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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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元 

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00 元 

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4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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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之前，《汉画总录》已正式出版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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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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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卷》（43 卷）、《汉画总录•徐州卷》（第 44-50 卷）、

《汉画总录•沛县卷》（51-52 卷）、《汉画总录•淮安卷》（58-59 卷）及《汉

画总录•莒县卷》（60-63 卷）共 16 卷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汉

画总录》共出版 58 卷，其中我会支持了 48 卷的编辑工作。 

2.完成《汉画总录•徐州卷》（53-57 卷）的编辑工作并交付出版社。 

3.编辑《汉画总录•金乡卷》（第 64 卷）及《汉画总录•长清卷》（第 65 卷），

并赴山东济南、莒县、金乡、滕州，河南商丘，安徽淮北，江苏邳州、淮安等地

考察，收集汉画资料，联络当地汉画研究机构与专家，为进一步推动《汉画总录》

的编辑做好学术准备。 

4.继续补充和修订《汉画研究文献数据库》，对至今为止所发表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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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内亚专项”数据库，已规划编写 13 个具体区域，分为四大块：中

亚中部、中亚南部、新疆和蒙古高原，涵盖汉代匈奴各部、鲜卑各部和西域诸国

的考古地点、博物馆等。 



6.推进汉画文本分析，从《汉画总录》画面描述文本中利用依存句法分析并

设计依存语义路径模式进行图像元素之间的关系抽取，目前实现的方法在有效性

和效率上优于基于规则的关系抽取方法. 

7.为《汉画总录》的外译（首先中译英）提供学术支持，以推进中华文明在

全世界的传播。 

（详情见附件一《项目实施》） 

 

三、项目成效与影响力 

《汉画总录》主要通过编纂汉代图像，对中国图像志的基础部分展开工作，

并对存世的汉画进行现代方法的重新著录和科学编号。经由对《汉画总录》的编

辑，进一步展开学术问题，在图像时代如何用图像理论来对古代的观念和历史现

象进行研究，参照古代图像系统如何建造现代形相学，促进现代哲学和思想从“语

言转换”到“图像转换”，都在研究中被双向关注和推进，在人类历史的重大关

头，系统探讨如何用图像来寄托和交流人的精神、观察和认识世界与历史，既是

一个艺术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因此，在《汉画总录》的编

辑中，编辑者以周密细致的工作方法、开放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意识，将中国图

像志的基础工程，扩展成了一个对于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进行思想探索的前沿问

题的讨论。 

已经出版的《汉画总录》只是工作中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相关成果是汉画

相关“古文献数据库”、“考古数据库”、研究文献数据库，其中包括中文一万

多种，西文含英、法、德、日、意、俄文 600 多种，并兼有日、韩文等文献。这

种利用网络时代和数据库系统进行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已经显示中国的古代艺术

和图像研究正逐步进入新的阶段。 

《汉画总录》至今已出版 58 卷。“汉画专项基金”与北京大学合作，通过

资助重大国学项目，对弘扬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塑造东方古老

文明大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详情见附件二《项目成效》） 

 

 



附件一 项目实施 

 

汉画总录数据收集工作 

 

 

《汉画总录-孝堂山祠堂卷》图像采集前，朱青生教授在现场讲解图像方法和规范 

 

 

 

《汉画总录-孝堂山祠堂卷》朱青生教授在孝堂山祠堂内讲解图像的重点 



 

《汉画总录-莒县卷》现场石刻图像采集 

 

 

《汉画总录-莒县卷》现场石刻拓片采集 

 



附件二 项目成效 

 

《汉画总录》已出版 5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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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4.32  

办公费    693.16  

交通费    1,180.93  

车耗    3,560.42  

项目人员费用    74,196.59  

折旧费    12,673.92  

制作费    37,357.00  

快递费    33.00  

打印费    42.95  

合计  200,000.00 150,000.00 164,972.29  

期末结余     121,8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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