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虎皮为装饰
取其勇猛有威仪之意

汉代，在肖形印中虎形肖形印同样

占有较大比重，图形的重复性也很强。

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

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

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

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

等。学者赵洋认为，人搏虎的图形模式

与先秦至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古时虎行于山林草泽，多为人患，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受其害。至两

汉时期，虎患仍然有增无减。汉代虎形

肖形印中有一类虎形印的图形着重突

出虎皮的纹饰，从先秦时期开始，行道

多以虎皮为装饰，取其勇猛有威仪之

意，从风俗角度来看，在汉代虎皮与虎

纹也完全具备了趋吉避凶的功能与寓

意。虎能够除恶鬼，辟不祥。

唐宋出现了一批
擅画猛兽的画家

在中国绘画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

开始出现以狮、虎等猛兽为主题的绘画

作品及作者的文献记载和评论，而唐、

宋两代是花鸟画科发展成熟的关键阶

段，也是猛兽题材在中国绘画史中地位

越发突出的时期，出现较多擅长该题材

的画家，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

远《历代名画记》及宋编《宣和画谱》等

古代画史著作来看，唐、宋时期集中出

现了一批擅画猛兽的画家，包括唐朝阎

立本、韦无忝、韩王李元嘉、李渐，五代

厉归真、王道求、蒲延昌，宋朝包贵、包

鼎、赵邈龊、辛成、龙章等人。

学者倪纯如认为，他们的创作除延

续魏晋南北朝形成的几类主题统摄下

的绘画创作外，在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注

重猛兽的真实形象与习性特征的表现，

围绕笔墨变化特性与对象特质相结合

表现的画面整体意境，展开了诸多创作

方法的尝试。唐宋时讨论猛兽题材绘

画创作的相关理论也逐渐成熟，尤其围

绕唐朝李渐、宋朝包鼎、赵邈龊等几位

画虎名家的高下评断争议，塑造了品评

这一题材绘画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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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知，早在新

石器时代，作为百兽之君的虎，即开

始被人神化。仰韶文化墓地内发现

了用蚌堆砌的龙、虎造型，说明虎和

龙一样成为人们崇拜的神兽。商代

妇好墓中出土八件玉虎，造型工艺繁

简不一，但都刻意表现虎的威猛。如

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玉虎》。而殷墟

出土大型虎纹石磬，风格与此虎颇接

近，侧卧，头部硕大，张口露齿，上下

尖齿很长，头顶还有一个角状的装

饰，威猛之气赫然而生。

虎的形象，应用在青铜器上，也

是常见的，据研究资料显示，装饰有

虎纹的青铜器首次数量较多地出现，

是在距今约年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时代约为西周晚

期至春秋早期。这是虎纹青铜器的

繁荣期。分布地理范围明显，主要集

中在长城沿线。

在青铜器上，虎纹常以活动形态

出现。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

尊，肩部有一虎，虎口中咬一怪

人。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

上有虎食人头形的纹饰，为两虎共

食一人头。在著名的司母戊大鼎的

耳部，是对称两虎，虎张口卷尾，虎

口中间为一人头。山西浑源李峪村

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腹部有虎食人

的浮雕。著名的虎食人卣，器物的

整个形象作猛虎踞蹲形，前爪攫一

似人非人的怪物。这些虎所食之人

形，都不是常人，而是作鬼怪之状。

这类图像在当时相当流行。虎纹还

有一种侧面的形象，如上村岭虢国

墓地所出虎纹镜就是如此，两虎作

圆形，首尾相接。

在北方草原出土的青铜器以虎

纹为装饰母题的艺术手法在其中的

运用较广，几乎囊括了目前所见大多

数器型，主要被表现于兵器、装饰物

和马具上。

新石器时代虎已被作为神兽崇拜
日前，生肖虎的邮票正式发行，也预示着农历虎年的即将到来。对虎的文化观念里，人们可以说既有崇拜，

又望而生畏。尽管无办法考证作为动物，虎是何时出现，但作为被人神化，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目前
流行的艺术品类中，几乎都曾有过虎的身影，包括玉器、青铜器、瓷器、肖形印以及绘画等。虽然古代人们能见
虎的机会并不多，但人们对虎的想象却十分丰富。

有夜壶之用的“虎子”

两汉至隋唐墓中，常见一种有提梁

的伏虎形器和一种有提梁的圆体形器，

考古报告通称之为“虎子”，认为是男性

用的溺器，俗称夜壶。

据资料显示，伏虎形的虎子在春秋

末期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尤为常见，

魏晋以后逐渐被圆体形的虎子替代。

“虎子”是东汉人对溺器的俗称，先

秦典籍中未见此名。《后汉书·献帝纪》

李贤注引《汉官仪》曰:侍中“分掌乘舆服

物，下至袭器虎子之属。”

据资料显示，从出土地域看,“虎子”

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黄河

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比较少见。

2008 年版《中国文物大词典》将这

种器形文物定义为虎子，并归为男子便

器之属:“虎子，又称‘械’。约出现于汉

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便

器，一说为盥洗器。形似伏虎，故名。

早期呈卧虎状，昂首，张口，鼓目，四足

屈尊，腹侧刻双翼。背部有提梁，或绳

索式，或塑成一小型奔虎状。”

《壬寅年》特种邮票发行
中国邮政定于 2022年 1月 5日发行

《壬寅年》特种邮票一套 2枚。《壬寅年》

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四轮中的

第七套，设计者为我国著名画家冯大

中，其艺术作品中尤以画虎闻名。

第一枚邮票名为“国运昌隆”，描绘

了一只气宇轩昂的上山虎形象，矗立远

眺、志存高远，传达出国家蒸蒸日上、雄

心壮志的含义。

第二枚邮票名为“虎蕴吉祥”，描绘

了面容温婉的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的温

馨场景，寓意儿孙兴旺、家庭美满。

明珠藏品负责人肖宗明接受收藏周

刊采访时表示，由于本轮生肖邮票（小本

票）尤为“特殊”，有五个“首次”，包括首

次展示生肖邮票叠色印刷、首次以四方

连组成邮票内页、首次精彩呈现左右折

页形式、首次增加内页邮票荧光喷码、首

次亮相使用触感上光工艺等，“至于明年

还会不会延续这些特点，也不敢确定，因

此，这套邮票一经推出，便受爱好者热烈

追捧，从邮票收藏的角度看，今年的生肖

虎邮票收藏价值潜力较大。”

■戏虎图案 东汉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虎纹青铜器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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