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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歇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卓歇，是立帐休息的意思，这幅画

描绘了契丹可汗出猎、歇息、宴饮

的 场 景 ，可 汗 的 妻 子 坐 于 地 毯 之

上，男女使从分立两侧，前面还有

跪地敬酒者、献花者、舞蹈者，另有

许多骑士，或立或坐等待着支起帐

篷，马上的狩猎物还未曾卸下，骑

士们或聚或散，画家把歇息与乐舞

两部分有机地结合，充分地显示了

胡瓌的处理，画作中大场面中人马

动于舞、聚与散的超高能力。

作者胡瓌，是五代时期后唐画

家，山后乌索固部族，契丹人，他擅

长 画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的 狩 猎 放 牧 ，

《卓歇图》描绘的是北方游牧民族

狩猎放牧的生活场景，图中有人物

37 人，马匹 24 匹。《卓歇图》富有契

丹族生活气息，笔法精密，色彩沉

着，清劲有力，胡瓌善画番马，形神

兼 备 赋 予 精 神 ，握 笔 落 墨 细 入 毫

芒 ，他 在 中 国 北 方 派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传 至 清 朝 被 收 入 乾 隆 皇 家 内

府，乾隆皇帝在画作上有题跋“神

完景尚”四字。

长卷采用散点透视，视点像电

影镜头似的自由移动着，能够表现

出自然连续的、使人可以逐步欣赏

的丰富内容。但画家处理得错落

有致、疏密跌宕，又有条不紊、浑然

一体。“虽繁复细巧，而用笔清劲”，

不仅将人物的各异形神传达得恰

到好处，而且也表现出不同衣服的

质感。这种笔法与中原地区的绘

画存在许多近似之处，体现着各民

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相互影响和

交流。

《卓歇图》的笔墨技巧相当熟

练，线条勾画精细准确,运笔轻松自

如。画马所用线条“握笔落墨，细

入 毫 芒, 而 器 度 精 神, 富 有 筋 骨 ”

（《五代名画补遗》）。刻画马的形

体结构夸张而准确生动。敷色多

用矿质红、青颜料，浓重稳实。

《卓歇图》是一幅风俗画，或许

我们可以说它体现了北方少数民

族地区画派特点，也为我国各民族

人们所喜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

同文化的见证，通过这一画作我们

可以看出，这是值得珍视的绝代之

精技。

记者于红璇 通讯员王杰

史话绝代之精技
《卓歇图》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松漠”最早见于《魏书》，在表述地

理概念的时候，与契丹人、奚人的生活

地息息相关。这片由“平地松林”和“草

原沙漠”景观构成的广袤区域，自古以

来 就 是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聚 散 生 息 的 摇

篮。公元十世纪初，在这片区域内，建

立了以契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渤海、

奚 及 其 他 民 族 上 层 的 政 权 —— 辽 朝 。

辽朝建立后，统治者大量吸收、借鉴中

原政权的国家治理理念，在王朝政治秩

序 构 建 中 秉 持 了 华 夏 一 统 、正 统 等 观

念，尊儒崇佛信道，四时捺钵与五京建

置、因俗而治、官分南北，展现出王朝兼

容并蓄之姿。作为上承隋唐五代，下启

金元的北方草原王朝，辽朝的社会制度

文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中华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成为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对于辽朝社会史的研究，与中国史

学百年变革的核心内容——拓宽研究

领域、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等研究理

念相一致。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

政治史、制度史，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

多学科交叉互补，“因袭”与“创作”成为

亟待突破与创新的问题，这也是今天辽

朝社会史研究的追求。既然如此，辽代

社会史研究走向何方，突破点和创新点

如何体现出来，由孙国军、李月新、张敏

合著的《松漠华章：辽朝社会史专题研

究》（线装书局，2022 年 12 月版）一书在

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孙国军、李月新、张敏等一直致力

于辽朝社会史的研究，潜心创作，数易

其稿，始成此书。该书分三个专题展开

研究：一是辽朝社会文化专题，以契丹、

辽朝历史文化和辽朝城镇为中心展开

论述，聚焦多元融汇下的辽朝社会；二

是辽朝礼制文化专题，系统分析了辽朝

礼典编修、柴册礼、再生礼、入閤礼、国

家养老制度、官员谥号赠赐，建构起辽

朝礼制文化框架；三是辽朝捺钵文化专

题，以捺钵史料检讨为依托，全面讨论

捺钵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

由此折射出的辽朝政治文化特征。同

时对契丹文字研究以及契丹学学术史

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具体而言，该书研究价值体现在以

下 方 面 ：拓 宽 了 辽 朝 社 会 史 研 究 的 路

径。在辽代历史研究中，社会史是一个

既有研究难度，同时又最难加以评价的

领域。在对辽朝社会史进行研究时，如

何不流于罗列且多有兼顾，成为极为重

要的一个问题和难题。该书根据辽史

研究的现状，从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角

度出发，兼顾历史文化发展演变、典章

制度、政治制度，由点及面，从国家礼制

构建到社会管控，从民族起源到风俗习

惯，兼容并蓄，因此而触及对社会史的

看 法 背 后 之 深 层 原 因（即 问 题 意 识 不

同），并给予充分的论述，实现了从宏观

研究向微观研究、从单纯的史学研究向

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互补研究的转

变，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史、

政治史、制度史，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

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从而使辽朝社会

史研究的角度有所突破，拓宽了辽朝社

会史研究的路径。

推动了契丹历史文化、辽朝城镇、

典章制度以及捺钵研究的新进展。北

方长城地带最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

成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

此后一直延续这一发展轨道。在这样

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东、西方文化因素

融入契丹辽文化之中，从而形成了兼具

东西、融汇南北的北方社会文化。从辽

太祖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始，辽朝在

地方上开始了大规模州县制推行过程，

至辽圣宗开泰年间，历时百余年，辽朝

最终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的地方州县

行政区划体系格局。

在辽朝快速推行州县制的同时，以

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也开始

了草原城市化过程。本书对辽朝城镇

进 行 了 分 类 和 分 析 ，论 证 了 多 元 融 汇

下，辽朝时期的城镇所具有的契丹文化

和 汉 文 化 双 重 文 化 因 素 的 有 机 融 合 。

有辽一代，统治者在契丹民族传统的基

础上，通过对中原政权制度不同程度的

吸 收 ，并 根 据 自 身 的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改

造、创新，创造性地构建了“与汉仪杂就

之”的礼仪制度，兼收并蓄，广采博取，

在绵延数百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融

汇多元文化的典章制度。

本书通过追溯辽朝礼典编修的历

程、探析柴册礼的仪式构建及其所包含

的精神旨趣、考察分析再生礼源起、发

展、意义、探讨辽太宗引进“入閤礼”实

践的政治意涵、分析辽朝时期国家养老

制度的特点及影响以及辽朝时期官员

谥号赐赠的具体情况，深化了对辽代社

会文化的理解。对辽代捺钵问题的研

究 向 来 受 到 海 内 外 辽 史 研 究 者 的 重

视。本书从捺钵史料的检讨为出发点，

广泛地搜括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在深入分析、充分利用多种材料进行综

合研究的基础上，对辽朝捺钵营地的建

置与构造进行分析，基本搞清捺钵营地

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折射出作为高度杂

糅中原政治和北方游牧传统的辽朝政

治 文 化 特 征 。 同 时 ，在 前 人 研 究 基 础

上，对捺钵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及影响

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为辽代政治制度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为探讨中华民族多元

一 体 格 局 的 形 成 提 供 鲜 活 的 案 例 支

撑。北方游牧政权的政权体制与中原

农业社会的政权体制是我国境内不同

民族或部族政权分别采用的两种不同

的统治方式，自西汉直至清初，延续了

将近两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两种体制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

点 日 益 增 加 ，相 异 处 也 渐 被 理 解 和 适

应。

可以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所

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不同年代、不同

族群、不同政权恰逢其时地创造着不同

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

多元文化形成、发展的巨大动力之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契丹历史文

化、辽朝城镇、礼制文化和捺钵文化是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式政权体制的反映，

以之为视角进行辽朝社会史研究，有助

于重新审视辽朝政治、文化制度，是深

入拓展游牧政权体制研究的一大途径，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制度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中

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探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

鲜活的案例支撑。书中许多论点乃发

人所未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拓宽突破和创新的路径
——品读《松漠华章：辽朝社会史专题研究》

○张启民

四、小河沿文化陶器

小河沿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非

常丰富，有其独特性，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

夹砂陶可细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

夹砂褐陶、夹砂黑陶；泥质陶可分为泥

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夹砂陶

和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夹砂陶质地疏

松，需更加细心呵护，但由于成本较低，

仍是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泥质红陶也

掺杂一定数量的细砂粒，陶质较细腻。

陶器器形以罐、钵、盆、豆、壶、尊等

为基本器类。筒形罐是小河沿文化中

发掘数量最多的器类，相比红山文化筒

形罐体形略小，各遗址出土筒形罐器形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常有对称的双鋬耳

或环耳等附加物。壶类等器物以及部

分钵、盆、盂类也有双耳。豆形器是这

一时期新的器类，它融盘、钵、盆的特点

于一体，形成了各类豆形器，如钵式盘

豆、盆式盘豆、折腹盆式盘豆等复合式

豆形器。还有其他的融合类器物，如大

南沟的侈口盆等。筒形罐罐身分为两

部分，上部分直而渐深，折角后斜直渐

短，后来这种罐类成为典型的盂形器。

筒形罐也发展成为大口深腹罐。

小河沿文化陶器纹饰承继了红山

文化陶器纹饰的基本特点。“之”字纹

仍 是 其 特 点 之 一 ，压（拍）印 纹 、刻 划

纹、戳点纹、附加堆纹仍是重要种类。

但是纹饰仍有其独特性或创新性，出

现了绳纹和雷纹等。绳纹主要用在筒

形罐上，雷纹出现在彩陶上。

从陶器角度来看，小河沿文化更

多承袭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普遍

存在的筒形罐，但在小河沿文化和赵

宝沟文化中两者共性鲜明：均较矮胖，

腹腔较浅。另外，两者都有典

型的陶器——陶尊。当然，小

河 沿 文 化 也 受 到 了 红 山 文 化

的重要影响，甚至吸收了长城

一 带 中 原 地 区 文 化 的 某 些 因

素。

五、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陶

器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在陶

器制作方法上，除了承袭传统的泥圈套

接法外，轮制和模制也成为重要的制作

方法。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陶器类型

丰富，有鬲、尊、盆、罐、鼎、盘、豆、爵

等。其中深腹腔的筒状鬲、折腹尊等

较有特点，筒状鬲为典型器物，富有特

色，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容器最突

出的特点是出现了三足器，该器物制

作工艺复杂，是这一时期技术先进的

形态。

陶 器 以 灰 色 陶 为 主 ，火 候 较 高 。

有的是素面，有的是彩陶。彩陶上有

各种纹饰，如绳纹、链条形云纹、柳钉

状的附加堆纹等。有的纹饰与黄河流

域青铜器纹饰相似。彩陶图案纹饰色

彩鲜明，运用红、白两种颜色。白色颜

料 可 能 是 石 灰 石（CaCO3），红 色 可 能

是朱砂（HgS）等原料做成。

彩绘陶器多发掘于墓葬中，不同

的墓葬中陶器质量不同，彩绘的质量

也 不 同 。 敖 汉 旗 大 甸 子 夏 家 店 下 层

文 化 墓 地 中 ，发 掘 出 土 1600 多 件 陶

器 ，彩 绘 陶 器 占 总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左

右 。 有 300 多 件 彩 绘 陶 器 保 存 较 好 ，

颜色仍较新。彩陶上的颜色即使浸在

水中或乙醇中也不容易脱落。

陶器纹饰集中在两个部位，一个

是在陶器的腹部，彩绘的部分主要在

陶器的腹间，这是最先进入人的视域

的部位，也是彩绘者容易发挥才华的

位置。另一个是在陶器的边缘部位，

如口沿部、容器盖子、颈、足部等。纹

饰图案以动物、植物及其他自然现象

如 云 等 为 题 材 ，形 成 了 兽 面 纹 、龙 凤

纹、禾苗、花卉及勾云纹等。

夏 家 店 下 层 文 化 陶 器 纹 饰 继 承

了前面几种文化的元素并有所创新，

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纹饰样式的典型，

龙 纹 、凤 纹 、兽 面 纹 、云 纹 、花 叶 纹 饰

等 为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积 淀 了 深 厚 的 文

化基因。

通 过 这 几 种 纹 饰 也 从 另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出 夏 家 店 下 层 文 化 时 期 农 业

生 产 已 经 在 人 们 生 活 中 占 有 举 足 轻

重的地位，表明这一时期应属于农耕

时代。另外，通过将夏家店文化陶器

纹 饰 与 商 朝

时 期 纹 饰 对

比 ，发 现 其

纹 饰 特 征 有

许 多 相 同 的

元 素 ，如 兽

面 纹 饰 等 。

由

此

推 测 ，

也 许 夏 家

店 文 化 时 期

的 先 人 ，向 南 迁 移 ，成 为 了 商 代 的 先

民。 （二十一）

宗匠陶钧：红山文化之陶器（下）
○ 王 升

玉兰花开 谢小胖摄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海 内 存 知 己 ，天 涯 若 比

邻。

——〔唐〕王勃《杜少府之
任蜀州》

原典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

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
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
巾。

释义
《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初

唐四杰”之首王勃的一首送别
诗。其颈联“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一般认为受到了
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
海，万里犹比邻”的启发，但高
度概括，已成千古传诵的名
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存：有。意思是：四海之内
有了知己，即使远在天边，也像
邻居一样近。“海内”极言其广，

“天涯”极言其远，而“比邻”又
极言其近，几相对照，反差极
大。而诗人用“存知己”作为串
联的纽带，让人觉得，正因极
广、极远，才越发显得贴近。正
印证了王国维的那句“有境界
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学
者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另有新解，认为“存”字当作

“思念”讲。如《诗经·郑风·出
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
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也
就是说，知己之间互相思念，客
观上的“天涯”也可化作心中的

“比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