
兩
尾
蛇
，

實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蛇
的
變
形—

伏
羲
與
女
媧

除
了
玄
武
，
漢
代
流
行
另
一
與
蛇
有

關
的
圖
像
：
伏
義
女
媧
，
也
是
墓
葬
藝
術

朱
雀
、
玄
武
，
代
表
四
方
。
︵
註
六
︶

本

院
所
典
藏
的
四
神
鏡
︵
圖
十
一
、
十
二
︶

很
清
楚
地
表
現
出
這
樣
的
規
律
性
，
且
圖

十
一
之
漢
代
四
神
博
局
紋
鏡
至
少
包
含
了

天
圓
、
地
方
、
四
方
四
靈
、
十
二
天
干
︙

等
各
種
元
素
，
彷
彿
具
體
而
微
的
宇
宙
。 

龜
蛇
合
體
的
玄
武
形
象
中
，
蛇
還
是

保
持
原
型
。
原
型
的
蛇
一
旦
有
龜
相
伴
，

中
常
見
的
題
材
，
傳
說
其
造
型
為
人
首
人

身
蛇
尾
，
半
人
半
蛇
。

史
稱
伏
羲
﹁
仰
觀
象
於
天
，
俯
觀
法

於
地
，
觀
鳥
獸
之
文
，
與
地
之
宜
，
近
取

諸
身
，
遠
取
諸
物
，
於
是
始
作
八
卦
，
以

通
神
明
之
德
，
以
類
萬
物
之
情
﹂
︵
︽
漢

書‧

藝
文
志
︾
︶
，
且
制
嫁
娶
，
定
婚
姻
，

肇
建
法
度
，
八
卦
更
是
︽
易
經
︾
的
基

圖十一　漢　四神博局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下角為玄武，左上角為朱雀。

圖十二　漢　四神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下角為玄武，左上角為朱雀。

礎
。
女
媧
是
傳
說
中
摶
土
造
人
的
女
神
，

︽
說
文
解
字
︾
：
﹁
媧
，
古
之
神
女
，
化
生

萬
物
者
﹂
，
女
媧
另
有
煉
石
補
天
的
傳
說
，

事
詳
︽
淮
南
子‧

覽
冥
訓
︾
。

伏
羲
形
貌
，
正
史
未
載
，
然
而
漢
代

去
古
未
遠
，
神
怪
傳
說
，
猶
有
所
聞
，
伏

羲
還
以
神
怪
形
象
廣
為
人
知
。
漢
代
王
延

壽
︿
魯
靈
光
殿
賦
﹀
提
到
：
﹁
圖
畫
天
地
，

品
類
群
生
。
雜
物
奇
怪
，
山
神
海
靈
。
寫

載
其
狀
，
託
之
丹
青
。
︙
︙
上
紀
開
闢
，

遂
古
之
初
。
五
龍
比
翼
，
人
皇
九
頭
。
伏

羲
鱗
身
，
女
媧
蛇
軀
。
﹂
漢
代
人
刻
畫
出
想

像
中
、
傳
說
中
的
﹁
雜
物
奇
怪
，
山
神
海

靈
﹂
，
是
漢
代
藝
術
相
當
重
要
的
成
分
，

伏
羲
女
媧
形
象
，
正
是
﹁
鱗
身
﹂
、
﹁
蛇

軀
﹂
，
但
文
字
敘
述
仍
和
漢
代
常
見
的
伏
羲

女
媧
圖
像
有
所
出
入
。

著
名
的
山
東
武
氏
祠
畫
像
，
本
院
亦

有
收
藏
拓
本
。
以
其
中
有
榜
題
說
明
的
武

梁
祠
西
壁
第
二
層
畫
像
︵
圖
十
三
︶
為
例
，

該
層
由
右
至
左
為
：
伏
羲
女
媧
、
祝
融
、

神
農
、
黃
帝
、
顓
頊
、
帝
嚳
、
堯
、
舜
、

禹
、
桀
等
十
位
古
代
帝
王
，
均
有
一
行
榜

題
。
十
位
帝
王
，
伏
羲
女
媧
為
首
。
伏
羲

在
右
，
其
手
持
規
，
女
媧
在
左
，
其
手

圖十三　 武梁祠西壁第二層　十帝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武氏祠前石室屋頂前坡東段畫像第二層畫像　　伏羲、女媧、羽人、仙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武氏祠左石室後壁小龕西側第三層畫像　伏羲、女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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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記
載
，
甚
至
荒
誕
不
經
之
處
︵
如
蛇
身

的
伏
羲
女
媧
︶
，
不
足
為
奇
，
亦
無
可
厚

非
，
否
則
漢
代
畫
像
裡
就
不
會
有
眾
多
怪

獸
、
仙
人
迄
今
仍
查
無
名
號
了
。

以
上
述
兩
例
有
榜
題
的
伏
羲
女
媧

像
，
大
致
可
以
歸
納
出
，
漢
代
畫
像
中
的

伏
羲
女
媧
主
要
造
型
多
為
蛇
尾
交
纏
，
相

伴
相
結
，
成
對
出
現;

伏
羲
持
規
，
女
媧
執

矩
，
亦
符
合
古
人
天
圓
地
方
︵
規
畫
圓
，

矩
畫
方
︶
的
觀
念
。

武
氏
祠
左
石
室
後
壁
另
一
幅
伏
羲
與

女
媧
畫
像
︵
圖
十
四
︶
，
兩
人
相
背
，
同
樣

是
蛇
尾
相
交
；
伏
羲
執
規
，
女
媧
持
矩
，

中
間
同
樣
有
交
尾
羽
人
。
第
三
圖
︵
圖

十
五
︶
右
端
的
伏
羲
、
女
媧
與
仙
人
、
羽

人
同
列
，
但
此
處
未
在
兩
人
中
間
刻
畫
小

孩
或
仙
人
。
武
梁
祠
西
壁
、
左
石
室
、
前

石
室
三
處
畫
像
中
的
伏
羲
，
頭
上
均
戴
象

徵
帝
王
身
分
的
﹁
朝
天
冠
﹂
。
儘
管
題
材

重
覆
，
細
處
卻
有
些
變
化
，
不
顯
千
篇
一

律
，
正
是
武
氏
祠
畫
像
的
特
色
之
一
。

山
東
微
山
縣
東
漢
伏
羲
女
媧
畫
像

石
︵
圖
十
六
︶
，
與
西
王
母
畫
像
一
起
出

現
：
伏
羲
女
媧
蛇
尾
交
纏
，
西
王
母
盤
坐

其
上
，
兩
人
相
伴
於
西
王
母
左
右
，
伏
羲

頭
戴
漢
代
男
性
頭
冠
﹁
進
賢
冠
﹂
。
兩
人
雖

改
執
便
面
，
但
人
身
蛇
尾
相
交
的
特
徵
，

不
做
第
三
人
想
。
長
生
不
老
的
西
王
母
，

是
漢
代
重
要
信
仰
，
此
處
西
王
母
的
頭
未

戴
﹁
勝
﹂
︵
西
王
母
的
標
準
頭
飾
，
︽
山
海

經‧

西
山
經
︾
謂
之
﹁
蓬
髮
戴
勝
﹂
，
是

西
王
母
的
﹁
標
籤
﹂
︶
，
身
旁
刻
有
榜
題

﹁
西
王
母
﹂
三
字
。

山
東
滕
州
東
漢
中
期
畫
像
石
︵
圖

十
七
、
十
八
︶
與
上
例
類
似
，
畫
面
上
方

中
間
之
西
王
母
，
頭
戴
﹁
勝
﹂
，
是
漢
代
畫

像
中
典
型
的
西
王
母
造
型
，
其
身
旁
同
樣

圍
繞
著
盤
尾
交
錯
的
伏
羲
女
媧
，
旁
有
九

尾
狐
、
搗
藥
仙
人
等
仙
界
人
物
。
可
見
伏

羲
女
媧
亦
為
﹁
仙
﹂
，
地
位
僅
次
於
至
高
無

上
的
西
王
母
。

另
一
幅
江
蘇
徐
州
出
土
的
東
漢
伏
羲

﹁
少
昊
執
矩
﹂
不
同
。
這
樣
的
差
異
不

難
理
解
，
畫
像
石
多
是
呈
現
漢
代
民
俗
信

仰
、
習
俗
觀
念
，
可
與
典
籍
相
互
驗
證
，

卻
不
盡
然
照
本
宣
科
。
若
圖
像
有
超
乎
文

圖十六　 山東微山縣兩城鎮　東漢中晚期　西王母、伏羲、女媧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

圖十七　 山東滕州市桑村鎮大郭村　東漢中期　西王母、伏羲女媧、人物、
牛羊車畫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

圖十八　原石照片　2005年拍攝於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館

圖十九　江蘇徐州睢寧縣雙溝徵集　
東漢　伏羲、女媧畫像　引自《中國
畫像石全集4．江蘇安徽浙江》

︵
圖
九
︶
，
則
有
﹁
女
絓
︵
媧
︶
﹂
、
﹁
伏

希
︵
羲
︶
﹂
的
榜
題
︵
惟
蛇
尾
未
交
纏
︶
，

故
可
確
知
與
伏
羲
相
對
者
是
女
媧
。
然
而

這
與
前
引
︽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中
所
謂

執
矩
，
蛇
尾
相
交
。
女
媧
頭
部
畫
面
有
破

損
，
左
方
榜
題
為
﹁
伏
戲
︵
羲
︶
倉
精
，
初

造
王
業
，
畫
卦
結
繩
，
以
理
海
內
。
﹂
在
這

一
列
帝
王
像
中
，
伏
羲
是
三
皇
︵
伏
羲
、

祝
融
、
神
農
︶
之
始
，
黃
帝
是
五
帝
︵
黃

帝
、
顓
頊
、
帝
嚳
、
堯
、
舜
︶
之
首
，
禹
、
桀

象
徵
第
一
個
王
朝
夏
代
的
開
始
與
結
束
。

伏
羲
是
第
一
個
歷
史
階
段
︵
三
皇
︶
的
開
創

者
，
領
導
整
列
古
帝
王
，
表
現
出
祠
主
武

梁
的
歷
史
觀
。
︵
註
七
︶

武
梁
祠
的
榜
題
只
寫
伏
羲
，
不
及

女
媧
。
前
文
述
及
的
四
川
簡
陽
三
號
石
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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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圖
像
詳
細
資
料
亦
可
參
見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文

物
圖
像
研
究
室
﹁
武
氏
祠
畫
象
檢
索
系
統
﹂

h
ttp

://sa
tu

rn
.ih

p
.sin

ic
a

.e
d

u
.tw

/~
w

e
n

w
u

/
se

a
rc

h
1.h

tm

，
趙
宣
子
捨
食
靈
輒
，
事
見
︽
左

傳‧

宣
公
二
年
︾
：
﹁
初
，
宣
子
田
于
首
山
，
舍

于
翳
桑
，
見
靈
輒
餓
，
問
其
病
。
曰
：
﹁
不
食
三

日
矣
。
﹂
食
之
，
舍
其
半
。
︙
︙
﹂
此
事
在
編
號

前
石
室
七
的
圖
像
第
一
層
左
端
亦
可
見
之
，
因
前

石
室
有
榜
題
﹁
宣
孟
車
﹂
，
指
稱
車
中
人
為
趙
宣

子
，
故
可
推
測
此
圖
應
該
也
是
趙
宣
子
故
事
；
隋

珠
典
故
，
見
︽
水
經
注
疏‧

溳
水
︾
：
﹁
水
側
有

斷
蛇
丘
，
隋
侯
出
而
見
大
蛇
中
斷
，
因
舉
而
藥

之
，
故
謂
之
斷
蛇
丘
。
後
蛇
銜
明
珠
報
德
，
世
謂

之
隋
侯
珠
，
亦
曰
靈
蛇
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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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
文
典
︽
淮
南
鴻
烈
集
解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九
，
頁
八
八—

八
九
。

4.  

資
料
來
源
，
漢
代
石
刻
畫
象
拓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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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詳
見
鄭
邦
彥
︿
西
漢
染
器—

﹁
四
神
獸
爐
﹂
小

議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六
九
期
，

二
〇
〇
五
年
八
月
。

6.  

巫
鴻
︽
黃
泉
下
的
美
術
︾
，
頁
一
六
三
，
該
文
對

銅
鏡
的
圖
像
意
義
有
詳
盡
說
明
。

7.  

巫
鴻
著
，
柳
揚
、
岑
河
譯
，
︽
武
梁
祠
︾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〇
〇
六
，
頁
一
七
七—

一
七
九
。

女
媧
像
︵
圖
十
九
︶
，
蛇
尾
比
例
遠
大
於
頭

身
，
儼
然
是
蛇
，
可
見
某
些
地
區
流
傳
的

伏
羲
女
媧
像
，
蛇
的
形
象
更
鮮
明
強
烈
。

四
川
的
畫
像
石
藝
術
自
成
一
系
，
許
多
常

見
的
畫
像
母
題
在
四
川
都
見
變
形
。
伏
羲

女
媧
圖
像
則
如
同
其
他
地
區
，
成
對
出
現 

︵
圖
二
十
、
二
一
︶
，
甚
至
頭
頸
交
錯
，
狀

甚
親
密
。
即
便
有
蛇
尾
不
交
纏
的
，
如
簡

陽
三
號
石
棺
︵
圖
十
︶
，
但
都
可
由
蛇
尾
、

成
對
的
特
徵
辨
識
，
該
圖
還
有
榜
題
，
不

致
錯
認
身
分
。

除
此
之
外
，
這
兩
處
東
漢
畫
像
石

棺
︵
圖
二
十
、
二
一
︶
上
的
伏
羲
女
媧
，

一
手
持
規
、
矩
，
另
一
手
猶
捧
日
月
，
這

是
另
一
種
伏
羲
女
媧
形
象
，
代
表
日
月
、

陰
陽
。
如
圖
二
二
、
二
三
山
東
臨
沂
白
莊

出
土
的
伏
羲
、
女
媧
畫
像
，
兩
人
分
持

規
、
矩
，
各
自
懷
抱
日
月
︵
傳
說
日
有
金

烏
，
月
有
玉
兔
、
蟾
蜍
︶
，
或
是
來
自
對
日

︵
陽
︶
、
月
︵
陰
︶
屬
性
的
聯
想
衍
申
。
圖

圖二二　 山東臨沂白莊出土　女媧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3．山東》

圖二三　 山東臨沂白莊出土　伏羲像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3．山東》

二
三
畫
面
下
方
還
有
其
他
蛇
身
人
像
，
足

見
漢
代
還
有
不
少
傳
說
為
蛇
身
的
人
物
，

惟
不
詳
其
名
，
無
法
一
一
列
舉
。

同
樣
是
伏
羲
女
媧
，
無
論
是
古
代
的

聖
王
︵
如
武
梁
祠
西
壁
︶
，
或
西
王
母
身

旁
的
仙
人
，
都
是
漢
代
人
普
遍
認
知
的
意

義
，
其
造
型
在
小
處
與
手
持
物
或
有
所
不

同
，
但
人
身
蛇
尾
，
半
蛇
半
人
，
成
對
出

現
且
近
乎
對
襯
的
形
式
，
則
是
伏
羲
女
媧

圖
像
的
醒
目
特
徵
。

成
對
的
伏
羲
女
媧
，
蛇
尾
交
纏
的

形
象
顯
然
超
乎
﹁
鱗
身
﹂
、
﹁
蛇
軀
﹂
的
文

字
描
述
，
自
有
繁
衍
後
代
、
生
生
不
息
的

意
義
，
雖
文
獻
隱
晦
未
及
於
此
，
但
與
儒

家
價
值
觀
﹁
不
孝
有
三
，
無
後
為
大
﹂
實

不
相
悖
，
還
廣
泛
出
現
在
墓
葬
藝
術
中
。

傳
說
伏
羲
既
然
制
嫁
娶
定
婚
姻
，
女
媧

為
偶
，
亦
合
情
理
。
畫
像
中
的
伏
羲
、
女

媧
，
常
持
規
矩
，
是
天
圓
地
方
的
概
念
，

也
示
其
創
建
法
度
秩
序
，
與
古
籍
中
的
伏

羲
事
蹟
相
符
。

司
馬
遷
著
︿
五
帝
本
紀
﹀
時
已
明
言
，

﹁
百
家
言
黃
帝
，
其
文
不
雅
馴
，
薦
紳
先

生
難
言
之
﹂
，
乃
﹁
擇
其
言
尤
雅
者
，
故
著

為
本
紀
書
首
﹂
，
寫
下
來
的
早
已
經
過
理

智
的
過
濾
了
。
五
帝
事
蹟
，
尚
須
過
濾
，

三
皇
傳
說
，
更
難
稽
考
。
如
果
東
漢
時
伏

羲
女
媧
的
圖
像
尚
且
流
行
於
各
地
，
可
想

見
司
馬
遷
早
年
遊
歷
四
方
之
時
，
對
蛇
形

的
伏
羲
女
媧
傳
說
，
自
應
有
所
耳
聞
，
終

究
匪
夷
所
思
，
文
獻
難
徵
，
只
能
從
比
三

皇
︵
伏
羲
、
神
農
、
祝
融
︶
晚
的
五
帝
寫

起
了
。
儘
管
先
秦
兩
漢
典
籍
中
記
載
不
少

伏
羲
事
，
還
鮮
少
與
女
媧
相
提
並
論
，
然

而
漢
代
圖
像
卻
呈
現
伏
羲
蛇
形
神
怪
的
一

面
，
還
與
女
媧
相
始
終
，
只
怕
是
理
智
的

經
學
家
、
史
學
家
始
料
未
及
的
吧
！

小
結

蛇
在
漢
代
藝
術
中
的
形
象
，
除
了

玄
武
、
半
人
半
蛇
的
伏
羲
女
媧
圖
象
，
還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蛇
身
人
像
、
操
蛇
人
或
怪

獸
圖
像
，
惟
缺
乏
文
獻
記
載
，
迄
今
未
能

定
名
。
儘
管
與
蛇
有
關
的
故
事
不
算
多
，

然
而
漢
代
藝
術
中
對
蛇
形
圖
像
的
廣
泛
運

用
，
遠
過
於
現
今
能
見
的
文
字
材
料
。
圖

像
、
實
物
資
料
所
呈
現
的
蛇
形
象
，
是
實

際
存
在
於
漢
代
人
生
活
中
，
饒
富
想
像
力

的
一
面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圖二十　 四川郫縣一號石棺　伏羲女媧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圖二一　 四川合江四號石棺　伏羲女媧　 
引自《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