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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蜿蜒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如玉带般串联起沿江两岸的高崖及遗留在峭

壁上的赭红色岩画，与崖前台地一起构成了神秘、宏伟的左江花山岩画文
化景观。赭红色的岩画与青山绿水相结合，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岩壁上闪
动的舞姿，山水间传递的鼓声，台地上迥响的呐喊声，伴随着历史的脚
步，遗传千年，至今依然呈现出强烈的震撼效果和艺术魅力，触动着我们
的心灵，令人惊叹，令人遐想！这是伟大的艺术创造，也是古代壮族先民
文明的真实记录。它以规模巨大著称于世的左江花山岩画承载着壮族先民
的文明，穿越历史时空向我们走来，虽经数千年岁月的变迁与沧桑，但活
力仍然穿透岁月的尘埃，向世人讲诉着千古的历史，在岁月的时光中继续
走向未来。它们创作于何时？又是谁在高山悬崖上创作了岩画？岩画究竟
传达了什么信息？功能又是什么？……百象纷呈，困惑了古今数千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传
承给予了高度重视，左江花山岩画相继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投入
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为岩画的保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科研机
构多次组织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左江花山岩画进行深入调查、开展研
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批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相继发表、出版，几
代学者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使岩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左江花山岩画依然存在一些悬而未解之
谜，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今，左江花山岩画已经走出了左江，
走出了广西，走向了世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左江花
山岩画两次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左江花山岩画登上世
界岩画的舞台创造了条件，也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２０１３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组织了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
展了２０项课题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也对岩画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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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进行了专题研究，展开了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全面探索。围
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核心要素，从岩画的保存状况、地质、历史、
社会环境、年代、族属、文化内涵及其独特性、音乐舞蹈、作画颜料、传
说故事，与相关文化遗迹、村寨、民族的关系，与国内外岩画的对比，当
地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岩画的病害评估、科技测年及数字采集等各个
不同的角度切入，从更宽广的领域，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花山岩画，
研究花山岩画，解读花山岩画，揭示花山岩画的秘密。截至２０１５年，已
有１３项课题通过验收，５项课题结题，其余３项课题仍在研究中，把左
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推向了更广的空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境界，
也为左江花山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

此次编辑出版的 “左江花山岩画系列文集”丛书汇集了课题研究成果
的佳作，是左江花山岩画研究史上第一套研究文集，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
成果，也提出了新的见解，更深入了以往所未涉及的领域，为左江花山岩
画的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该系列文集显示了团队的力量和学者的智
慧，字里行间闪动着揭示千年花山之谜的真知灼见，既达到了左江花山岩
画研究的高峰，又揭示了左江花山岩画研究的新起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左江花山岩画植根
于中华文化沃土，是壮族先民历史的真实记录。“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今天，我们只有研究花山岩画，了解先民的历
史，追溯民族文化之根，领略民族文化之魂，探索其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取之精华，传承伟大的民族精神，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 “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才能使花山岩画的历史文化迸发生机、传承绵延，具有永恒
的生命力。

“左江花山岩画系列文集”丛书的出版是左江花山岩画研究的阶段性
总结，也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喜之事，我们在审阅研究报
告的成果之余，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和探寻。

贺 “左江花山岩画系列文集”丛书的出版，言犹未尽，乃以此序之。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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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花山岩画研究的新起点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课题研究概述

陈远璋

广西左江两岸峭壁上的古代岩画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谜，那些仿佛在悬崖

上舞动的赭红色人影，被先人称为 “仙人影”或 “鬼影”，它们弥漫着神秘的色

彩。左江花山岩画之谜在历史的尘土中被封存了千年。

左江花山岩画引起社会的关注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只是开展一些零星

的调查。此后，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对左江花山岩画的调查研究逐渐深入。

１９６３年出版的 《花山岩画资料集》是记录和介绍左江花山岩画的第一部专著，

收集了多位学者对花山岩画的研究成果。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左江花山岩画的

研究达到高潮，各种研究成果相继登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专家、学者

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对左江花山岩画进行了讨论，岩画的

年代、族属、内容成为研究的主题和焦点。其间成果颇丰，一批高质量的论文

相继发表，不少对左江花山岩画研究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多在此时形成。在此基

础上，《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 《广西左江岩画》等专著陆续出版，

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族属、内容、性质、艺术风格、作画技术等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是汇集岩画调查、详细记录及对岩画展开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两部

专著，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期间，学术界关于左江

花山岩画的年代、族属等问题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左江花山岩画是

战国至东汉时期骆越人的遗迹，而对其内容的研究依然百象纷呈。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不曾间断，岩画的主题研究依然是专家、学者

探寻的课题，涉及左江花山岩画旅游价值、艺术研究、审美意识，与民族体育、

气功等相关的更为宽广的领域论述亦出现。进入２１世纪，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

究除了对原有研究成果的深入探讨，又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随着一系列保护

左江花山岩画的措施的实施，与左江花山岩画保护及科技保护相关的报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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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续刊登，对岩画的病害、岩画区危岩体稳定、物理风化及风化产物、岩石

生物风化、环境污染、水在风化病害中的作用、保护修复材料、保护技术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推动了岩画保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２００６年以后，左江花山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对岩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随之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概念被提出，

并进入岩画研究的视野。２０１２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重设的 《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对花山岩画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２０１３年起，广

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整合研究力量，组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央民族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岩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

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泛北部湾区域研究中心、广西民族问题研究

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自然博物馆、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广

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壮学学会、武汉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广西地图测绘院

等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围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开展了 “广西花山岩画

文化社会环境研究”“广西左江岩画文化内涵与独特性研究”等２０个课题研究，

同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开展了 “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

落及褪色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课题研究，展开了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全面系统的研究，再次向千古花山岩画之谜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将左江花

山岩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自此，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经历了对岩画本体的介绍、研究—专题和系统

综合性研究—保护及科技保护研究—文化景观研究的历程，对左江花山岩画的

认识和解读逐渐迈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境界和更为宽阔的领域。

截至２０１５年，课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左江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广西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研究”“广

西花山岩画文化社会环境研究” “广西花山岩画音乐舞蹈内涵及其独特性研究”

“广西左江岩画文化内涵与独特性研究”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传说故事调查与研

究”“左江流域历史环境研究”“花山岩画和左江、右江流域现存民俗文化关系

研究”“骆越人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研究”“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

研究”“左江流域岩画区域村寨调查”“广西左江岩画数字采集及成果应用开发”

１２项课题成果已完成并通过验收，“左江流域岩画本体病害调查与评估”“左江

流域岩画铀系测年”“广西左江岩画质谱铀系年代测定报告”“岩画点相关考古

遗址测年”“左江流域岩画申遗点、村寨地形图、岩画立面图测绘”等５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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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结题，“左江流域岩画分布和保存现状调查”“左江流域岩画族属与历史年

代研究”“左江花山岩画国际国内对比研究”等３项课题正在研究中。此外，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的 “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及褪色

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也顺利结题。

这些课题研究摆脱了对岩画本体研究的局限，从构成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

观的四要素———岩画、山崖、河流、台地的整体视野，设置了研究课题，内容

涉及左江花山岩画的基础调查，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左江、右江流域的考古，

村寨及岩画传说故事的调查，岩画的族属、年代，岩画产生的社会环境，岩画

的文化内涵、音乐舞蹈，左江花山岩画与国内外岩画对比，相关民族的历史与

文化习俗，民俗文化与岩画的关系，对花山岩画的认知，岩画本体病害评估，

岩画颜料的保护，岩画测绘、测年、数字采集等各个方面。课题研究既总结了

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和新观点。

左江流域历史环境，古遗址与岩画的关系，左江花山岩画的文化社会环境，左

江花山岩画文化的独特性，左江花山岩画和左江、右江流域现存民俗文化的关

系，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岩画颜料保护修复技术，岩画本体

病害调查与评估，左江流域岩画区域村寨调查等研究，首次系统性地进入了左

江花山岩画的研究范畴，拓展了岩画研究的视野；岩画铀系测年及数字采集等

科技手段，亦应用于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岩画本体病害调查与评估对左江花

山岩画的病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估。其中，左江流域一些古代遗址与

岩画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与岩画

的主体应为同一族群；左江流域的社会环境对于花山岩画文化的产生、发展、

传承的密切关系；“蹲式人形”是左江花山岩画最为核心的母题，是左江花山岩

画独创的艺术语言系统；左江花山岩画的内容是骆越人围绕两种基本生产———

稻作生产和人的生产而举行的宗教祭祀仪式等观点，是对于左江花山岩画一种

新的解释。

现将课题研究成果分别简介如下：

“左江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

所）：勘查了左江流域洞穴、谷地、台地及河流交汇处阶地２００余处，介绍新发

现的２５处古遗址 （包括洞穴遗址１１处、岩厦遗址８处、台地遗址５处、城址１
处）的考古调查材料，对龙州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

期）、宝剑山Ａ洞洞穴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或略晚）、无名山岩厦

贝丘遗址 （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第二期为西汉时期）等３处遗址进行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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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掘。通过对考古调查资料的系统梳理，还原了左江流域当时的地理环境，初

步摸清了岩画周边文化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岩画发生的背景。该研究认为，左

江流域较深的文化底蕴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该遗址

与岩画空间上的同一性，表明岩画与遗址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大部分遗址与

岩画在时间上具有前后的延续性。左江流域贝丘遗址、岩洞葬与岩画同属于桂

南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文化类型带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并存性，是

左江流域早期本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应为同一族群所创造。

“广西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研究” （广西文物保护与

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 （其中左江流域洞穴、岩

厦、台地、坡地等遗址３０多处，右江流域台地、洞穴、岩厦、山坡等遗址５６
处），先秦至汉代的遗址、墓葬 （岩洞葬、土坑墓）、岩画等遗存之间的关系进

行研究。该研究认为：①左江、右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先秦时期存在一

个共同的考古文化圈，此时期，左江、右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包括遗址及石器

的类型、石器加工的技术、陶器制作、器类、葬俗、葬式、经济形态以及先秦

时期的青铜文化等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文化特征明显，且具有延读性。从新石

器时代晚期开始至先秦时期，呈现出共同文化圈的特点。②左江、右江流域新

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大石铲以及先秦时期的遗存为骆越 （或骆越先民）所创造。

③左江、右江流域史前至汉代考古学文化比较发达，为岩画的产生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尤其是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发展

到汉代，依然保存着特色明显的骆越文化，是岩画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

岩画所表现内容。④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与花山岩画存

在一定的关联，表现在：创造的主体为同一族群，即骆越及其先民创造；考古

遗存中很多内容是岩画所表现的对象，岩画中的铜鼓、一字格剑、羊角钮钟等

图像，在考古遗存出土器物中都能找到实体；这些遗存和岩画在内涵上具有一

定的相同或相似性；从内容表现和表现形式来看，左江花山岩画对大石铲遗存

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⑤部分遗址中发现的赭石有可能是作画的原料。

“广西花山岩画文化社会环境研究”（广西壮学学会）：对花山岩画区的自然

环境、历史沿革、古文化遗存，岩画的发现、分布、年代、族属及岩画分布区

的民族及族源进行了介绍，进而对左江花山岩画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内涵与

特点展开研究，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生活环境、宗教信

仰环境、审美环境等方面，认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产生和发展与骆越社会的社会

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环境对岩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及绘



５　　　　

左
江
花
山
岩
画
研
究
的
新
起
点

　
　
　———

广
西
左
江
花
山
岩
画
课
题
研
究
概
述

制和展示的平台；社会环境为岩画的绘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分工和

艺术人才成长的条件以及艺术积累与绘画技能保障；人文环境、经济生活环境

不仅为岩画的绘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还与岩画的产生有着直接

的因果关系；宗教信仰环境为岩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

创作题材，民族的崇拜与信仰融入了岩画的创作，规约了岩画的性质；审美环

境为岩画的艺术产生和独特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课题还对左江流域汉至隋

代、唐宋至清时期，左江流域民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花山岩画的消亡及其原

因，花山岩画的传承进行了分析研究。

“广西花山岩画音乐舞蹈内涵及其独特性研究” （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从左江花山岩画舞人图像的造型、舞姿及乐器图像的种类、布局切入，围绕花

山岩画音乐舞蹈的主题，系统地研究了岩画舞人的种类、形态、组合形式，岩

画舞蹈的内容、舞蹈语言与动律特征，乐器种类与功能，音乐舞蹈的文化内涵

及其独特性和其传承等问题。认为手舞足蹈是岩画舞蹈的基本动作元素，而拟

蛙舞是构成花山岩画舞蹈的主旋律，舞蹈主要通过头、手、腰、脚等肢体动作

来表现或传递情感与愿望，并构成了具有特色的舞蹈动律和风格。岩画上的乐

器种类有铜鼓、羊角钮钟、细钮钟和铃等，是祭祀活动中节奏歌舞的乐器。岩

画音乐舞蹈的文化内涵：①表达了骆越人对风调雨顺、生产丰收、人丁兴旺、

生活富足的祈求和对部族生存与发展的强烈愿望；②与骆越人的生产、生活和

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是骆越宗教文化的全面展示；③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带

有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形成了自身特征和表现形式，也形成了人性蕴涵和

表现的特点。岩画音乐舞蹈的独特性表现在舞人图像、舞蹈造型、场面宏大、

舞蹈动律与组合、拟蛙舞及蛙图腾崇拜意蕴、舞人装饰的多样性、乐器组合等

方面。课题还将左江花山岩画音乐舞蹈与非洲、欧洲、美洲、亚洲等境外相关

岩画以及国内岩画进行了比较研究。

“广西左江岩画文化内涵与独特性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从

艺术图像学图像分类及演变的基本规律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岩画图像的符号学

意义的解读及功能主义分析，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内涵及独特性进行研究。认

为左江花山岩画的独特性体现在：①极为宏大的画面；②独特的岩画存在地貌

环境；③独特的语言符号；④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表征方式；⑤在中国乃至世

界岩画中独树一帜。课题重点在于对岩画独特的语言符号意义的诠释，认为左

江花山岩画的核心的母题——— “蹲式人形”，既是岩画画面构成组织中最基本的

语汇，又是构成岩画艺术风格最为突出的形象语汇及富于象征意义的典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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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图像学、艺术心理学、神话学及早期宗教学

等不同角度，解读了左江花山岩画 “蹲式人形”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

语形、语义、语用等不同层面上的意义；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中以

“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词汇的岩画艺术语言的创作巅峰，属于相对后期的标准

而典型的符号类型，正身人像所传达的词义是 “一个正在跳着祭祀舞蹈的祈祷

者的个体单元”。头饰、动物及刀剑等器物都是一个个单词，是定语或形容词；

侧身人像的基本含义是群众，它的出现构成了一些更长的句子，表达出更为完

整的思想。左江花山岩画的发展历程是－个符号语言的递增过程，从最基层的

蹲式人形符号开始，从最朴素简单的画面开始，通过不断地增加符号以传达更

多的信息与思想。此外，课题研究将岩画的发展分为萌生与发展期、进化与定

型期、繁荣与鼎盛期三期，并阐释岩画背后的历史人文形成与演化背景，探究

其文化内涵及在左江流域形成的原因与功能。同时通过对欧洲、美洲、南亚地

区、大洋洲等岩画 “蹲式人形”的研究，阐明 “蹲式人形”岩画的符号学意义

及宗教学的特殊功能。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传说故事调查与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泛北部湾区域研究中心）：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挖掘流传于左江流域壮族中有关左江花山岩画的传说故事５３则，从类型上将传

说故事分为人物、史事、地方等三类，从内容上分为传奇、动物、生活等三类

传说，认为这些传说故事具有主题鲜明、多样性、完整性、独特性、民族性、

地方性、亲近自然等特色，在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外民族民间传说

故事中独树－帜。其重要价值在于：①反映了壮族等民族已经消失的民间信仰、

价值观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和地域特色；②涉及壮族先民的历史，蕴藏着左江地区壮族民众特有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文化意识和智慧；③可以对正史 （文字）起拾遗补阙的作用；

④有利于了解当地人对岩画的认知。左江花山岩画传说故事流传于壮族内部，

具有空间上的稳定性，具有较多地反映壮族民间信仰的内容，是壮族口头传承

的文学形式，与壮族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具有鲜明的壮族文化特征。

“左江流域历史环境研究”（广西自然博物馆、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在相关

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左江流域的地质概况，包括地形地貌、地层

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特征，第四纪以来左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特征

（即地形地貌的变迁特征）、左江水位变化特征、左江河道变迁规律、生物多样

性及气候土壤特征等进行了系统分析。该研究认为，左江两岸地形地貌在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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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三叠世末期 （约２亿年前）已经初具雏形，经峰丛期、峰林期、左江期等地

貌形成时期，形成今日峰峦叠嶂的岩溶地貌。左江河谷在白垩纪时就具备了与

现代河谷基本一致的形态走势。第四纪更新世以来，左江沿岸逐渐形成了三级

阶地，其中一级阶地形成于全新世，分布地点最多也最完整，分布位置最为靠

近岩画点，且左江花山岩画的形成时代处于左江一级阶地的形成时期的范围之

内，岩画的创作是在一级阶地之上开展的。

“花山岩画和左江、右江流域现存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应

用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解读花山岩画的文化内涵。

该研究认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主题是一种稻作文明的宗教信仰表达，内容是骆

越人围绕两种基本生产———稻作生产和人的生产而举行的宗教祭祀仪式场面的

图画。骆越人通过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表达对于太阳、月亮、铜鼓、雷神、水

神、田地、青蛙、生殖、乌鸦、犬、鬼神等的崇拜信仰，以祈求稻作丰收和种

族的繁衍。至今，在左江、右江流域世居民族中，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

族、水族等五个民族均是骆越后裔，仡佬族的族源也与骆越有密切关系，其他

民族虽非骆越后裔，但也长期受骆越文化的影响。左江花山岩画的主题依然体

现在左江、右江现代民俗文化中，展现出花山岩画文化的传承性。

“骆越人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利用考古学资料及古籍

文献资料，追溯骆越人的族源，梳理其演变历史，全面呈现骆越文化内涵；论

证了骆越起源于今广西境内，骆越文化既有越人的文化共性，又有自己个性的

观点，对认为骆越起源于云南、骆越非越族等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该研究

认为，骆越的来源可以追溯至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骆越文化是对大石铲文

化的继承和发展，骆越是起源于本地的土著族群；而骆越之 “骆”渊于越人所

谓山间谷地或川谷平原之音， “骆越”之称并非起源于交趾郡的 “骆田”。至汉

元帝初元之后，岭南越人 “骆越”之称盛行起来。东汉班固将 “骆越”分为

“瓯骆”与 “骆越”两个群体，所谓瓯骆两越实际是一越。东汉中期以后各代相

继出现的乌浒、俚、僚、壮、侗、仫佬、毛南、水等族，皆为 “骆越”之后裔。

骆越的发展史可分为先秦时期自主发展阶段、秦汉时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

庭阶段。骆越人社会形态经历了夏商时期父权制的确立、西周—秦汉时期家长

奴隶制社会，并从骆越人的经济生活、工艺美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论证了骆越人的文化习俗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指出骆越先民在距今一万年

左右就有了农业，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栽种水稻的族群之一，是对人类的伟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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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研究”（广西民族大学）：采用民族社

会学的理论、历史文献学和民间文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历史上、传统上左江流

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状况。该研究从传说故事、祭祀仪式、问卷调查

三个方面阐述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认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传说

故事，可分为反映人、神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及社会斗争、伦理道德、信仰

观念等四类，这些传说故事都与左江花山岩画联系在一起，其中凝聚着他们的

追求和信仰，反映出对左江花山岩画的认知。左江流域民间因历史原因形成了

多神信仰，在他们看来，左江花山岩画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无所不能。因

此，无论有何种需要，都可以去祭拜它，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左江流域地区仍

存在祭拜岩画的习俗。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左江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各民

族中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对岩画的时代、族属、内容等能较准确了解得很少。

这些反映了民族历史记忆、民族历史、文化教育、文化及学术研究与民众认知

的断裂，说明左江花山岩画的宣传工作亟待开展。

“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及褪色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 （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北京科技大学）：取样分析结果表明，岩画颜料的胶结材料主要为植物性

胶结剂；植物性胶结材料的老化、植物性胶结材料的老化、物理风化导致岩石

点状或薄片状脱落、岩画表面凝结水的溶蚀作用、颜料层下面形成的草酸钙是

导致岩颜料脱落原因。而颜料脱落导致颜料密度减小，造成颜料色彩饱和度降

低；颜料表面覆盖泥质薄膜造成颜料色彩饱和度降低，视觉反应效果是岩画颜

色变淡变暗，是颜料褪色的原因。通过对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ＰＭＴＥＳ／ＴｉＯ２）、

有机硅材料－甲基乙氧基硅烷、氟硅材料的模拟保护试验及其性能指标测试研究，

认为制备的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ＰＭＴＥＳ／ＴｉＯ２）的附着力、耐磨性、憎水性、

透水汽性、抗紫外线老化性能较好，具有附着力大、透水汽性强、憎水性强和

耐酸性强及耐紫外线照射、高温、浸烘、综合老化和自然老化等性能，对岩画

试块颜色的色差和光泽度影响较小，且保护加固后岩石强度有一定的提高，对

岩画具有较好的保护效果。同时也指出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ＰＭＴＥＳ／ＴｉＯ２）

耐花山区域自然环境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测定。

“广西左江岩画质谱铀系年代测定报告”（南京师范大学）：通过实地考察和

查看航拍照片，确定龙州沉香角、棉江花山及宁明花山等岩画点作为测年研究

的采集地点，采集了与左江花山岩画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次生碳酸盐沉积样品５４
份。测年结果显示，沉香角的岩画年代距今小于１１　９４８±１９５年，棉江花山样品

的结果表明该处的岩画年代距今可限定为小于１６　５６２±１　７５６年，宁明花山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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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可限定在距今２　６８８±２２～１　７１４±４４年。

“左江流域岩画区域村寨调查”（广西民族博物馆）：左江花山岩画区域内的

村寨调查范围包括宁明县的攀龙屯、濑江屯、灰窑屯、花山屯、岜耀屯、耀达

村，龙州县的逐乜屯、舍巴屯、河抱屯、荷村屯、孟命屯、伏何屯、小岸村、

大岸村、白雪屯、鲤鱼老街，崇左市江州区的卜瑞屯、贡奉屯、江边屯、花犁

屯，扶绥县的新湾屯、长沙村、充禾村、岜桑村下屯等，并以花山屯、濑江屯、

白雪屯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村寨的位置、村落布局，村落历史

沿革、姓氏、人口状况和来源、自然环境特征、水陆交通情况、经济状况，岁

时节庆、人生礼俗，民间传说，山歌传唱，服饰工艺，饮食与民间医药，古民

居建筑与古寺庙，生活用具遗存，宗教信仰等。该课题认为，结合岩画图案的

综合分析、考证以及对左江流域岩画区域村寨调查，至少可以从狗、铜鼓、环

首刀、铜钟图像等几个方面找到与现代壮族的紧密联系。

“广西左江岩画数字采集及成果应用开发” （武汉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

获取左江花山岩画正摄影像航片，提供有效的遗址规划数据及高清的岩画研究

数据；重点对宁明花山、龙州沉香角及棉江花山等３个岩画点进行正摄影像、

立面图以及场景正射影像航拍，获取岩画申遗文本中２５处岩画点的三维激光点

云及彩色纹理并相应做成演示视频，获取龙州沉香角、棉江花山等２处岩面的

全景影像图，制作２５处岩画点岩画数字拓片成果，制作岩画数字成果三维ＧＩＳ
展示软件。

“左江流域岩画本体病害调查与评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

学）：通过对３７处岩画点病害现状调查及岩画山体的岩石学测试分析、岩相显

微分析、地质学评估，从而对岩画保存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岩画山体的地形

地貌属性、特征，岩壁与江水的关系，岩壁画面的朝向，岩画区的分布高程及

基本地质条件 （包括岩画分布的地层、岩石的矿物成分、岩石的结构、岩石的

强度）都与岩画本体病害的发生程度有关。岩画的地质病害主要有块石松动

（发育程度一般、较严重和严重的基本各占１／３）、危岩体发育 （约７０％的崖壁岩

都存在岩体稳定问题）、渗水病害、岩溶覆盖；与生物环境相关的微生物病害和

植物病害与渗水发育密切相关。此外，岩画本体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褪色问题。

治理措施：目前应采取黏结和锚固等措施对开裂体和危岩体进治理，而渗水病

害非常复杂，治理难度非常大，防风化等治理措施建议在有足够的试验研究的

基础上再开展，并建议对危急状态岩画点首先开展抢救性保护工程，提出了亟

须开展抢救性工程的珠山岩画、龙峡山岩画、高山岩画、花山岩画等１５个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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