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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历史悠久袁文化灿烂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遥有史以来袁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尧 相互交融尧 相互渗
透袁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局面袁积淀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
资源遥 丰富璀璨的宁夏历史文化遗存袁既蕴含了物换星移尧兵戎玉帛
的沧桑往事袁也呈现出厚重丰富尧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尧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大发展尧大繁荣袁十
分重视历史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遥 广大史学工作者依托宁夏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袁辛勤耕耘袁忘我奉献袁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宁夏历
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袁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的窗口袁
对人们了解宁夏尧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新时期袁继续深入挖
掘宁夏历史文化资源袁推出大批适合时代要求尧人民群众需要的研究
成果袁不仅是宁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袁也是建设
和谐富裕新宁夏尧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遥 叶宁夏
地方史话丛书曳编纂工作的启动袁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
产物遥

叶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曳旨在以宁夏多元文化为主线袁分门别类袁按
照地域和行业来分类袁以重大历史事件来陈述袁打造一整套宁夏地方
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遥 这套丛书不仅展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不同

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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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袁 而且系统介绍了宁夏历史发展进程袁 是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
色尧打造宁夏历史文化品牌尧促进宁夏历史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三十余年袁各地地

方志尧年鉴尧地情资料丛书的大量出版袁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
资料袁培养了一批文字功底强尧业务能力精的史志专家队伍遥 各级领
导对地方史志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袁为打
造品质一流尧特色浓厚的叶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通
过叶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曳袁人们可以感受宁夏历史文化的沧桑厚重袁领
略宁夏历史文化的奇特魅力袁则宁夏幸甚袁人民幸甚浴
是为序浴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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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于永宁县西面的贺兰山，是中国西北内陆一座重要的山脉。贺兰山像一个

沉默的巨人，用自己伟岸的身躯，阻挡着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刺骨寒风，从蒙古高原

吹来的漫天黄沙。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的东南季风，在山势的阻挡下，为这片干旱

的土地撒下珍贵的雨水。贺兰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用自己绵延 200多公里的臂

膀，细心地呵护着怀抱里的银川平原，为其遮风挡雨，为其饱经风霜。这座美丽神秘

的大山，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曾几何时，为了争夺脚下富饶的银川平原，“贺兰山下

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难以忘怀，岳飞那悲壮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满

江红》。贺兰山是平凡而伟大的，她记录的不仅仅是战争，也记录着许多古代少数民

族的迁徙足迹，流浪牧歌。永宁县境内的贺兰山南北总长 27公里，自北向南的主要

山峰有单岭子、北猴岭、无名峰、转独崖、蘑菇山、红石顶子、八里疙瘩、磨石疙瘩、牛

头山、高石墩、散石子、鹰嘴山、花布山等，海拔在 1200～2512.6米，最高峰是无名

峰，海拔 2512.6米，为永宁县最高点。永宁县境内的贺兰山东麓，有榆树沟、磨石

沟、红井沟、窖沟等 23条山洪沟，地面因受水蚀、风蚀，布满碎石，沙漠连片，是永宁

县的牧区。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养育了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民族，古代的西

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党项民族等，他们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的历史活剧，为

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大山之上，黄河两岸，他们繁衍生息，勤奋耕

耘，建功立业。他们在创造独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同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

迹和不朽的艺术杰作。永宁境内众多历史遗迹中，最为神秘的当数贺兰山岩画，漫

步于乱石林立的山谷中，在一块块平坦光滑的巨石上，人们总能在不经意间找到一

先民游牧贺兰山麓

遗迹留存岩画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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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幅神秘的岩画，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图画千奇百怪，光怪陆离，内容极其丰富。是谁

在这些巨大的岩石上留下这些神秘的图案呢？这些图案到底刻画着什么样的内容

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吧！

永宁县的贺兰山岩画，主要分布在贺兰山的红旗沟、柳渠沟等地，此地位于黄

羊滩农场西 20公里处。岩画一般都凿刻在避风向阳处，在山梁、临槽谷、半山坡、山

顶、水沟两岸的峭壁上，特别是在山水沟的转弯处刻画较多。这里山势高峻，重峦叠

嶂，潺潺泉水从沟谷流出，景色幽雅，人烟稀少。

岩画是绘画或刻制于山岩上的图画或符号，它分布范围很广，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有岩画的存在。岩画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人类的生存活动。翻开厚厚的史册，其

实早在久远的古代，人们已经注意到贺兰山上这些神秘的岩画了。早在公元 5世

纪，我国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记录了贺兰山岩画，“河水又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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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历石岩山西，去北地五百里，石上之自然有纹，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群，类似

图马。故亦谓之‘画石山’也”。说明早在北魏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贺兰山这

些神秘的岩画了。

世界上公认的岩画在距今 4万年左右时出现，全世界五大洲 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都有岩画发现。最早是在非洲、亚洲和欧洲，2万年前出现在澳洲，1.7万年前

出现在巴西，1万年前出现在南美洲大陆的最南端。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以洞窟艺术

为主，著名的岩画有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和康巴列斯

洞窟线刻，作品刻在不见阳光的洞窟深处，处于黑暗之中。到中石器时代以后，岩画

从洞窟深处走向了敞亮的崖面，制作于岩石上的岩画多了起来。这些岩画都是利用

自然形态不加修饰的岩石表面，采用绘画、刻画、浮雕三种基本方法制作。这种岩画

大部分是史前时代制作的，只有部分属于历史时期。岩画是民间创作，是一部艺术

永宁县境内贺兰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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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它反映了先民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形象记录了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和思想意

识状况以及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可以说岩画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艺术图解，为人们

研究古代美术史、艺术史、科技史、文化史、民俗学、民族宗教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原

始资料。借助对岩画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了解和重建古代文化的面貌，为人们揭开古

代文明和历史之谜提供了形象直观的第一手资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岩画不断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 16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多个县

（旗）都发现了岩画，其数量在几十万幅以上。贺兰山岩画，是我国北方系岩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奇迹、世界文明的瑰宝，是人类文化交汇和智慧的结晶，

犹如一部内涵深邃、博大精深的史卷，记载着先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记载着

他们与自然搏斗，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社会生活的场面，记录了他们的原始信

仰、风俗习惯、艺术审美观念及那个时代的自然景观，在世界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

地位。

贺兰山岩画尽管在地理环境、岩画分布刻制及保存状况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

有很多共性。第一，对岩面的选择基本一致，大多数岩画都刻制在硬度较高的砂岩

上。第二，岩画刻制方向一致，一般都刻制在避风向阳的地方，通常是刻制在沟口或

沟的北坡，画面面东或面南分布，而以面南者居多，或刻在山的阳坡一直到山顶上。

第三，对地理环境的选择相同，岩画分布点周围一般都有开阔的草地，沟内有泉水

流出。贺兰山岩画的题材广泛，主要有狩猎岩画、巫师岩画、舞蹈岩画等。狩猎岩画

在贺兰山岩画中占有相当比例，题材有围追、驱赶，使猎物落入陷阱或悬崖；有狩猎

者头戴面具，巧妙伪装；放牧者有徒步的，有骑马的，有在前引牧的，有在后驱赶的，

还有携带武器的护牧者。从大量的狩猎岩画看，远古时期的人们是以狩猎业为主，

采集业为辅。人们经过同大自然长期的斗争，逐渐掌握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

力，在狩猎的基础上产生了畜牧业，以放牧为主的牧业经济逐渐取代了狩猎经济，

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漫长的狩猎生产活动中，人们捕获的动物愈来愈

多，在暂时不缺乏食物的情况下，就将捕获的动物圈养起来，以便日后食用。然而，

人们渐渐发现，被圈养的动物已逐渐失去了其野生习性，变得较为温顺，完全可以

置于人工饲养之中，而且还可以加以繁殖，从此开始出现了家养牲畜。贺兰山岩画

中可以见到的驯养动物有狗、山羊、绵羊、马和骆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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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岩画中有许多奇特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似乎是在举行一种庄严神圣

的仪式。这种神圣而又神秘的行为姿态，不是在举行一般的祭祀或祭典，而似乎是

在向上苍或神灵祈求、呼唤或施展魔法，即以自己的行为感化或影响那种看不见、

但又被当时人认为确实存在的天神地祗。从这类图像保存情况看，一般色调灰暗，

几乎与石皮同色，有的图像因石屑脱落太多，而使图形漫漶不清或残缺不全，因此

可推断其年代十分久远。

在遥远的古代，原始先民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在和大自然的斗争

中，对山崩地裂、山洪倾泻、水流泉涌、日月交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等自然现象不

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他们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有意志、有欲望、有

人格的神，并认为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神主宰着大地上的一切。人类为了生存，不得

不与严酷的自然界进行斗争；但由于人类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和对自

然的依赖，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便幻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制约、影响、支配自

然界的各种神灵，以期达到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的功利主义的目的，于是在人世间便

产生了各种神秘的巫术活动。然而，人们在日常巫术活动中又深深感到，天地鬼神

平时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与现实的人间社会无法接近，为沟通天上人间和神鬼人

世的关系，社会上逐渐出现并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巫，作为沟通天地鬼、神、人

关系的中介人物和使者。

通常岩画中表现的是比拟或模仿巫术。岩画中所见到的巫师作法的形象大多

是双臂屈肘上举，伸展五指，屈膝下蹲，下系尾饰，有些巫师手执法器，居于动物群

之中。在众多巫术活动中，预测事态发展和祈求保佑出猎成功是巫师经常性的宗教

活动。出猎之前，必祭山神和猎神，举行祭拜仪式，由巫师率领，欢跳娱神舞蹈，乞求

天神保佑狩猎成功，牲畜繁衍。

贺兰山早期岩画大部分由巫师凿刻，而且有师承关系。岩画大量反映狩猎、放

牧、人面像、符号等内容，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关于巫师的造神及其他活动，在贺

兰山岩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既有巫师岩画，又有众多的不同时代不同氏

族部落、民族刻制的人面像。其中部分人面像岩画与巫师岩画属于同一时代，即属

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作品。由巫师制作的人面像是各种神灵的综合体，

其中有太阳神、天神、水神等。巫师造神像（人面像）的原则，是将自然物予以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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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又将人予以对象化。譬如

太阳神，是由太阳的射线与人

面合在一起造成的；天神是高

悬于星空（人面像周围有星星）

的人面像。这些人面像是神灵

的载体，是供人拜祭的对象。人

面像分别表示着天地、日月、鬼

神等，也就是说，人面像岩画反

映了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天

体崇拜和鬼神崇拜。

舞蹈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

普遍存在。岩画中舞蹈场面动

感强烈，气氛热烈，根据人数的

多少，可分为单人舞、双人舞和

集体舞三种形式。单人舞造型

各异，舞姿多样。有的双手叉

腰，有的双臂曲肘上举或双臂

曲肘下垂。一般双腿叉开，屈膝

下蹲，有尾饰。双人舞则是两人

并排而舞，拖着长长的尾饰，肢体缓缓舒展，动作配合协调，动感十足。集体舞的舞

者有序地排列成行，朝向一致，手挽手翩翩起舞。舞蹈是通过人们手足特定的动作

来表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早期舞蹈主要以表现狩猎生产、庆贺丰收为主要内

容，具有宗教的含义，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随着人类社会中出现对自然、神

灵、祖先和图腾的崇拜，各种祭祀活动深入到舞蹈中来，而且逐渐成为舞蹈内容的

主题。

贺兰山岩画数量较多，内容丰富，既有组合图像，也有单体图像，以单体图像居

多。贺兰山岩画的内容包括动物、人物、类人首像、脚印、工具、武器、天体、文字等多

种类型，其中约有 20种动物，既有家畜，也有猛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抒发了

贺兰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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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趣。牛、马、骆驼、驴、羊、鹿、犬、狼、虎、豹、鸟等是岩画的主体，也

是先民真实生活的写照。这些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说明了贺兰山良好的自然环境。

关于羊的岩画数量在贺兰山岩画中最多，分布也最广，尤以北山羊、岩羊和羚羊最

西部贺兰山的动物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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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黄羊和绵羊和数量相对较少。这些岩画大多数形体较小，身体上多无装饰，岩画

中的羊或行走、奔跑，或静立、躺卧；有些昂首、回首观望，有些俯首觅草，神态各异。

关于马的岩画从其形态和画面内容分析，有家马和野马之分，一般在放牧场面中出

现的马为驯养马，作为乘骑，一些马背上备鞍，腹下垂有马镫，马脖子上挂有铃铛、

拴有马缰绳等。牛有野牛、家牛（黄牛）、牦牛等，形体一般较大。岩画中鹿的形象出

现次数，仅低于羊和马，有梅花鹿、马鹿等，多为猎手的捕猎对象。狗的图像在岩画

中尽管数量少于羊、马、鹿等动物图像，但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在每一个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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