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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研究的
考古学基础、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结论、附录、插图目录、主要参考文献、历史文
献、考古资料、研究著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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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杰，1970年生于西安，本科、研究生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博士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
史论专业。
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陕西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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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唐代石椁墓墓主 石椁的使用是古代帝王对皇族贵戚的特殊礼遇，也是为巩固
政权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未得诏准所有人不得在墓葬中使用。
现已发现唐代29具石椁的墓主身份大多是正二品以上高官或皇族。
 淮安王李寿系唐高祖李渊从弟，海州刺史李亮（李虎第八子）子，以“诏与赠司空”的身份下葬。
郑仁泰是李渊太原起兵和玄武门兵变的开国元勋，帝赐开国郡公“并立第一功臣”，“诏葬昭陵”。
杨思勖虽为宦官但官至从一品并深得玄宗恩信。
契苾明为唐代著名蕃将契苾何力之子，正二品。
延载二年（695）正月一日，则天太后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大奖功
臣，契苾明应是在这种情况下得赐“东园密器”。
李晦为李氏宗亲，并官至正二品，垂拱初，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并秋官尚书，永昌元年（689）卒，则
天皇帝赠幽州都督。
韦洵、韦洞、卫南县主、韦城县主俱是韦后之兄妹，迁葬京邑时正值韦后当政，得以王礼诏葬并赐“
东园秘器”。
李福，贞观十三年（639）受封，咸亨元年（670）去世，赠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房陵大长公主为高祖第六女。
韦珪、燕妃、武惠妃及贤妃王芳媚均为皇妃。
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都是与武则天不睦而致死的李唐宗室，中宗复位后改葬三墓乾陵，并
赐懿德太子“号墓为陵”。
李宪“让皇帝”、睿宗长子，以帝陵建制。
 以上诸人，或因其皇族身份或因其官至极品，在墓葬中使用石椁应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金乡县主墓、薛儆墓、杨会墓、武令璋墓及秦守一墓中使用石椁是否“逾制”却颇多争议。
 金乡县主系滕王第三女。
滕王李元婴为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贞观十三年已亥丙申，封皇弟元婴为滕王”。
但其在高宗时与将王恽、江王祥、虢王凤以暴敛出名，其时传言“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
、蒋、虢”。
滕王一生了无政绩，屡遭贬斥，死后陪葬献陵。
金乡县主为滕王之女，自然在其时并无特权可言，其夫于隐，官仅七品，更是微不足道。
“从政治背景看，金乡县主无法和万泉县主相比，在身份地位上也无法和李凤、李仁等亲王相比，这
几位亲王尚且不能用石椁，只用了石棺床，而金乡县主墓却使用了石椁。
”类似于金乡县主的薛做，虽为睿宗驸马但地位并不高，政绩平平，也使用了石椁葬具，而地位高于
二者的万泉县主墓，不但没有使用石椁，甚至连石棺床或石棺都未使用。
所以_，发掘者认为该墓当属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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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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