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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地区是汉画像石的主要产地，也是画像石艺术的起源地。梁孝王洞室墓里的画像，说明该地区画像的开始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的中期。西汉晚期，石椁画像曾经大为盛行，考古发现，在山东南部的枣庄、滕州，一处墓地就有上千座画像石椁出土。东汉以来的大型多室画像石墓和众多小祠堂画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雕刻技法，成为汉代艺术“博大精深"的代表，蜚声海内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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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布范围看，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石椁画像主要集中在古滕、薛、邹、鲁一带，徐州、商丘、山东东南部的临沂和江苏连云港地区，济南和山东西南部的菏泽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其大多分布在低山或丘陵地带。前后室或前中后多室画像石墓则集中在当时的郡国治所附近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则多出自于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枣庄、济宁等地区，济南、泰安、徐州等地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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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像的题材内容看，石椁画像最市视的是辟邪，其次是升仙和享乐。石墓画像在继承了石椁的传统之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升仙和享乐的成分，并出现了教育鉴戒的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容。祠堂因为是地面以上对外开放的场所，所以其画像内容更多的是让后人了解的教育鉴戒题材。墓阙是墓地最高大的建筑，其作用是标识和炫耀，因此画像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表现。黄河下游地区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画像石也必然受到其地域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如孔孟故乡及其周边地区的画像就更多地强调了人事和伦理纲常的因素。山东东南部沿海地区因为是东夷民族核心活动区，其神仙宗教以及幻想的色彩就比较浓厚。徐州是两汉时期中原和东方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西汉天子的故乡，其画像就多了一些比肩连栋的高楼大屋和豪宅。这些不同，构成了各个地区画像石内容和风格的差异，也曲折地反映了各地不同的生活观和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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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雕刻技法方面，石椁和石墓因为都要被深埋地下，所以除极个别之外，多采用轮廓式、粗放式的表现手法，或糙面减地，或糙面线刻，或凸面刻画，有的还穿插圆雕和透雕等。一般情况，墓室四壁采用线刻或减地刻的技法，立柱有圆雕、圆雕和线刻互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祠堂画像技法则更加精致。如嘉祥、济南和泰安的祠堂等，都是在打磨光滑平整的石面上，以细如游丝的线条刻画各种形象正是祠堂画像的这种特殊艺术表现手段，人们才将刻画在墓葬建筑上的艺术形式定名为“画像石"，即刻画在石头上的图像在古代纸、帛等作品不易保存的情况下，刻画在石头上的图像就显得尤其宝贵。因为这是两千年以前最直观的形象表现，也是唯一用模写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文字记录不同的是，这些图像更加直观和形象，而且因为大多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与官方或知识阶层用文字所表现的现实世界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属于“野史”之类的“文献”，是最基层的一种认识。解读和研究这些图像，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献记载的认识，而且也使我们能够对两千年前的汉代社会及其当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思考等物质和精神的世界有更加形象的了解。和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汉画像石的内容可以说浩瀚博大、包罗万象：上至神仙天堂，下至黄泉地狱，死去的人要驱鬼辟邪，安宁舒适地继续生前的享受，而且还要超升到神仙的世界，和西王母一样不死不灭，活着的人也要向古圣先贤学习，忠诚孝义、持家修身，延续家族的血脉和香火。但是，无论是神仙世界、黄泉地府，还是三皇五帝、孝子贤孙，其所处的背景和生存的环境都离不开现实，离不开画像作者自身的生活积累，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影响。因此，在神仙世界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贵族生活的实像；在鬼怪的形体上，也能够找到古代人物的影子。至于当时的锅碗瓢盆、刀枪剑戟、车马服饰等等制度和形式，也在作者的不经意间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线索，让我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得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百态。这又是不可多得的民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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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所以形成了“训诂"的学问，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些历史现象没有被真实、详细的记录和保存下来，以至于造成了众多疑案，形成千古之谜。画像石则不同，作者在表现某一个故事或人物时，不但按照最底层人物的认识水平来刻画，而且唯恐他人不了解，还要在图像旁边加榜题，增加文字的说明。这种看图识字形式的艺术表现，更加通俗直观。以图像的方式记载历史，表现现实，就减少了许多文字上的争议，这是民间艺人的创举，也是思想文化表达的一种方式。以这种形式记录的历史，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修正其缺陷，也可以使文字的记载和口头传说立体化、空间化、形象化，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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