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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

玉兔捣药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玉兔和
明月有着密切的联系。“金乌长
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这
是诗人韩琮用金乌玉兔的飞走
代表日月交互运行，感慨青春不
常。其中所提到的“金乌”和“玉
兔”，便是三条腿的乌鸦和捣药
的兔子，它们曾是西王母的侍
者，在此却成了太阳和月亮的象
征。诗人欧阳修在《答圣俞白鹦
鹉杂言》中也有“兔生明月月在
天”之语。画像石中的玉兔捣药
常出现在西王母图像附近。汉代
流行黄老思想，受此思想影响，
人们追求长生不老，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养生方式，就是幻想像嫦
娥那样，吃了长生不老之药后升
天做神仙。当然，这种药凡人是
很难得到的，只有西王母才有。
为西王母捣制长生不老之药的
就是两只玉兔。

汉代画像石中的玉兔捣药，
如同舂米一样，两手持杵向石臼
中用力冲击。玉兔动态各异，非
常生动，跃动感极强。欣赏玉兔
捣药的图像，静止的画面似乎也
要动起来。玉兔捣药为西王母的
周围增添了一种活跃的气氛，也
呈现出仙界的神秘性。

在许多典籍中，都有关于玉
兔捣药的记载。《春秋运斗枢》
曰：“玉衡散为兔。”《山海经》曰：

“大池山有兽如兔，鼠首，以其背
飞，名飞兔。以背上毛飞去。”傅
玄《歌辞》曰：“兔捣药月间安足
道，神乌戏云间安足道。”《典略》
曰：“兔者，明月之精。”《乐府歌
诗》曰：“采取神药山之瑞，白兔
捣成蛤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音
盘)。”这些典籍的年代各不相同，
但是都集中描写了玉兔故事和
玉兔捣药的传说，它们也共同反
映出玉兔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
关系。

蟾蜍伴月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文中
提到的玉兔捣药图像里，有的
石臼被直接放在地上，而有的
石臼则被一只蟾蜍高高举起，
蟾蜍双腿叉开，浑身用力，身子
挺立，将石臼高高地举过头顶，
这般模样俨然化身为一位大力
士，诙谐可爱。蟾蜍托臼的图像
反映了蟾蜍和玉兔是亲密的伙
伴，也反映了蟾蜍和月亮之间
的密切关系。

《淮南子·精神训》中记载：
“月中有蟾蜍。”汉代刘向的《五
经通义》中说：“月中有兔与蟾蜍
何？”这是认为月中有兔子和蟾
蜍两种精灵。在画像石中，太阳
中往往单独出现金乌，而月亮中
则有时同时出现玉兔和蟾蜍，有
时单独出现玉兔，有时单独出现
蟾蜍，其中蟾蜍单独出现的图像
较为常见。

1955年陕西绥德征集的画
像石中，有太阳和月亮的形象，
它们分别在“周穆王会见西王
母”画面的两端，其中玉兔和蟾
蜍同时出现在月亮中，而金乌
单独出现在太阳中。山东滕州
官桥镇大康留庄出土的一件画
像石上描绘有日月星辰的场
景，这是一幅以日月为主体的
完整画面。画面中凤鸟载着日
轮，月轮之外绕着一条大龙。日
轮中刻着三足乌(另一只动物似

乎是天狗 )，月轮中刻着玉兔捣
药和蟾蜍。天空中群星密布，云
雾缭绕，星辰闪烁其中，神鸟翱
翔起舞，伏羲女娲为凤鸟喂食。
而在陕西米脂县出土的一件画
像石中，金乌和蟾蜍分别单独
出现，代表着太阳和月亮，周围
云雾缭绕，象征广阔高空。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名
为苍龙星座的画像石，画面中苍
龙的身躯蜿蜒缠绕，似正在高空
飞舞。苍龙四周分散有十八颗
星。画面的左上方为一轮圆月，
圆月中刻有玉兔和蟾蜍，其动态
甚是灵动：左侧的玉兔四肢腾
空，抬头梳耳，似正在空中飞奔，
右侧的蟾蜍四肢舒展，背对画
面，身躯扭动，似乎正在空中起
舞。该星座由角、亢、氐、房、心、
尾、萁七宿组成，这就是古人眼
里的四宫二十八星宿之“东宫苍
龙星座”。整幅画面元素丰富，动
感十足，营造出空中神奇瑰丽的
奇异景象。

常羲捧月

我国古代有“羲和主日”说
和“常羲主月”说。

据说羲和是天帝的妻子，她
是太阳的母亲，生了十个太阳。
而常羲也是天帝的妻子，她生了
十二个月亮。《山海经·大荒西
经》中记载：“有女子方浴月。帝
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
之。”意思是常羲在给月亮洗澡，
这样可以使月亮变得更加明亮。
月亮有圆有缺，一年中有十二次
反复，也就是月亮的生与死。有
的学者说，这十二个月亮可能代
表着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来
源，它与十个天干合成六十年甲
子的“天干地支纪年法”。

在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
上，有的将羲和与常羲刻在一
起，她们人身蛇尾，分别手捧日
月，头向相反，各占一头(天干与

地支)，两尾交缠在一起，成为一
个整体。

河南南阳出土了多件绘有
常羲捧月形象的画像石。其中一
件画像石中刻一女子为常羲，人
首蛇身，头梳高髻，身着上襦，有
双爪和双翼，双手捧着一轮满
月，月亮内刻有蟾蜍。另一件出
土于王庄的常羲捧月画像石雕
刻得更为精致。画面中常羲将月
轮高高地举过头顶，身体扭曲，
一爪蹬地一爪翘起，似乎正在疾
走，长长的尾巴弯曲缠绕。人物
周围还有云雾、神鸟等图案，共
同烘托出常羲所在的高空。

为何画面中的神仙不是美
艳的女子而是人兽合一的形象
呢？据专家解释，在中国早期神
话中，人兽合体、半人半兽的形
象极为常见，比如，女娲人首蛇
身，西王母虎齿豹尾。这来源于
人类早期对自然界的原始崇拜，
女人被神化的现象多和部落图
腾中的动物有关。

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我国流
传很广，画像石中也多见对这一
内容的艺术呈现。

1964年，南阳小西关出土了
一件嫦娥奔月画像石，石长143
厘米、宽60厘米、厚12厘米。这件
画像石后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
文物，如今收藏于南阳汉画馆，
是南阳汉画馆的镇馆之宝。画像
石中，一女子人首蛇身，头梳高
髻，身着宽袖长襦，后拖曲尾，双
手前拱，面部表情兴奋欢快，双
爪散开，面向月轮呈飞升状。背
景中散布着九颗星宿，云雾缭
绕。画面左边有一圆月，月内有
一蟾蜍，月亮外侧有锯齿状环形
装饰物。整幅画灵动神秘，体现
了汉代的天文观念和人们的信
仰，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1999年3月16日，中国邮票总公
司发行了《汉画像石》邮票，全套
六枚，展示了全国多个地区的画
像石，其中第六枚就选择了南阳
汉画像石中的这幅精品“嫦娥奔
月”。2012年6月，“嫦娥奔月”的
拓片还搭载神舟九号飞船实现
了太空之旅。

南阳出土的嫦娥奔月主题
画像石共四件，除了前文中提及
的最为著名的一件外，其他的几
件也各具特色。比如，一件画像
石画面左上位置刻有一轮满月，
其下一女子为嫦娥，头绾高髻，
身着宽袖贴身锦裙，裙摆随风微
动起伏，摇曳生姿。飘带与细长
的蛇尾略有缠绕，相映成趣，纤
盈舒展。画面中一人与嫦娥侧身
相对，后有奇兽长颈、双首、独
角，乃传说中四瑞兽之玄武。画
面布局富有平衡和谐之美，飞扬
灵动，生意盎然。

如今的南阳，依然流传着不
同版本的嫦娥奔月传说以及相
关的风俗活动。在南阳地区有一
个历史悠久的“嫦娥家的大黑
牛”故事。据说嫦娥在奔月以前，
她家养了一头大黑牛，有个神仙
去赴王母的蟠桃宴，便把大黑牛
骗到了天宫，献给王母娘娘。有
一天，嫦娥去天宫借牛耕地，王
母娘娘不同意，大黑牛便偷偷回
到月宫，因此被王母娘娘打入东
海受苦。嫦娥疼爱大黑牛，便派
遣癞蛤蟆精把大黑牛搭救出东
海。王母娘娘知道后大怒，又派
遣神兵天将前往捉拿，大黑牛钻
进地洞，被天将封在里面。大黑
牛只好越变越大，但始终没有撑
破地皮钻出来。从此，平地隆起
一座八百里伏牛山。这就是南阳
伏牛山的由来。

欣赏了画像石中灵动的玉
兔、可爱的蟾蜍，领略了画像石
中常羲和嫦娥的风姿，我们不
禁被古代匠人们杰出的构图能
力和精湛的石刻技艺所折服。
石头是最坚硬的物质载体，而
巧手匠心的艺术家们却在这些
石头上创造出了最为灵动的艺
术之花，开创出精彩而丰富的
艺术世界。

欣赏画像石上的中秋图像，
我们也仿佛穿越回了两千年前
的汉朝，见证彼时庆祝中秋的美
好时光。时光流转，斗转星移，这
些石头上的美丽图画却亘古流
传，在历史的洗礼中愈发熠熠生
辉，一如中秋的圆月，古人今人
若流水，而这轮皎洁的明月，却
承载思念、光耀万年。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
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画像石里的中秋图像
画像石是汉魏时期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中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是一

种精美的石刻艺术。汉代画像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和宗
教信仰等，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重要资料。

神话传说是汉代画像石中较为常见的描绘内容，其中不乏对中秋故事的艺术呈现。玉兔捣
药、金乌玉兔、常羲捧月、嫦娥奔月等都是和月亮、中秋密切相关的图像。尽管这些故事大致相
同，但妙手匠心的石匠艺术家们却设计出了丰富多变的图像内容，他们创作的画像石构图多
变、风格多样，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中秋图像文化。

▲嫦娥奔月画像石邮票

汉苍龙星座画像石拓片

汉代画像石中的金乌和蟾蜍

画像石中的玉兔捣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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