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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辽宁省法库叶
茂台七号辽墓出土两幅绢画，一
幅是《深山会棋图》，一幅是《竹
雀双兔图》。这两幅画挂在棺床

“小帐”内东西两侧，虽历经千年
却基本保存完整，它们是目前辽
宋时期墓葬出土的唯一挂轴绘
画文物，唯一性让这两幅画成为

“标准件”——具有对其他辽宋
绘画作品对照、辨别功能，为研
究辽宋时期的绘画、装裱、悬挂
方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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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茂台辽墓绢画是当时绘画作品的“标准件”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契丹女贵族墓中发现古画
1974 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法

库叶茂台辽墓群发掘一座契丹贵族
妇女墓葬。墓葬由一个主室、一个
前室和两个耳室构成。主室安置一
木构“小帐”式棺室，内横置石棺。
令人惊奇的是，棺室内东西板壁上
挂有两幅绢画，且绢画基本保存完
整。

这两幅画的面世，迅速引发热
议。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在《叶
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它》
文稿中描述：“据我们所知，在历年
发掘的许多辽墓中,出土卷轴画,这
是第一次。而且,特殊之处在于它并
不像一般的墓葬那样以画卷原封随
葬,而是展开悬挂在墓内的……这种
方式是前所未见的。”西面出土的为
花鸟画，被定名为《竹雀双兔图》；东
面为山水画，定名为《深山会棋图》。

东面山水画为青绿设色，上部绘
峭峰陡起，白云掩映其间；中部松林
楼阁前有两人对坐下棋，右侧有一
童仆；山下有一宽袍大袖、头着高冠
者策杖而行，后面跟着两个童仆，一
人背琴囊，一人背酒葫芦。

再看西面的花鸟画，上部画 3 根
双钩竹子，上各立一雀。下部画两

只兔子在吃草。竹丛下生长的三朵
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
白头翁。此外，满地画了零星的车
前子和杂草，中间三株植物画得鲜
艳肥大，令人瞩目。

这两幅珍贵的画作均无作者名
款，也没有题识和收藏印记。学者
徐英章曾在一篇文中解释说，其一，
是北宋初期以前的绘画作品一般都
不署名；其二，是两幅古画未经流传
收藏所致。

由于并未出土相关的墓志，这座
被定名为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墓主人
具体身份充满神秘色彩。考古工作
者对墓主人颅骨进行测量、分析，得
出结论：墓主为妇女，年龄在 45 岁至
65岁之间；墓主人可能有一定残疾。

墓主人的社会地位非常尊贵，从
随葬有贵重物品来看，她或与皇室
有一定关系。考古学者李宇峰撰写

《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年代
及墓主身份》，文中提出，此墓主人
可能是辽朝皇室公主。一方面，法
库叶茂台墓地为辽朝皇后一族萧氏
家族墓地，墓主大多是萧氏；另一方
面，墓中出土的棺床小帐与高翅帽
也是公主享用的制式。

两幅画作被定为“标准件”
毫无疑问，考古人员能够判定叶

茂台七号辽墓出土的两幅绢画为辽代
古画。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告诉
记者，这两幅画作是辽宋时期墓葬出
土的孤品，可以被认作该时代画作的

“标准件”，成为中国书画研究、鉴定的
重要参照物。

董宝厚解释说，这种珍稀程度主要
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困境造成
的。在书画鉴定过程中，即使是经历无
数藏家认定，所藏书画也很可能是赝
品。传世作品的鉴定十分困难，收藏者
的学识和认知都可能影响对作品的认
定，还有历代收藏者的变换，都可能造成
信息湮灭，使画作真伪极难判断，这就凸
显了书画作品“标准件”的重要性。一件
毫无瑕疵、无争议的书画作品，能够大大
拓展中国书画研究的边界。

因时间间隔近，存世量大，明清时
期书画鉴定相对容易，最难判定的是
唐宋时期画作，偏偏这两个时期在中
国绘画史上尤为重要：唐代的人物画
日臻成熟，五代到宋初是山水画、花鸟
画的转变期和成熟期，这两个朝代奠
定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审美理念，但恰
恰唐宋时期的存世作品极少，很难找
到可参照的“标准件”。

杨仁恺认为，我国山水画创作的相
对年代有可能在公元940年到968年。
花鸟画的相对年代可能稍晚,但下限也
不晚于公元979年左右。记者核算了一
下，这个时间段相当于辽代中期以前。

对于叶茂台七号辽墓的断代，目
前学界有两种观点。首先是以考古报
告为代表的，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
进行判断，认为此墓年代应为辽代早
期，墓葬的大致年限在公元 959 年至
986年。其次是以著名历史学家、文物
考古学家曹汛撰写的《叶茂台辽墓中
的棺床小帐》为代表，从墓中带有浓郁
的道教色彩装饰品、陪葬品来判定此
墓为辽代中期所建。

董宝厚说，这两幅画的重要性就在
于我们知道它产生的大约时间段，尤其
是下限时间，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辽代
中期以前。在画作的诞生时间早于下
葬时间的前提下，画作时间还可以继续
前推。这是其他传世作品所不具备的，
很多专家在传世画作上的判断可能产
生分歧，但考古出土的画作不会。从唐
宋至今的千余年时间，有无数的画作消
失在古墓中，但有了《深山会棋图》《竹
雀双兔图》，便能一窥辽宋时期绘画作
品的真实样貌，更能为其他辽宋时期的
画作做出参照对比。

呈现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真实过程
这两幅珍稀画作出土近50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形

成了各种判断和猜想。
关于这两幅画作的主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

杨仁恺、徐英章等学者认为《深山会棋图》是“山林隐逸
的情趣”。而李清泉等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
两幅卷轴画寄托了墓主人的家人希望她能够跟随画中
的主角进入仙境。墓穴的结构则象征着她已经完成生
命的转化，成为接受子孙祭祀的对象。

徐英章认为花鸟画是辽画中的常见题材，辽墓壁画
内容与《竹雀双兔图》相比较，在构图、画风、设色及所描
绘的自然景物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据史料记载，已知
的辽代著名画家近 20 人，名不见经传的画师更不会
少。由此可见，此画的作者应是契丹画家。

也有学者从两幅画的主题呼应入手，《竹雀双兔图》
中出现的植物有蒲公英、地黄和白头翁，以三种不同的
草药入画，也是传世同时期作品中所未见的。画作中的
三种草药占据画面最核心位置，这也许与墓主人死于疾
病有关。如果《深山会棋图》寄托了墓主人的升仙愿望，
那么《竹雀双兔图》可能表达了“去病”的主题。

关于两幅画作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日本著名学者小
川裕充在《五代·北宋绘画的透视远近法——中国传统
绘画的规范》一文中作了阐述。他评价《深山会棋图》，
认为画家准确地理解了当时以树高的比例表现空间深
度这一山水画手法，同时采用了色彩远近法。“可以说，

《深山会棋图》运用了这个时期中国山水画的造型手法
中除最为困难的阳光表现以外的透视远近法和一水两

岸法等几乎所有的方法。”
董宝厚认为，虽然这两幅画不是同时代的顶级作

品，但在学术价值上确是不可替代的。一是辽宋画传世
的不多，传世的真品更少，这两幅辽画的发现，为研究辽
宋时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实证。

二是两幅画呈现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真实过程。
《深山会棋图》是山水画，就在这幅山水画创作时间的前
后，中国绘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山水画和花鸟
画相继成熟起来，渐渐占据画坛主角位置，那么逐渐走
向成熟期需要经历哪些变化和探索？通过这两幅画的
画面细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臻成熟的作品，找到学
术史的“标准件”。

三是终于见到原装原裱的古画。据文献记载，书画
装裱出现的时间很早，但传世作品多已历经重新装裱。
北宋以前画作的原装至今已很难见到。尽管这两幅古
画装裱简单，画心两侧既不套边，也不镶裱，仅画心上下
接天头地脚，可能属于当时流行的一种简装，但对研究
古画装裱的形制与演进，却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例证，
十分宝贵。

这两幅画的出土，为中国书画研究开拓了新的边
界，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提出了新的问题。董宝厚
说，有一些问题现在还没办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和公认的
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
会引发更为深入的探索。我们会对美术史有更深刻的
认识。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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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件”
寻找历史真实

简单理解，文物“标准件”
就是指那些有准确信息的、能
为其他文物做参照、从而对其
他文物进行鉴定的文物。有研
究者指出，建立相同题材标准
件数据库，形成“标准件群”，可
以对相应文物进行快速鉴定，
尤其在文物的断代问题上，简
便、快捷。

学习、研究和鉴定中国古
代书画有一种基本方法，叫比
较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核心理
论是掌握大量历代书画家的

“标准件”，再对画面进行相同
题材的切片式对比，得到时代
和画家的共性及独特性，从而
对书画进行鉴定。

叶茂台出土的两幅辽代古
画《深山会棋图》《竹雀双兔图》
之所以被定义为国宝，恰是因
为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唯一
性。这两幅古画是辽宋时期墓
葬中出土的画作孤品，因为其
年代相对确定，又是辽墓中的
原件，所以，它们是鉴定辽宋时
期绘画的“标准件”。有了它
们，我们能够了解这一时期画
作的绘制、颜料的选取和画作
的风格特征，甚至装裱方式等

历史信息，而这些能用来判断
从唐到宋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
状况，能用来鉴定其他的辽宋
绘画作品。

在考古过程中，研究人员
经常以出土的文物作为证据，
同文字、书画作品相印证，增加
历 史 上 某 件 事 、某 物 的 确 定
性。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二重
证据法，即是将考古得到的地
下实物与古书记载相结合，两
者互相佐证，能得出比较确定
的结论。

当然，“标准件”不只是书
画作品，还可能是其他有确定
年代可考的文物。在诸多不确
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是文博学
者、考古学者和文化史研究者
的工作内容，在时间的长河中
他们向前回溯，依靠《深山会棋
图》《竹雀双兔图》等各种“标准
件”，寻找历史的真实面目。

国宝就是中华文明史中那
些确定的“标准件”，它们蕴含
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使其在
每个确定的时间和空间点上有
着独一无二的参照物作用。有
了它们，我们能够知其从何而
来，知其如何发展……

刘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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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库叶茂台七号
辽 墓 出 土 ，共 两 幅。
右为《深山会棋图》，
上为《竹雀双兔图》，
现 藏 于 辽 宁 省 博 物
馆。研究认为，这两
幅画的创作时间不晚
于辽代中期。它们是
目前我国唯一从辽宋
墓葬中出土的完整的
绘画作品，对其他辽
宋时期绘画作品有对

照、辨别作用，被
誉为“标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