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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第三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古文字研究与古文

字书写”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对内蒙古翁牛特旗大黑山一幅用

初识文字符号记载这里一次陨石光顾时的景象进行了展示与说

明。会后，笔者再次到此地踏查调研，对原有调查范围和领域

逐一进行了拓宽延伸。在众多组和单体岩画中，发现了两组有

趣的岩画。陨石光顾前，这里的人是如何生产生活的？他

（她） 们内心世界尊崇何物？这些后人未知的史前之事在两组

岩画中有所体现，就此报告和初探如下。

红山文化区菱角部族
两组石崖初文岩画发现与初探
吴甲才

作者简介：
吴甲才，男，红山岩画
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
古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
常务理事。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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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年，笔者再次到内蒙古翁牛特旗大黑山踏查调研，对原

有调查范围和领域逐一进行了拓宽延伸。在众多组和单体岩画中，发

现了两组有趣的岩画。本文将通过这两幅岩画的内容，来探讨岩画所

体现的当时的民俗信仰、劳作工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器物用途、

生态环境、交流方式、事发缘由、迁徙动向、图文演变等史书中找不

到的缺失信息。

关键词：红山文化；菱角部族；石崖初文；岩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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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文岩画简况

这两组岩画在大黑山 30个文符岩画下边，即《大黑山史前狩猎

巫术初文岩画》组图在 30个文符岩画的西下侧，《大黑山史前繁衍

生活场景初文岩画》组图在 30个文符岩画的东下侧。它们整体组图

面积分别是 50平方米和 60平方米。因面积大，远距离拍照很难看清

岩画，我们只能从整体岩画组图照片中选局部予以展示，整体岩画图

按 1∶1比例已临摹出（见临摹图 1、图 2）。这两组岩画均在硬 8度磁

铁岩石上刻磨而成，两组照片成像时间不同，其色泽光度也不同。照

一是在 10 年前冬季拍的，照二是今年春季照的。两组岩画最晚刻磨

时间不晚于新石器晚期，而两组中的人面（神格面） 岩画刻磨时间要

早于其他岩画。古人在刻磨其他岩画时十分尊重神格面，在不损坏它

的前提下，把它留存在中间或整体图画显著的位置之上。它是画面的

主轴中心，神秘而神圣。而对它周围的初文岩画试读后，让史前这里

的事鲜活起来。

图 1 大黑山史前狩猎巫术初文岩画局部———鸟神 图 2 大黑山史前繁衍生活场景初文岩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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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幅反映史前菱角部族生产、生活场景的岩画
给我们提供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

图 3这幅初文组图岩画初看似乎简单，但仔细分析，它涵盖很多未知的历

史信息。

首先，这里的岩画有共性的东西，那就是部族的徽标，十字菱角徽标在这里

的十几幅组团岩画中都有显现，有的在人面像上、有的在鸟头上、有的在人面鱼

纹上、有的在权杖上……而且菱角都出现在神圣而重要的位置之上。菱角符号出

现频率之高、位置之重要，这应该说明菱角是这里部族的徽记、徽标、旗帜，是

部族存在和权力的象征。就此我们也把这支活动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大黑山附近以

菱角为标记的部族暂称为菱角部族。其次，与十字菱角徽标同时出现的人面（神

格面），它出现的位置在组图的上边或中间，没有在组图下边发现过，说明它与

菱角标记同样重要，它应是这里部族所崇敬的祖神的化身。

图 3中独立图幅有 14个（组），每组中有的涵盖几个图符，图中一位披着兽

皮伪装衣跪卧在地，拉着双弓的人，正瞄准右前方体态丰满的走兽，走兽在天

空飞鸟的陪伴下悠闲自在的往右前方行走，它似乎没有发现身后有伪装走兽的

猎手正端着弓箭射杀它。它的右下组图表露出：为了保证获得更多的猎物，这

发现
Discovery

图 3 大黑山史前狩猎巫术活动场景初文岩画临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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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人们出行打猎时祈求巫师择吉日、选地段、定时辰。画中我们清晰地

看到巫师头顶鬼脸，右边是一只头带菱角的神鸟，前边是跪倒在地向神鸟

巫师朝拜的生灵，左边像枝藤神依偎在巫师的肩膀上，右上角是一只守护

巫师神鸟旁的猎犬。图的左下（见图 1） 一只带角的大神鸟在祖神（神格面）

面前守护窥测着。图中这两只神鸟应是古人视为可以通天地，上报这里劳

作人们的祈求、传达上天和祖神旨意的信使，通过巫术让祖神保佑狩猎者的

安全，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猎物，来保证这里的部族有丰富的食物。

这里部族的人们吃饱了在干什么？下面这幅岩画给了我们答案。

图 4这幅组图岩画中有 19个图符（组），这里有怪异的人鸟兽面图，

也有可辨的日、月、房屋、生殖崇拜之物。拿出单体图符，我们看不出古

人记忆写实的一面，如果整体分析，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多彩的史前

生活繁衍的画面。例如，组画中两组太阳、月亮的符号看似简单的同一日

月，但它们位置不同，透视出这里古人生活的玄妙，当日写在右（东）、

月写在左（西） 时，正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月落西方之时，这表明天亮，

雄鸡报晓（见戴冠有羽翼的大鸟）；天上飞的生灵（图中左边展翅飞翔的

鸟）；地上窥测诡异的野兽，是出来觅食，还是另有旨意；人在神灵（见

图 4 大黑山史前狩猎巫术活动场景初文岩画临摹图 图 5 史前陶菱角哨和玛瑙石箭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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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上部有菱角的神格面） 的保佑下开始劳作……当月写在右

（东）、日写在左（西） 时，正是月从东方升起，日落西方之时，这

表明夜幕降临，人们走入房子（见图日月中间尖顶屋） 吃食物、休

息，同时做起人类传宗接代的神圣而快乐的事（见图，日月下男根

女阴交合符号），由此孕育出的生灵（见图下方生灵符号）。这一切

活动都是在祖神 （图右上角） 和菱角部族神 （见图上中菱角神格

面） 的保佑下进行的。这里戴冠有羽翼的大鸟不是简单做一件报晓

的事，它应是通天地，传达神旨意，保护人类生存繁衍不受侵害的

神鸟。古人绘它应该还有什么其他意义，目前尚不知晓。

三、与甲骨文相近的初始文字符号点释

在大黑山两幅史前初文岩画组图中，有若干个与 3400 年前甲

骨文相近的文符：如日、月、虫、祖、屋、鸟、易、星、且、人、

伏、祝、祈、弓、箭、豕等字符，这里的祖与且字应源于男根，而

岩画的男根字（图 4左中下），是由写实向抽象的过渡结点，与甲

骨文相比，字符的主体是相同的。这里值得一提的“屋”字，甲骨

文与岩画（图 4中下） 的文符比，主体是相近的，但有差别。这一

点点差别让我们看到了北方新石器晚期古人居住的房屋样式，尖顶

下收口，这种房屋样式在沙漠、草原中，目前仍可找到它 5000 多

年延续下来的身影，与现在的蒙古包相似，而我们在考古资料中看

到的只是平面的，古人居住的立体屋形状在考古资料中看不到。岩

画展示的屋是用皮毡做的还是木土垒的，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四、与初文岩画有关文物的比较研究

1.在大黑山岩画附近一些玛瑙或石头箭镞，箭镞有平尾翼的，有

V形尾翼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箭镞与这里岩画披兽衣拉弓狩猎人所使

用的箭镞有直接关系，它们是在此岩画附近采集的，岩画中猎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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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箭镞应是同一类的。古人用的弓应是藤木的，早已腐烂，但使用

的箭头是不腐的玛瑙石质，为后人相互验证岩画有关信息提供了佐证。

2.距大黑山附近北 30公里的小山上，有一幅典型的兽面饕餮纹

岩画（见图 6），这种形制岩画在红山文化区域内时常出现在宽敞而

显著的石面上，它刻制的年代最早是新石器早期，最晚是新石器晚

期，它的形制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勾云形玉佩形制十分

相似（见图 7）。

它们是古人敬畏的图腾，勾云形玉佩是可移动随时敬畏的图腾，

而岩画应是不可移动定时朝拜的图腾，这种图腾符号在 22万平方公

里红山文化区域内有近百处。

3.红山文化时期鸟的符号在石崖上有，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上也

有，它们有的只画出鸟喙，有的写意象形，有的夸张抽象，鸟的表现

形式有十几种。它们形态的多变性可能与鸟形不同、所绘制鸟的功效

不同、年代不同有关系。它们在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形制的不同，

其含义也应有所不同。

4.大黑山附近遗址出土的陶哨（见图 5），相似菱角，菱角边各

有一小孔，吹起可发出似鸟、似鹿等动物美妙的声音。史前菱角部族

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些感受在岩石的画面上、在古人失落的器物

中可以体会出。

图 6 大黑山北史饕餮纹（兽面）岩画 图 7 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勾云形玉佩

008



发现
Discovery

图 8 宁夏博物馆贺兰山岩画

史前古人在一个区域、一块岩石上边成组刻磨出的岩画，

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内在联系往往与初

始文字的形成、部族之间交流、画风的演变、器物遗俗的传承

以及重要事件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岩画把缺失、断裂的历史链接了起来

中国北方特别是内蒙古等原生态的沙漠地带，出现的岩画

从古至今未被扰动过，它们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信息。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有古岩画的地方，它的周边都有古人

居住的遗址，大黑山岩画群北 2公里处，就是红山文化时期古

人居住的遗址群，考古队、博物馆所采集的文物（易交流传播

带有文符画符的木、皮、叶文物尚未发现，文物标本多数是石、

玉、陶、蚌器），其形制有些与这里的岩画形制是一样的。我们

可以将岩画画风、画痕包浆、刻磨方法与采集到的文物相互比

较，即可研究分析出岩画刻磨的历史时期。而岩画文符内容为

我们提供了此时动植物形态、种类和民俗信仰、劳作工具、生

存方式、生活条件、器物用途、生态环境、交流方式、事发缘

由、迁徙动向、图文演变等史书上找不到的缺失信息。图 7、图

8这两幅岩画虽然文符不多，但涵盖的历史信息量很丰富，它把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系统文字之前缺失的北方某部族部分生产生活

场景再现出来了。至于它在那时对交往文字的形成相互影响有多

大，目前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的形

成，有其地缘自生的一面，也有外来碰撞交流的一面。地缘说应

是主流的，此说被地缘不断发掘出土的文物所证实。

六、地缘与交流岩画的再现

2010 年，我参观贺兰山世界岩画馆时，发现有一块岩画与

红山岩画区红山文化晚期距今 5500至 5000 年的初始文字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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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and pre-exploration of rock art
about the initial letter symbols of two groups
rocky cliffs at water chestnut tribal in the

Hongshan cultural area
by Wu Jiacai

Abstract：I came again to the Daheishan of Wengniute Banner in Inner Mongolia
for surveying in 2011，broaden extending the original scop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one by one. In many group and monomer petroglyphs found two sets of
interesting petroglyphs .This article by two petroglyphs to explore the rock art
embodied the folk beliefs， crafts tools，way of life， living conditions， artifacts
uses，ecological environment，means of communication，the reason of the incident
migratory trends， graphic evolution history books can not find the miss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Hongshan cultural；Water chestnut tribal； Initial letter symbols of
rocky cliffs；Rock art；Pre-exploration

相类似（见图 8）。它们相距 1500 多公里，是那时古人相互迁徙的文明

印迹，还是地缘文化独立生成？结论尚未确定。

史前带有共性文化现象的例子很多，突出表现在岩画和玛瑙箭镞

上。我们可以采集到与非洲一样形制的玛瑙箭镞；我们这里的古岩画，

与陈兆复、邢琏先生所著《世界岩画》中表述的太平洋西海岸某些岩画

形制是一样的岩画，这说明地球主体是相对固定的，但人类从远古到现

在都是流动的。岩画等文物的出现有可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交流碰撞所

产生的火花，而这些是历史教科书缺失的。语言、记忆表存的形态和方

式往往在方言和岩画中能找到它们最初或交流融合后形成的印记，会给

我们带来无限的思索与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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