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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画 崇 拜

远古时代，山清水秀的中宁，山上林木密布，原野百草茂

盛，吸引着很多原始部落的人依山而居，狩猎生活。当时，一个

叫做狞的部落是中宁一带强大的原始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名叫

杞，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喜欢族人传诵他的丰功伟绩，如有违

抗命令者，一律被驱逐出部落，任其自生自灭。

狩猎之余，杞总是喜欢招集部落成员围火聊天，谈论的话题

很多。他们喜欢谈论人是从哪里来的，谈男人、女人，也谈性。

他们还没有完善的语言体系，只能通过简单的音节来区别事物或

彼此的名字，比如，宁、安、思、巴……

部落里一个叫呶 （nao） 的少年爱上了一个叫塔 （ta） 的女

子。呶并不十分强壮，但他会把自己的思想和见到的事物刻在岩

石上。原始社会与女子交配的权力取决于成年男子对猎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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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到猎物多的勇敢者，就可以挑选部族中的女子交配。塔很

美丽，她和她的母亲被部落的首领杞占据着，为杞生育孩子。好

大喜功的部落首领杞喜欢打仗，用武力吞并其他部落，兼并了一

些小部落后，想让人把他的战功都记录下来。于是，杞找到了

呶。喜欢在石头上刻画图案的呶，就成了为杞记事的人，也就是

现在从事史志的人员。他把杞的事情用岩画的方式刻在岩石上，

呶刻画的图案也深受部落男女们喜爱。

岩画是人类原始时代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在原始社会里，

由于生产力低下，还没有阶级，在这时期出现的艺术，以其特有

的风格富有魅力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童年。虽然这些岩画不可

避免地带有某种幼稚和粗糙的痕迹，但却表现出一种生动的、朴

素的和富于幻想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具有不可为后世任何卓越

的艺术品所代替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起初，呶只在岩石上雕刻一些简单的画，比如植物，如树、

土豆、桃、芦草等。后来，他雕刻技巧越来越好，内容也越来越

丰富，裸露的石头成了呶的天然画纸。呶还带动了周围的族人参

与到雕刻岩画的活动之中。

最初，呶认为生殖完全是女性创造的，他惊异于妇女渐渐大

起来的腹部和孩子出生的过程，感叹和赞美女性的伟大和生殖的

神秘。后来发现没有男性的参与，女性便不能生殖，于是，他又

开始对男根进行崇拜。具体体现为对男性阴茎，睾丸、精液的崇

拜。

没有十分强壮的身体，呶为了能够和异性交配，试着用自己

雕刻的作品来取悦族中的女子。自然是残酷的，物质是贫乏的，

岩画上的图案稍许能为原始人的生命带来一丝亮色。观赏岩画

图案是他们狩猎之余的重要的消遣之一。呶博得了塔的爱心，两

人偷偷交配，生下一名男孩。

呶和塔偷情的事情被杞知道了，杞非常生气，命令族人把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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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扔到了中宁黄羊湾，让他俩终日与岩石相伴，与恐惧相随。

在原始社会里，离开部落的人不是饥饿而死，就是被猛兽吃掉，

呶和塔的生存几率几乎为零。然而，两个有着超强繁殖能力的青

年，面对恶劣和枯寂的自然环境，对生存的极度渴求促使他们重

新燃烧起创造新生活的欲望和激情。每天呶出去狩猎，塔就在山

洞里养育孩子或在周围采集野果。几十年过去了，两人和自己的

岩
画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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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为一个族群，被其他部落称为呶塔部落，他们在黄羊湾一

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惊异于自己创造生命的强大力量，既

而在崇拜神灵的同时也十分崇拜生殖。呶和塔的子孙刻制了孕体

雕像，绘画女阴，以感谢人类所延续出的生命奇迹。其他部落与

呶塔的部落交往，人们经常要去呶塔的部落办事，如果人们问去

办事的人去哪里？他就会回答，去“呶塔”！如果有呶塔部落的

人到别的部落去，问起是哪里的客人，总有人回答，是“呶塔”

来的！久而久之，经过长期演化，呶塔就成了中宁地区一个虚指

外面某个方位的代名词。

现在人们在中宁黄羊湾看到的古人类雕刻的岩画作品，被史

学家称为黄羊湾岩画。黄羊湾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一个组成部

分，告诉我们这些记录远古文明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古人类生存和

活动的居住区。黄羊湾的岩画多以动物为主，风格较写实，技法

为凿刻或磨刻，有些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有些图像很简单，是

一种象征符号，比如一些人面或兽面图，只是一个头形，没有耳

朵和眉毛，也没有连首身躯，这反映了远古人类在 8000年前有

过历史上特定的“生殖巫术”的习俗。人类对自身繁衍的生殖崇

拜是非常重视的，人（兽） 面图的眼睛是两个大黑点，眼睛和鼻

子便组成男根，两个大黑点是睾丸，鼻子是阴茎，嘴是女阴。有

些图最早只画了男根与女阴，外面的圈是后人加上去的，也或许

是直接刻成的。中国最真实的文字史料是商代的甲骨文字，往上

推，夏代的文字在陶片上，如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等都把陶片上

的符号视为文字，再往上推，岩石上的动物图像和生殖崇拜图像

无疑是古人想反映生活和人类繁衍的文字符号。中国最早的文字

就是岩画图像，也就是说岩画是古人类的记事本或部落史册。人

类最早的文化就是岩画，人们画鹿等动物，不仅仅只是狩猎的记

录或艺术创造，也是人们对食色的追求。自身生命的维持、种族

的繁衍，这是人类在自然及社会斗争中，面对的两项最大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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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孟子用哲学家的思辨道出了：“食、色，性也。”此中真谛，

一是吃饭，求得自身的生存；二是对异性的追求，实现族群的繁

衍。一些表现集体舞蹈的岩画，就反映着男子向女性的求合，而

女性轻松、舒缓的动作，则是一种愉快的应和，从另一个角度也

表现出了原始群婚生活中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有些画着意渲

染、表现两性生活的动作，强调它的人类自身繁衍的效果。原始

舞蹈的灵魂和动力，就在于对异性的追求，在于对两性生活的描

述和歌颂，在于对人类自身生产的极度关心和积极努力。对异性

的追求及对两性生活的赞美，是人类的一种本性。许多原始宗教

中都曾经存在过生殖崇拜。人们进行巫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向

神灵表示和传达人们渴求子孙繁衍、氏族部落人口强盛的强烈愿

望。在原始社会晚期，巫祝带领人们、组织人们跳舞，通过舞蹈

动作表现男女间的思想，以便娱神，通神，向神灵祈求保佑部落

发展壮大。

研究岩画崇拜现象，图解远古人类的意图，从中捕捉古代人

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是中宁黄羊湾岩画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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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母 坠 环

西王母是女仙之宗，她身姿绰约，美丽动人，深得玉皇大帝

的宠爱。玉皇大帝让她掌管长生不老之果，有蟠桃、仙果等，还

掌管不死之药。她深知仙果能使人延年益寿，还可美容，只有开

蟠桃会或仙果会时才能吃上。天宫里的东西是不准随便带到凡间

的。西王母想让家乡的人也品尝到仙果的美味，想了很多办法也

不能既把仙果带出去又不让天宫的人发现。一天早晨西王母梳妆

时发现自己耳坠的红色宝石和仙果很像，于是，她便把耳坠的宝

石取下用仙果替代戴在耳朵上。仙果红似玛瑙，宛如耳坠，她用

这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仙果从天宫带了出来，决定把这仙果赐给

人间———养育她的家乡。

西王母这一形象在神话、仙话、谶纬神话、道教神话、民俗

信仰和文学戏剧艺术作品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西王母在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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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中就有记载：“出于东母、西母，若。”关于西王母的记载

见于《山海经》之中。《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

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昆仑山的位

置在《山海经》里是指在西北。西周以前的昆仑，就是宁夏的贺

兰山。这说明西王母住在贺兰山脉，贺兰山一直延伸到宁夏中宁

的黄羊湾。“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那时，

中宁舟塔到鸣沙有很大的湖面，黄河水与清水河的水注入湖内，

这一带水面平稳称为“弱水”。在那个年代碱沟山上很多煤在外

裸露，常常自燃。西王母居住在这里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将猎物

烧熟了吃。《山海经》中说西王母身边有三青鸟，是“为西王母

取食”的。《大荒西经》载：“……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

曰大鹙，一名曰少鹙，一名曰青鸟。昆仑山很大，西王母当时是

部族首领，后来才成为道教之神的。

中宁盆地在远古时代就有的这个大湖，方圆约 60 华里。

湖水清凉甘甜，湖里有鱼虾龟鳖，还有野鸭、天鹅等水鸟在

湖面上嬉戏，湖的东面和西面分别住着几十户人家。东面的

叫枸庄，就是现在的鸣沙镇。西面的叫杞庄，就是现在的舟

塔乡。枸庄崇拜物为枸树，而杞庄则崇拜杞树，两种植物很

相像，果实和枝叶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枸树带刺，杞

树不带刺。

王母从天宫出来，要到家乡西北看看，她到了湖边，被美丽

的景色吸引，忍不住去嬉水。嬉水之后，感觉自己有些饿了，想

到离湖最近的枸庄找些吃的，走进一人家，一对姓李的老夫妻带

着一个孙子热情地招呼西王母。西王母向两位老人询问这个地方

哪里可以买到吃的？两位老人告诉西王母此地没有饭馆也不卖吃

的，有客人到庄里，走到谁家都会热情招待，如果不嫌弃就在家

里吃点。老太太让老头陪西王母说话，自己出去做饭，不大一

会，端进了一大碗面，一进门香气扑鼻，西王母吃完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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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这面是怎么做得，怎么这么香？老人笑着告诉她，是这里的

蒿籽长面，是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西王母很感动，要给老人

钱，他们没有接受。西王母觉得枸庄一带民风敦厚淳朴，加之土

地肥沃，是适宜仙果生长的理想之地，她就把耳朵上戴的一颗仙

果丢在鸣沙。

西王母沿湖边走边观赏风景，走到杞庄附近，感觉很渴，想

去找水喝。她也想试试杞庄的人是不是也和枸庄的人一样淳朴善

良，于是变化成了一个生病的老太太，来到一个门前贴着大红喜

字的人家，走进院子。屋里出来一个小媳妇，笑着问她，老奶奶

有什么事？西王母咳喘着向小媳妇讨水喝，那个小媳妇端了一碗

热水，拿个凳子扶她坐下让她慢慢喝。西王母喝了一口，摇了摇

头，小媳妇赶忙问她怎么了？西王母说，我感觉喘得厉害，要是

有点蜂蜜就好了。那时候，蜂蜜可真是个奢侈品。小媳妇笑了

笑，进屋拿了一些蜂蜜，放在了西王母的碗里，用筷子给西王母

搅化让她喝。西王母觉得杞庄的人也很淳朴善良，便把另一颗仙

果丢在舟塔。

于是仙果便在中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枸庄和杞庄的人看

到如此好看的果子，便摘下来吃，结果许多有病的人吃了这仙果

后便好了，没病的人吃了仙果能强身健体。鸟儿也很喜欢吃仙

果，鸟粪中有仙果籽，鸟飞到那里，粪便排泄到那里，粪便中的

仙果籽落入泥土生根发芽，遍野都有了仙果树。枸庄人想叫这种

树为枸树，杞庄人想叫这种树为杞树，而这种树既像枸树又像杞

树，于是他们称这仙果树为枸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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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黄帝“西至于崆峒，登鸡头”。鸡头山，又名

牵屯山，后也称大陇山，即六盘山。黄帝登鸡头山祭祀之后，后

世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们纷纷效仿，都来登鸡头山祭祀。

《史记》还记载：天下大乱，群龙无首，那时候，蚩尤与炎帝之

间的战争、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战争、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都属

于氏族社会晚期氏族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黄帝战胜蚩尤和炎帝

后，得到了原炎帝与蚩尤各氏族部落的拥护而成为部落联盟的盟

主，同时也成为建立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领袖。

黄帝多次到过崆峒山与鸡头山。黄帝族处在氏族社会晚期，

起源于鸡头山一带，发祥于西北黄土高原。其时代约相当于考古

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000年之间。黄帝在与各氏族部落的大战中统一了中原，确立

黄 帝 祭 祀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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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霸主地位。他登鸡头山祀山，又前往弱水祭水，是为了祭

祖，也是为了圆嫘祖的一个梦。

据说，在黄帝出巡前，黄帝的女人嫘祖正值孕期。她做了一

个梦，梦见自己在北方一处红果满园的水泽之乡临盆，生出一条

黄龙，黄龙入水即逝。嫘祖把这个梦告诉黄帝。黄帝请来仓颉解

梦。仓颉说，黄帝出巡北方后，一定要寻到长满红果的水泽之

乡，一来，是解脱嫘祖不能进孝的焦虑。原来，嫘祖生在天府之

国的成都平原上西陵国嫘村山一户人家，长得美丽，本性善良。

她每天不辞劳累，外出采摘野果侍奉家中体弱多病的父母，附近

的野果采完了，便跋山涉水到远处去采摘。可没过多久，远处的

野果也采完了。她一想到家中的父母要挨饿，不由失声痛哭起

来。她的哭声哀婉、凄凉，森林里飞禽走兽都感动地流下了泪

水。嫘祖采果的故事打动了黄帝，此时，黄帝征服四方、治理天

下正需要嫘祖这样的好女人作皇后，母仪天下，于是，黄帝迎娶

了嫘祖。嫘祖住进行宫十余载，思乡心切，于是寄思于梦，便有

了红果之象。二来，黄帝在打败蚩尤后，将蚩尤部落的凶恶者，

流放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 嫘祖梦到黄

龙降生，是龙子降生的前兆，但黄龙出世却被湖泽所吞，这可能

是流于“北地”的蚩尤之众的余怨在上空聚集邪恶之气，欲意暴

动反抗的征兆，此恶果非龙身不足以压邪。

黄帝登鸡头山追念先祖伏羲、女娲，祭祀山岳之后，又继续

北上，寻找红果满山、湖泽浩渺的北地，以求解得嫘祖之梦。途

中他了解到距六盘山北边二百多里处有一座小山叫泉眼山，在黄

河岸边，泉眼山在现中宁县舟塔乡境内，山下是一片水泽之乡，

生长着他要寻找的红果。

远古时，中宁四面环山，青铜峡峡谷还没劈开，黄河出水极

不顺畅，在中宁形成了浩大的堰塞湖，显示出一种远古的神奇。

如此大的水域，正是黄帝祭水的好地方。黄帝祭山祭水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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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崇拜。《淮南子·地形》中的解释是：“山为积德，川为积

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丘陵为牡意

即表示丘陵是雄性，溪谷为牝，则说溪谷象征着雌性。牡为雄，

牝为雌。为了繁衍生息，使自己的部落后继有人，且人丁兴旺，

就必须崇拜山和湖。祭山是黄帝追求一种旺盛的雄性美。祭水则

是追求一种雌性美。

黄帝到了泉眼山，终于见到了嫘祖梦中的水泽之乡、红果之

地。大行祭祀，摘红果数枚回驾，去往有熊之地（山东）。半途，

探马来报，嫘祖生得一子，后来取名昌意，意为昌盛之意。嫘祖

生了昌意之后，黄帝统一了大业，立嫘祖为后，从此，母仪天

下。

黄帝一生辛劳，巡视到现在的陕西黄陵处，终老桥山，享年

111 岁。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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