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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
。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
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书为图文书，全书
共3万字，100幅图片。从画像石的起源、历史考证、文化含义、制作技艺毅力文化传承
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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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他们兄弟两人放下贵族的架子，穿上当地人的衣裳，从俗而躬行，与江南人民和睦相处
，向他们传授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开荒耕作，栽桑育蚕，驯养家畜，兴修水利，
发展经济和文化，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被尊为首领，建立的国家号日“句吴”（勾吴
），其地在今江苏、上海的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
据传泰伯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改进是多方面的，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增收粮食之外，还由
“半生为食”改为全熟食，由“搭棚为窝”改为建村立巷，并且“以歌为教”，将周族
的诗歌同原有的蛮歌、土谣结合起来，形成了“吴歌”的雏形。至今在江苏无锡梅里一
带，还留有一些名称，如人工运河称为“伯渎港”，有村落“荆村”、“蛮巷”等。据
说泰伯曾在梅里一带筑起一座土城，名日“吴墟”，后人也叫“吴城”或“泰伯城”。
泰伯死后无子，葬今江苏无锡之梅里。其弟仲雍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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