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进展报告 

项目名称：汉画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被资助（或委托）机构名称： 

项目开始时间：2009-3-15 

项目结束时间：正在进行中 

预算金额：10 万元 

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0000 元 

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8515.52 元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 

服务领域：文化艺术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阶段性总结： 

一、项目简述 

汉画是指中国汉代留传至今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器具图样等多

种图像材料，它们与大量文献和出土文物结合起来，组成中国形相学资源最重要

的部分，其中隐藏着政治、经济、技术、神话、习俗、用器、环境等巨大的秘密。

到目前为止，这些材料尚未完全整理、记录，考古报告也没有完全发表，发表过

的也索引不便，现有的专题研究涉及的面和数量也非常少，与以汉唐为代表的中

国辉煌文化成就极不相称。 

中国古代形相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是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图像的

意义的解释，其节点在汉代图像。因为在汉之前，虽有图像，但无充分的文字文

献相互印证；而汉代之后的图像，其研究都不能脱离对汉代图像的整理和研究。 



为提高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为“中国图像志”的建立与发展奠定基础，

2009 年开始设立“汉画专项基金”，以建立中国汉代图像数据库、编撰《汉画

总录》、展开汉代图像研究为基础，对重大国学项目即汉画的学术工作进行资助。 

《汉画总录》是用现代的科学著录和编号方法，对全国所有汉画像石产地的

画像石原石进行重新记录和完整发表的一部汉代图像数据库，是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项目编号 12&ZD233）。在 2019 年之前，《汉画总录》已正式出版了 36

卷，其中《汉画总录·陕北卷》（第 1-10 卷）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邹城卷》（第 31-33 卷）获得了全国“第 27 届‘金牛杯’优秀美术

图书奖”，“汉画专项基金”资助了 26 卷《汉画总录》的编辑工作。 

为促进汉画学术研究的整体提升，“汉画专项基金”还资助汉代画像研究学

刊《中国汉画研究》的编辑以及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论文的发表。 

 

二、目前完成情况 

1.《汉画总录•沂南卷》（34-36 卷）、《汉画总录•淮北卷》（37-38 卷）

共 5 卷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汉画总录》共出版 41 卷，其中我会

支持了 31 卷的编辑工作。 

2.完成《汉画总录•安丘卷》（42-43 卷）、《汉画总录•徐州卷》（44-50

卷）、《汉画总录•沛县卷》（51-52 卷）共 11 卷的编辑工作并交付出版社。 

3.资助第一届“2019 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17 日，第一届“2019 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融合”会议在

山西大同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市博物馆等 40 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主旨意在积极推进北魏历史、考古、建筑、宗教和文物等领域的深入研

究。  

4.资助“图-词-物——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三者的关系讨论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图-词-物——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三者的关系讨

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旨在吸纳近年来国内外汉代考古、艺术史和建筑学

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邀请学界专家与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并在各自研究的

基础上展开专题交流与讨论，相互取长补短，争取进一步推进前沿性课题与学术



问题的深入，构成以专题研讨会、学术讲座、成果发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模式，

为学界搭建一个多元化而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来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

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 7位学者马怡、宋艳萍、练春海、朱青生、

徐呈瑞、岳嘉宝、陈佳星，分别做了题目为《汉画所见简牍时代的书写》、《先

秦秦汉“火宿”考析——汉代“荧惑”图像引发的思考》、《汉代出行图中两个

细节的新思考》、《图-词-物之间：试论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之间的区别》、

《语境与形象——汉代文献与图像中麒麟形象》、《哈萨克斯坦博物馆调研报告》、

《<汉画总录·沛县卷>工作报告》的学术报告，讨论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三

者的关系。 

5.继续补充和修订《汉画研究文献数据库》，以 2019 年为界，对前后发表

的研究文献进行分阶段的耙梳和补充，并努力推进古文献数据库在研究中的使用，

建立古代文献与图像的结构性对应研究。 

6.推进《汉画图像数据库·南阳卷》的网上录入工作，现已完成 11-20 卷的

上传，预计 2020 年完成南阳卷的上传工作，以上学术资源将继续向学界免费提

供。 

（详情见附件一《项目实施》） 

 

三、项目成效与影响力 

汉画专项基金将《汉画总录》36 卷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

美国盖蒂基金会、法国国家艺术史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

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台湾史语所等国家与地区，为推

进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和汉代艺术的研究水平做出贡献，增加了实在和高水平的

中国文化对外宣传作用。 

（详情见附件二《项目成效》） 

 

附件一、项目实施 

附件二、项目成效 

附件三、财务现阶段决算表 



附件一、项目实施 

 

第一届“2019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届“2019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图-词-物——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三者的关系讨论会 

 

 
 

  



学术考察 

 

 

 

考察大同文物古迹 

 

 

 

 

考察大同方山永固陵 



《汉画总录-沛县卷》现场图像数据采集 

 

 

 
 



附件二  项目成效 

 

出版《汉画总录•沂南卷》（34-36卷）、《汉画总录•淮北卷》（37-38卷） 

 

 

《汉画总录》34-38卷书影 

 



大同市博物馆：【学术研究】集聚学术力量 推进平城研究——第一届“2019 北魏平城的身

份塑造和传统融合”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平城召开 

https://www.sohu.com/a/344282782_99954125 

 

https://www.sohu.com/a/344282782_99954125


人大考古：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赴大同参加第一届“2019 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

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http://kg.lsxy.ruc.edu.cn/zxdt/a216400614dc49649d922de05e119f36.htm 

 

http://kg.lsxy.ruc.edu.cn/zxdt/a216400614dc49649d922de05e119f36.htm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图-词-物：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三者的关系讨论会 

http://www.han-art.net/view.asp?id=230 

 

http://www.han-art.net/view.asp?id=230


附件三、财务现阶段决算表 

 

明细 单价 
收入 

（元） 

预算 

（元） 

实际支出金额 

（元） 

结余金额 

（元） 

差旅费    36,492.70  

办公费    2,066.02  

交通费    4,649.83  

车耗    5,251.00  

项目人员费

用 
   50,704.77  

折旧费    6,131.20  

材料费    3,220.00  

合计  80,000.00 100,000.00 108,515.52  

期末结余     28,0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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