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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的营建及图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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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北朝时期襄阳地区集中出现了一批砌筑考究、图像精美的画像砖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色。

本文主要以襄阳南朝画像砖墓为研究对象，以视觉分析的研究方法讨论其营建特点，并发现画像砖的垒砌与墓葬中

图像的布局直接相关。

KEY WORDS：Xiangyang, Pictorial brick-chamber tomb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onstruction of burials, Layout 
of iconography

ABSTRACT: Brick-chambered tombs that were extravagantly constructed with beautiful pictorial images appeared in 
the Xiangyang regio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type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pictorial contents 
therefore reflect strong chronologic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focuses the pictorial brick-chambered tombs in 
Xiangyang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mploying visual analyses to discuss featur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al process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al bricks and the layout of iconography. 

本文以襄阳地区的南朝画像砖墓为研究对

象，讨论墓葬中不同类型画像砖的内容、营建

和布局等问题。集中于襄阳及附近的南朝画像

砖墓在墓葬形制、砌筑方式、使用画像砖内容

和题材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无疑是时

代相近且属于同一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一、襄阳南朝画像砖墓概况

自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邓县学庄画像砖墓 [1]

后 ，襄阳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一批结构类似的

画像砖墓，包括襄阳贾家冲 [2]M1 、谷城县肖家

营墓地 [3]M40 、谷城县龙湾画像砖墓 [4] 、襄阳

麒麟清水沟南朝画像砖墓 [5] 、襄阳柿庄画像砖

墓 [6] 等，学界通常将它们归为南朝文化影响之

下。这些墓葬均为凸字形单室墓，由甬道和长

方形墓室组成，券顶，墓室后部砌棺床。通常

甬道和墓室有砖柱，部分墓葬仅甬道使用砖柱。

这些砖室墓通常使用三卧一甃 [7] 的排砖方

式砌筑，素面砖和画像砖并用，使用比例各有

不同。

襄阳南朝画像砖墓使用画像砖的数量有多

有少，但是题材相对固定，且图像内容、形式

均有明显的一致性，说明这些墓葬之间有较为

密切的关联。首先从画像砖的内容来看，基本

可以分为图像类画像砖和花纹类画像砖。花纹

类画像以莲花和忍冬纹为主，还有部分墓葬使

用宝瓶、博山炉等纹饰。图像类画像砖表现的

题材更为丰富，主要包括鼓吹、出行、四神、

瑞兽、仙人、孝子、武士和供养人等。依据位

置和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出行、瑞兽、故事和

人物四类。其中青龙、白虎为代表的瑞兽题材，

是目前所见画像砖墓中最多见的一类。

从画像砖单体来看，花纹类画像砖 [8] 和图

像类画像砖最显著的区别首先在于二者印制图

像的位置不同。用作装饰的花纹（及部分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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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印制在砖的端面和侧面，而结构复杂的图

像则使用砖的平面印制。印制位置的选择与墓

葬营建过程中砌砖的方式有关——印制图像的

砖面在墓室中做露明处理。

以往的研究中，对画像砖的讨论主要集中

于图像内容，而忽视其“砖”的属性。画像砖

作为建筑材料，其上的图像受到砖本身使用方

式的约束，因此我们在讨论画像砖前，应当首

先关注画像砖墓的营建方式。

 

二、襄阳画像砖墓的营建

延续东吴到东晋的营建方式，南朝时期的

砖室墓通常采用三卧一甃的排砖方式砌筑，具

体到画像砖墓来看也大体如此。事实上在墓葬

的营建过程中，画像砖的使用也需要首先服从

砖室墓的建筑结构。

襄阳地区的画像砖墓在墓壁大多采用三卧

一甃作法，此外多在甃砖层夹砌陡板。在卧砖

的侧面、端面，甃砖的端面和陡板的平面，这

些朝向墓室的面上模印独立的小幅图像。

1. 邓县学庄墓

邓县学庄墓甬道及墓室均使用砖柱，整体

采用三卧一甃的砌筑作法。墓葬中每隔 4 块甃

砖的距离砌一砖柱。砖柱卧砖层使用单块长砖

做顺砖，三砖上下对齐叠放；甃砖层为两甃砖

夹一陡板（图一）。每柱最下端的两层甃砖夹

砌的陡板与两层间的卧砖共同拼砌成完整的门

吏形象，是襄阳地区目前发现的其他五座画像

砖墓均未见的特例。

2. 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

该墓甬道内砌有四个砖柱，墓室壁面平砌，

墓葬用砖皆模印花纹或画像。整墓采用三卧一

甃的砌筑作法。其中三层的卧砖使用两种规格

不同的花纹砖，上层和下层使用长砖做顺砖，

中层使用规格较小的砖做丁砖使用。甃砖层为

每六块甃砖夹嵌一陡板，整壁陡板呈“品”字

形排布。

3. 谷城肖家营 M40

肖家营 M40 甬道及墓室内均使用砖柱，营

建使用大量模印花纹砖或画像砖、少量素面砖。

该墓使用三卧一甃的砌筑作法。砖柱的甃砖层

为一排 9 块，仅个别砖柱和壁面夹嵌陡板，且

该墓陡板尺寸特殊，为长宽 18、厚 6 厘米的方

形砖，与其他墓用作陡板的砖规格不同。该墓

花纹砖和素面砖混杂使用，显示出营建过程中

的随意性。

4. 谷城肖家营龙湾墓

该墓甬道凸砌两砖柱，墓室壁面平砌。甬

道和墓室壁面采用三卧一甃的砌筑作法，用砖

均为花纹砖、画像砖。甬道砖柱卧砖层使用上

下两层单长砖做顺砖，中间一层为一组三块丁

砖；甃砖一组 6 块。墓室壁面三层卧砖均用丁

砖以十字缝的排砖方式砌筑；甃砖层无夹砌陡

板，是该墓与襄阳地区其他画像砖墓有显著不

同的地方。

5. 麒麟清水沟南朝画像砖墓

麒麟清水沟墓甬道内设四个砖柱，墓室平

砌，墓葬用砖皆模印花纹或画像。该墓采用三

卧一甃的砌筑作法，其中三层卧砖采用顺砖错

缝摆置；甃砖层每八块甃砖之间砌七块内收甃

砖，外侧夹砌一模印图像的陡板，整体来看，

甃砖层的陡板呈“品”字形排布。

6．柿庄 M15

柿庄 M15 甬道及墓室均使用砖柱，墓葬用

图一  甃砖层夹砌陡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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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皆模印花纹或画像。墓葬整体采用三卧一甃

的砌筑作法。壁面三层卧砖采用上下两层顺砖

中间加一层丁砖的作法。每个砖柱的间隔为 4

块甃砖。陡板仅使用在砖柱的甃砖层，且整座

墓的砖柱从下往上的三层甃砖层都夹砌陡板，

接近于邓县学庄墓。

总体来看，在襄阳地区的六座南朝画像砖

墓在营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墓

葬排砖方式均为三卧一甃；墓葬结构上使用内

凸砖柱；砖上模印图像朝向墓内。此外各墓营

建也存在差异，如：砖柱的使用数量和位置各

墓不同；卧砖层的排砖方式和用砖规格有所区

别；陡板使用的位置和数量也有不同。依据上

述差异，将襄阳地区的六座南朝画像砖墓进行

简要的分类（表一）。

可以看出墓葬的砖柱不论是单独使用在甬

道或甬道墓室均使用，并不改变砌砖的技艺，

仅是数量上的差别。三种类型的墓葬在砌筑方

式和用砖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陡板的使用上。

其中 C 型墓和 A、B 两型的区别在于 A、B 型

墓大量使用陡板，C 型墓少用或不用陡板；A、

B 型墓的差异较小，二者区别在于墓葬中陡板

布局的显著差异，当然这一差别也与是否在墓

室内使用砖柱直接相关。在墓葬的营建过程中，

在壁面加入陡板砌筑显然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方

式，究其原因还在于墓葬中图像的重要性。

三、襄阳画像砖墓的图像布局

上一节主要讨论了墓葬营建中作为建筑材

料的砖。事实上，在砌墓的过程中，使用卧砖（包

括顺砖或丁砖）、甃砖或是陡板，决定了砖露

    
分类

A 型

B 型

C 型

 墓葬名称

学庄墓

柿庄 M15

贾家冲 M1

清水沟
M1

谷城县
肖家营 M40

龙湾墓

   砖柱                            排砖方式                           陡板

使用位置

甬道

及墓室

甬道

及墓室

甬道

甬道

甬道
及墓室

甬道

数量

12
（甬道 4、

墓室 8）

8
（甬道 2、

墓室 6）

4

4

8
（甬道 2、

墓室 6）

2

整体

三卧
一甃

三卧
一甃

三卧
一甃

三卧
一甃

三卧
一甃

三卧
一甃

卧砖

甃砖

卧砖

甃砖

卧砖

甃砖

卧砖

甃砖

卧砖

甃砖

卧砖

甃砖

三排长顺砖

砖柱甃砖层二甃砖夹砌一陡板

砖柱均使用长顺砖；墓室上下

两层顺砖，中层丁砖

砖柱甃砖层一组 8块，中间的 6

块内收，外侧夹砌陡板

上下层长顺砖，中层丁砖

砖柱 2甃砖夹砌 1陡板；墓室

两壁每 6块甃砖嵌 1陡板

顺砖错缝砌

墓室甃砖层每 8块砖

夹砌 1陡板

上下层长顺砖，中层丁砖

砖柱甃砖层一组 9块；墓室两
壁各夹嵌正方形陡板 1块

砖柱卧砖层上下长顺砖，中层 3

丁砖；墓室卧砖使用丁砖十字

缝排砖

砖柱甃砖一组 6块，全墓甃砖

层无夹砌陡板

布局方式

垂直

垂直

甬道垂直；

墓室品字

形

甬道垂直；

墓室品字

形

数量过少

无法统计

规律

无

数量

88（推定）

60（推定）

残损严重

72（推定）

6

无

各层

表一  襄阳南朝画像砖墓垒砌方式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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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部分，而这些朝向墓室的端面、侧面或平

面，就是该画像砖模印图像的位置。具体来说，

在砌筑墓壁时，图像印制在端面的砖作为甃砖

使用，图像印制在侧面的砖作为顺砖使用，图

像印制在平面的则用作陡板。也有少数情况下

图像印制在砖的两到三个面上，这些砖通常使

用在转角和砖柱上，由于它们所处的位置特殊，

有多于一个的砖面朝向墓室。这些实例说明画

像砖上的图像与该砖所在墓室中的位置紧密相

关。

与使用更大型空心砖砌墓不同，实心的小

砖更加稳固且制作便捷，用小砖替代空心砖营

建墓葬是技术上的进步。但建筑材料的改变势

必带来其他一系列的变化，对于画像砖墓而言，

一个制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受限于

排砖方式，画像砖通常只能使用露明的端面和

侧面印制图像，画幅十分有限。那么如何在有

限的幅面上表现复杂的图像？东汉时期的砖室

墓早已有使用花纹砖和文字砖装饰墓室的先例，

但受限于端面和侧面露明的排砖方式，仍难以

在墓葬中表现较为复杂的图像。

襄阳地区的南朝墓砖的尺寸较为固定，若

除去起券用的楔形砖和铺地砖外，墓室壁面主

要以长方砖为主垒砌（表二）。依据砖的尺寸，

大致可分为 A、B、C 三种规格。另外根据其使

用位置可知，A 型砖用于墓室壁面和砖柱的卧

砖层，作为长顺砖使用；端面印制图像的 B 型

室壁面而言，单独砖面的尺寸实在过于局促，

比起壁画或其他形式的墓室装饰，这种幅面实

在难以发挥。

1. 砖的组合

如前文所述，襄阳地区的画像砖墓在三卧

一甃的垒砌中加入陡板，对印制图像的尺幅限

制有了些微突破，长方砖的平面至少可印制瑞

兽、出行等具有丰富细节的图像。与一般三卧

一甃排砖的墓葬不同，在壁面使用陡板并不是

轻易就能做到的，在陡板的上、下、左、右和

后部，都需要有砖的承托和固定。因此使用陡

板的壁面就需要特殊的排砖方式。

从襄阳画像砖墓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了

使陡板更加稳固和美观，往往在陡板上下的卧

表二  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画像砖尺寸统计表（单位：厘米）

    
墓葬名称

邓县学庄墓

柿庄 M15

贾家冲 M1

麒麟清水沟 M1

谷城县肖家营 M40

谷城县龙湾墓

类型

A
B
A
B

B2
A
B
B

B2
A
B
C
A
B

长

58
38
50
38
37
55
38
38
38
57
38
18
55
38

宽

19
19
17
17
19
18
19
19
18
19
18
18
18
18

厚

6.5
6
4
6
6
4
6
6
5
5
6
6
6
6

图二  长顺砖、甃砖及陡板组合示意图

砖作为甃砖层甃砖和卧砖层丁砖使

用，平面印制图像的 B 型砖作为陡

板使用；C 型方砖形制特殊，仅见

于肖家营 M40，作为该墓陡板使用。

不难看出，在襄阳地区的画像砖墓

中，用量最大的画像砖是 B 型砖，

其规格大致为长 38、宽 18、高 6 厘米。

B 型砖用作甃砖和丁砖时，图像均

印制在端面，可用的幅面仅为 0.0228

平方米；用作陡板时，图像印制在

砖的平面，幅面稍大，可达到 0.0684

平方米。相对于平均 18 平方米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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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层使用特殊规格的长顺砖（A 型砖）。这种

长顺砖的长度等于两块甃砖的厚度加上陡板的

长度，而陡板和甃砖宽度一致才能保证甃砖层

垒砌规整。这样一来，上下两块长顺砖、左右

的甃砖以及夹砌的陡板实际形成了一个面积达

0.15 平方米的用砖组合（图二）。这种由五块

砖构成的组合，不但在结构上稳定，在图像上

也有主次之分，印制于平面、侧面和端面的图

像共同构成一个以陡板为中心的图像单元。在

这个图像单元中，陡板平面的图像往往有丰富

细节，甚至具有叙事性（如孝子和历史故事题

材），处于主导地位；而甃砖端面和长顺砖侧

面的图像则通常为装饰性纹样或单一的人物形

象，居于从属地位。

在三卧一甃壁面上夹砌陡板显然不是墓葬

建筑结构上的需求，甚至反而增加了难度，实

际对砌筑墓室的工匠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但

当我们将图像的因素纳入考虑时，问题就变得

更加直观——为了摆置陡板进行的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突显印制在陡板平面上的图像。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印制在陡板平面的图

像，往往在建筑结构和图像上与甃砖和卧砖层

图四  画像砖中的镜像对称

上 .邓县学庄墓出土龙虎画像砖  下 . 肖家营 M1 出土吹笙 /吹笛人物楔形砖

图三  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牛车出行画像砖

试论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的营建及图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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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共同构成砖的组合单元，墓室壁面

就是由这些单元排列组合构成的。

2．图像间的关联性

如上节所述，以陡板为中心的单元，在壁

面上有两种布局方式，一是垂直布局，一是品

字形布局。两种布局方式都有效的使墓壁上的

图像达到更加规整、有序的视觉效果，墓壁及

其上的图像也因此更具完整性。此外在陡板图

像细节的设置中，也在不断强化各单元之间的

联系。

根据对襄阳画像砖的观察，不难注意到绝

大部分画像砖的图像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如邓

县画像砖墓中，在形式、构图上几乎完全是牛

车出行题材画像砖，被有意制作成两种方向相

反的样式（图三）。而这显然不是个例，鼓吹、

出游的队列均具有明确的行进方向。不仅出行

题材如此，在瑞兽和人物类画像砖上，往往也

通过动物、人物头的朝向强调砖的方向性（图

四）。

图像方向的设置显然是制砖环节中的精心

安排。将这些画像砖还原到它们在墓葬中的位

置，会发现相对两侧壁面上的画像砖中人物（瑞

兽）往往对称排列，且在形式上遵循镜向对称原

则。此外，人物（瑞兽）的头向，几乎全朝向墓

道方向。如此一来，墓内砖的组合通过图像的

形式构成了更加直观的视觉联系，突破了单元

和单元、壁面和壁面之间的分界，形成从砌筑

结构到视觉形式都关联一体的完整组合关系。

从画像砖印制图像各面的选取，到砌筑形

式的精巧构思，再到图像中方向和砖所处位置

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从砌筑到布局再到细节

处理的呼应，说明在墓葬营建的过程中画像砖

和它所在位置是被整体设计的。虽然在实际细

节上略有差异，但是在整体规划思路上，襄阳

地区的南朝画像砖墓遵循着同样的设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