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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文明的密码

———岩画

岩画，有“人类原始艺术之门”和“人类童年

生活记忆”之称。是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运

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

的图画，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原始人类以图画为语言载体，表达、记述了他

们的宗教信仰、巫术仪式、狩猎活动、生殖崇拜、

祭祀等精神生活、经济活动与社会实践，是原始

思维、原始观念和原始社会形态的反映。遗存至

今的各种史前岩画，

就是当时他们的

思想观念和社会

活动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们刻画在

岩石上的“史书”。

中国是世界

上岩画分布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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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早在 1500 年

前就有发现。而其

中，宁夏岩画又具有

着突出的特点。宁夏

岩画积淀深厚，囊括

了亚欧大陆上的各

种原始崇拜、狩猎活

动、巫术实践、图画

语言等同类岩画。图像包罗万象，既有天体、植

物、动物、器物、符号等单个图像，又有动植物、交

媾、狩猎、巫觋、争战、崇拜等组合图像；艺术表现

形式有写实、夸张、表意、抽象等风格；制作手段

有敲凿、凿磨、刻磨、研磨、线刻、彩绘等技法。岩

画图像瑰丽璀璨、妙趣横生，画面古朴凝重、稚拙

爽朗、明快自然，意境深邃、发人深思、引人入胜。

特别是其中的史前神龙、史前维纳斯等岩画，更

是人间绝品，世上奇珍，为人类文明史谱写了辉

煌的篇章。

从岩画分布面积与宁夏国土面积的比例来

看，宁夏岩画分布密度之大在国内实属少见。宁

夏的岩画分布密集，且数量多。粗略算来，宁夏岩

画有数万幅之多。从最北边的石嘴山地区到贺兰

山一线的贺兰口、青铜峡、灵武、中卫、同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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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西吉县，都有岩画分布。现已查明的有五

大岩画带：贺兰山岩画带、中卫大麦地岩画带、青

铜峡岩画带、中卫香山岩画带、灵武横山岩画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贺兰山岩画和大麦地岩画。

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在古代是匈奴、鲜卑、突

厥、回鹘、吐蕃、党项等北方少数民族驻牧游猎、

生息繁衍的地方。岩画分布在贺兰山全长 250 余

千米、从北到南的树林口、黑石峁、归德沟、贺兰

口、苏峪口、回回沟、插旗口、西蕃口、口子门沟、

双龙山、黄羊山、苦井沟等山口中，共 20 多处，画

面总数在万幅以上，时间大致从春秋战国到西夏

时期。

贺兰山岩画在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内容：

石嘴山一带以森林草原动物为主，如北山羊、岩

羊、狼等形象；贺兰山一带多以形形色色的类人

首为题材；青铜峡、中卫、中宁一带的岩画则以放

牧及草原动物北山羊为主。在贺兰山白芨沟等地

还发现了成片彩绘岩画，以乘骑征战的人物形象

及北山羊、马等动物形象为主。彩绘岩画的发现，



为贺兰山岩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

中卫岩画。中卫市地处黄河前套上首，西临

腾格里沙漠。其岩画分布于苦井沟、大麦地、东

沟、钻洞子沟和大通沟五个岩画点，其中以大麦

地岩画最为著名。

大麦地岩画在中卫市沙坡头境内卫宁北山

上，有 1 万多幅。其中创作最早者为旧石器时代

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 4000 年到 1000 年，是

卫宁北山岩画的代表。内容有狩猎畜牧、战争舞

蹈、牛羊虎狼、日月星辰、天地神灵、手足蹄印、男

根女阴、图案符号等，可以说是人类早期的画廊。

该处岩画数量多、分布密集，集中分布在 15

平方千米范围内，有 3000 多组，展现个体形象

8453 个，平均每平方千米遗存图像 200 多组。在

岩画密集地段，几乎每块石头上都有岩画，而且

不少岩画还是叠画在其他岩画上，画面极具层次

感。大麦地岩画多是实物的象征图形，虽为凿刻

和敲击而成，但制作精美，形象朴拙生动。

与贺兰山岩画比，大麦地岩画的群体性场面



更多。羊群、围猎、动物争斗，无不是狩猎与游牧

生活的写照。其中最大的一幅长达 9 米，高 1.2

米，有近百个图形，描绘了游牧、狩猎、舞蹈各种

场景，表现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被学者称为

“游牧长卷”。大麦地岩画中有少量的表意图形与

符号，通过象形、会意的图画符号，表达一个较完

整的意思。如在一幅岩画里，右上部为一只羊，左

上部为一个人面，其中部为 S 形符号，下部为一

横符号，描述了宁静的田园生活场景。这些文字

的来源可能与中华民族的先民有关，也与传说中

的三皇五帝有关，甚至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图画

文字。有学者推断它是古汉字的前身，应该属于

早于甲骨文字的原始汉字。

宁夏山川遍布的岩画，是早已逝去的史前时

代的历史见证。原古人类通过在坚硬岩面上的

凿刻涂抹，以图画形式记载了他们的生存斗争、

经济生活、社会实践和思想观念，再现了史前人

类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他们通过岩画向我

们转述了祖先的文明，将人类的文明源头在现有

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好多万年。因此，岩画是原

始人类的图画语言，是人类文字创生的源泉，是

史前时代的史书，是研究重建人类史前史不可再

生的珍稀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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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岩画与神话

———黄河流域最早的伏羲女娲造像

在贺兰口岩画中发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两个

人面，上为伏羲，下为女蜗，其蛇身交尾，原始性

强烈。这一组交媾造像高居山石之上，鸟瞰千山

万壑、大河上下，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威严。这幅造

像至少产生于新石器早期，比贺兰口其他造像早

两三千年，可以说是现今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最早

最原始的伏羲女娲造像。

伏羲、女娲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两位始祖神，

传说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伏羲无所不能，教

人们结网捕鱼、耕作，定礼制、绘八卦，鼓瑟作曲

甚至做饭。相传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变。关于

她的传说，最著名的是造人和补天。某一天，她经

过黄河河畔，想起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了山川湖

海、飞禽走兽，改变了原本一片寂静的世界。但

是，女娲总觉得这世界还是缺了点什么，于是女

娲抟土造人。最初是用黄泥一个一个地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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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用绳索在泥浆中甩动，溅出的泥点都变成

了人。传说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

融打败了，他气得用头去撞西方世界的支柱不周

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

类受灾，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

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

另一个与岩画内容有关的传说是说早在远

古洪荒时代，天塌地陷，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天

水相连，世上大部分人都在灾难中死去，只剩下

伏羲、女娲兄妹俩。为了繁衍人类，盘古命这对兄

妹结为夫妻，他俩不肯。后来想出用占卜的办法，

让伏羲、女娲各在东、西山头上，分别持一扇磨，

从相反的方向往下滚，如果磨合到一起，他们就

担任起传留后代的任务。开始两扇磨一扇向东，

一扇向西，但到山下两扇磨却改变了方向，在两

山之间洼地处相合在一起。伏羲、女娲不敢违背

上天的旨意，于是结为夫妇，生了许多儿女，成为

人类的祖先。为了让儿孙们安居乐业，女娲又不

辞辛苦，炼五彩石，补被共工所撞破的西北天。这

一美丽的传说，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但发祥地在

哪，其说不一。

据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蛇身人首

的伏羲女娲形象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流传较广则是在汉代。两汉期间国力强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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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文化兴旺，人们

生前享乐，死后厚葬，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许

多汉代出

土的伏羲

女娲造像，

有名的有

南阳画像、

武梁祠造像等。这些造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头部和上身尽管千变万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服饰特点，但下身却都如同蛇尾或龙尾相交。这

种正是龙蛇图腾崇拜的具体反映。此外，在丝绸

之路上的新疆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类似内容的绢

画，这些绢画出自高昌国。画上的服饰是西域样

式的，而下部两蛇相交却是中国古式，同黄河流

域中游地区的伏羲女娲大同小异，表现了黄河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完美结合。

在西南地区瑶、壮等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其

先祖也是人首蛇身的兄妹。

贺兰口的这幅伏羲女娲岩画既是古人生存

与繁衍意识的反映，也是生命崇拜与生殖崇拜集

体意识的表现。尤其可贵的是，这幅岩画及与之

相对应的神话传说还证明华夏文明的源头就在

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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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第一龙

———宁夏大麦地神龙岩画

大麦地岩画有一幅神龙岩画，头尾俱全，体

形如蛇，凿刻在长 110 厘米，宽 70 厘米的红砂岩

岩面上。画面由一条巨龙、一个神人头像和四条

小龙组成。巨龙位居中央，龙头高昂，龙口大张，

两只短角上竖，一缕额发后扬；龙颈短且前屈；龙

体蜿蜒曲折，呈长蛇状；龙尾尖细下卷；龙腿前后

各一，粗短无爪。神人为半身头像，头顶上有芒线

冠饰，面部眉、眼、鼻、口俱全，神人头像骑乘于龙

身尾部。四条小龙从上到下，紧靠巨龙，第一条居

巨龙前身之上，第二条与巨龙前身缠绕，第三、第

四条尾部相交，居巨龙下方。整幅神龙岩画似乎

在表现神人乘龙遨游于茫茫苍穹之中，大有飘飘

凌空之状。与此类似的岩画国内迄今未见报道，

大麦地的神龙岩画，可谓华夏岩画第一龙。

关于龙的传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颇多，大

都与三皇五帝时的史迹有关。华夏古史上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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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神圣人物，很多都与龙、蛇结下了不解之

缘。中国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创始万物之主，均

被塑造为龙的形象。作为天地万物始祖的盘古，

其形象是龙首蛇身。传说中华夏远古三皇五帝也

都是龙种、龙身，人祖女娲蛇身人首；火神祝融、

水神共工都是人面蛇身；祝融还乘两龙，祝融之

子鼓也是人面而龙身。诸如此类，凡上古的英雄

人物，均与龙有关。

这些传说，与华夏古族及其先民早期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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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密切相关。史载伏羲、炎帝、黄帝均出生于黄

河上游的陇右及其毗邻地区。陇右主要指陇山

（今宁夏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之地，大致包括

今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有

以龙或蛇作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活动。龙是先民以

蛇为原型创造的图腾形象，与蛇实为一体。大麦

地发现的神龙岩画，龙尾与神人头像相交，四条

小龙相绕，观其图形，绘制的应是与三皇五帝有

关的龙首蛇身、蛇身人面、乘龙升天、轩辕之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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