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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辽墓壁画生动呈现辽代社会生活图景
头顶剃光，头两侧或额角各留一缕发辫……目前出土的辽墓壁画大多留

下契丹人如此生动真切的形象，阜新关山辽墓群壁画便是其中重要代表。关
山辽墓的主人萧和家族在辽代中晚期影响政局长达70多年，留存在墓中的壁
画规模宏大、画作内容丰富，为后世留下了那个时代珍贵的形象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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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
员都惜青介绍，关山是医巫闾山脉最北端
一片丘陵区的总称，这里有多座辽代墓葬，
总称为关山辽墓群，目前已清理发掘 9 座
辽墓。根据出土墓志，考古人员确认这里
是辽代中晚期贵族萧和的家族墓地。

关山辽墓群的4号墓是萧和与其妻耶
律氏合葬墓。根据墓志可知，萧和英年早
逝，死后被多次追封，甚至“三封王”。这些
荣宠跟他的二女儿萧耨（nòu）斤即辽圣宗
钦哀皇后有直接关系。此外，他的两个孙
女分别为辽兴宗仁懿皇后和辽道宗宣懿皇
后，即“一门出三后”，萧和家族先后有十多
人封王，人称“四世出十王”。萧和家族对
辽代中晚期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一
时期政坛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如“钦哀政
变”“重元之乱”“宣懿诬案”，均由该家族
成员扮演事件的主角或重要角色。

记者查阅史料得知，“钦哀政变”爆发
于辽兴宗重熙三年（1034 年）。辽兴宗的
生母即为萧和的二女儿钦哀皇后萧耨斤。
辽兴宗登基后，她自封为皇太后，大权独
揽。为了夺权，她与自己的兄弟、萧和的二

儿子萧孝先合谋，企图废掉辽兴宗耶律宗
真，另立自己的小儿子耶律重元为帝。不
想事情败露，辽兴宗震怒，在重熙三年农
历五月将钦哀皇后废除，并逼迫她去“躬
守庆陵”。

“重元之乱”又称“滦河之变”，是辽皇
族内部争夺帝位的政变事件。辽道宗清宁
九年(1063 年)农历七月，耶律重元自立为
皇帝，任命萧和孙子萧胡睹为枢密使，发动
政变。结果政变被粉碎，耶律重元、萧胡睹
自杀，萧胡睹的父亲、萧和第四子萧孝友受
牵连被赐死。

“宣懿诬案”则直接发生在萧和家族成
员之间，萧和的曾孙萧德良为了争权，勾结
辽道宗宠信的重臣耶律乙辛，诬陷自己的
堂姑、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萧观音被辽
道宗赐死。从此，萧和家族逐渐没落。

萧和家族从辽圣宗晚期在政坛异军突
起，至辽道宗大康年间逐渐淡出，前后共
70余年，阜新关山辽墓群正是萧和家族显
赫家世的缩影。目前，已经考古发掘的 9
座墓葬中有 8 座存有壁画，为后世留下那
个时代的生动记忆。

萧和家族与辽代中晚期许多大事有关联

关山辽墓群 4 号墓是萧和夫妻合葬
墓，墓葬规模在关山墓地中最大。墓道南
北两侧绘制的“出行图”壁画被整体揭取和
处理后，保存于辽宁省博物馆。这组“出行
图”场面宏大、画面精美，出行仪仗中有象
征王爵身份的“五旗五鼓”，这反映出在萧
和死后，整个家族因其二女儿被封为皇后
而享受富贵的史实。

南侧一组共绘 14 名汉官和 1匹白马。
14名汉官皆中年男性，装束基本相同，手中
持不同物品，徒步而行。北侧一组则是契
丹人“出行图”，被命名为《驼车出行图》。
以门庭为背景，共绘契丹人物14人，驼车1
辆及马匹若干。画中的契丹人物分为3组，
分别负责执掌旗鼓、护卫主人和牵引驼
车。画中的青年都是髡发、无须，戴耳环，
穿着圆领紧袖长袍、短靴。执掌旗鼓的9人
居前，护卫2人居中并紧邻女主人乘坐的驼
车以备不测，3名青年驭手牵引驼车居后。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人员魏聪聪考证，这是
现存辽墓壁画中最早的“驼车出行图”，因
此，绘画表现出更多的写实特征。

在《驼车出行图》中，研究人员发现了
异常。细看画面中左侧驼车一组人物：前

面牵驼的人正引驼前行，他左手执缰，右手
持鞭，正回头张望。第二个人立于车辕内
侧，被骆驼挡住大半个身子。异常出现在
第三个人物身上，他走在车辕中部的外侧，
左手握住车辕下的短绳，右臂下垂。从直
观上看，他的身体线条与驼车线条重叠，既
不在车外也不在车内，而且给人一种双脚
没沾地、身体悬空的感觉，这显然不符合绘
画的规则。《关山辽墓》报告中分析：“画面
上可以清晰看见第三人身上透映出车辕和
驾辕骆驼的左后腿，推测第三人为画成后
又添加的一个人物。”

那么，画师为什么要后添加这个人物
呢？表面上看，加上这个人物之后，墓道南
北两壁的人数都成了14人，实现了人数的
对称，但是深入研究后，人们发现更多的内
容：经过近千年时光，这个人物身上不仅透
出了车辕和驾辕骆驼的左后腿，还透出骆
驼的生殖器。这说明，当时添加这个人物
极有可能是为了遮盖不想展示或者不合适
的壁画内容，只是经过千年时光，颜料褪
色，遮盖部分露了出来。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北方画师高度写实的绘画风格，这一现
象对于研究辽代绘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呈现高度写实的绘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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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惜青说：“关山辽墓群壁画数量较
多，绘画内容丰富，从中还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契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

据介绍，关山辽墓群除了6号辽墓没
有发现壁画之外，其余8座墓或多或少都
有壁画。这些壁画都绘在白灰墙面上，所
画内容既有常见的出行、门神、仙鹤等内
容，又有较少见的对弈、修道、伏鬼等题
材。从绘画技法上看，有的采用墨线白
描，有的工笔细绘，一般都是先用墨笔勾
出轮廓，再用颜料敷彩。这些壁画多层
次、多角度地反映了辽代社会的风俗、礼
仪、宗教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具有重要的

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沈阳师范大学研究人

员孙恺祺在研

究壁画中的人物造型时，特别注意了4号
墓中富有辽代特征的门神形象。

4 号辽墓的南北两壁各绘有巨幅门
神，高达4.8米。他们是武将装束，分腿站
立，手执兵刃。南壁门神右手持宝剑，斜
立于胸前，左手捏一颗宝珠擎于胸前，宝
珠上有云气缭绕。门神双腿分立，二目圆
睁，怒视前方，神态威严。北壁门神为姜
黄脸膛，横眉立目，头戴兜鍪，身材、装束
及所持宝器与南壁基本相同，但腰间不束
云带，相貌更加凶恶。

门神是中原文化中的传统绘画内容。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订鬼》中记载：

“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
万鬼。恶害之鬼，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
作礼，以时驱之，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以

御凶魅。”不过，研究人员注意到，最早的门
神神荼和郁垒，都是神的形象，而且以姿态
休闲、神态自适的样子出现在民间，到后来
的钟馗“生铁面虬髯，相貌奇异”的凶戾形
象问世，再到以真实人物绘画为原型的尉
迟恭和秦叔宝为门神的俊朗形象，他们都
有着自己固有的人物形象。

关山辽墓群中虽然采用了中原文化
中的门神内容，但是所绘门神形象又有所
不同，有着自己独特异域风格的原型和样
貌特点。对于辽墓壁画所反映的辽代民族
文化融合情况，我省考古学家李文信在上
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他在清理关
山1号辽墓时在墓门左右两壁和拱顶，发现
有壁画。他指出：“虽然内容简单，笔墨不
多，但在传世绘画绝少的辽代说来，也是极

为可贵的。”
关山1号辽墓的壁画是在白灰壁上画

的墨笔人物故事，构图都很简洁。右边墙
壁画着戴乌帽穿大袍的二人，在草坪上对
坐下围棋，正面一僧人坐观，三人前面石
台上放有杯、盘、炼盂等器皿，左下方有怪
石、巨松，松树老干苍古、枝叶繁茂。

李文信详细描述了左边墙壁上的壁
画：一人坐石上，穿长袍，足着长筒靴，头
发四垂，微有髭须，衣着发饰，很真实地再
现了契丹人形象。其前地面上插一利剑，
再前置一个三段式方炉，炉火直上，烟焰
烛天。其后，岩石突起，巨松矗立，松叶更
为葱郁。他指出：“这是一幅用契丹人形
象表现中国古代炼剑故事的作品，是民族
文化融合的一例。”

辽墓壁画反映了南北文化融合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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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驼车出行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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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惜青说：“关山辽墓群壁画不仅为研
究契丹服饰、出行仪仗、绘画风格提供了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辽代政治制度
提供了实证。”

《辽史》中有关于辽代驼车的样式、用
途的描述，但词语生涩难懂。《辽史》中还有
一则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的记载：“九
月丙寅朔，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
以助会亲颁赐。”讲的是骆驼作为贡品使
用。人们研究认为，骆驼驾车，耐力非凡，
是牛马不能比拟的，又因为骆驼数量远不
及牛马，因此多在贵族中使用。

粉本是绘画中的术语，指中国古代绘画
施粉上样的稿本。人们注意到，关山4号辽
墓壁画是对墓主人生前真实生活的一种写
实描绘，而且处于创作探索的初级阶段。随
着《驼车出行图》的传播，粉本在辽代逐渐演
化成代表契丹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存在，粉本
又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出现在贵族墓葬中，
其画面内容随之失却早期的写实性和生动
性。同样是关山辽墓群，3号、8号、9号墓中，
由于表现空间宽阔，画师技艺精进，画面内

容普遍比4号墓更为丰富。除了常见的鞍
马、驼车之外，往往还有人数众多的随行队
伍，画面人物多达十余人甚至几十人。这样
的稿本在辽圣宗末年时甚至被借入到了汉
族墓葬当中。

当然，墓道两侧分列汉官与契丹人物
的主要特征没有改变，这直接反映了辽代
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南北面官”。

契丹建国后，耶律阿保机任用韩知古
等汉族知识分子为辽朝制定了一些典章制
度，官制开始汉化，当时还设“汉儿司”机
构，由韩知古主持。辽取得燕云十六州后，
官制变得复杂，于是采用“因俗而治”的统
治办法，以适应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形成了南北两套、“一朝二制”的官
制统治体系。《辽史·太宗纪上》中记载，当
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
人”。这里的国制，是指契丹固有的制度。

在辽朝这种统治策略下，我国北方出
现了契丹族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并
存的现象，反映了辽在多民族统一国家里
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壁画反映辽代独特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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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执掌旗鼓，

9 人

画师后添的人
第三组牵引驼车，

3 人

第二组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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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道南侧汉官“出行图”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