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兰山岩画百题 / 贺吉德著；丁玉芳整理 . —银川：阳光
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525-0059-2

Ⅰ . ①贺… Ⅱ . ①贺… ②丁… Ⅲ . ①岩画学—研究
Ⅳ. ①K879. 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281292号

贺兰山岩画百题 贺吉德 著 丁玉芳 整理

责任编辑 李少敏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郭迅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169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年 8月第 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059-2/K·2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 光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总 序

贺吉德先生逝世周年祭日，贺夫人丁玉芳女士邀请吉德几位生前好友小

聚，大家建议，拟将先生的遗作进行整理，陆续出版，以飨同仁。经商议初步定

名为《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同时推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虽然自

觉才学有限，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却不敢违命。临笔之际，怀敬仰之心，思念

之情，往事浮现，文在人去，不觉涕泪俱下。

吉德祖籍山西，生于银川。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参加工作后

曾任中学教师和银川市人民政府外事、旅游、侨务办公室主任，政府副秘书长

并一度兼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等职。

我与贺先生交往 20余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能人、忙人、好人。三者相加，

是“苦命人”。因为先生太有才，又有求必应，所以太忙，也太累、太苦了。先生

一生不恋权位，淡泊名利，洁身自好，曾潜身山沟 7年，专心研究贺兰山岩画。

他博学多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建树颇丰，著作琳琅，字字珠玑。举凡除主

打项目的文学类之外，其他诸如历史、方志、金石、岩画，乃至美术、音乐等学

科，均有不俗的表现。他的科研成果丰硕，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中的代表

作有：《银川市志》（总纂）、《银川建城史研究》（主笔）、《贺兰山岩画的保护与

开发》（主编）、《宁夏历代碑刻集》（副主编兼执笔）、《中国藏西夏文献》（副总

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官印·符牌·钱币卷》（主编）和《贺兰山岩画研究》

等。同时还有多部专著待整理、出版。另外，他还发表过各类论文计百余篇。

然而，贺先生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也与一般学者大不相同，因为他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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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行政职务压在身上，许多政府行为的综合性大型文案都要参与或亲自执

笔。比如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保护与规划，全市旅游规划和城乡地名

及街、巷、路、广场的拟名等，均需由他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定《贺

兰山岩画发展规划》和促成我国第一部关于岩画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银

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的产生以及成功地将宁夏贺兰山———西夏王陵风

景名胜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

评为非正式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为“申遗”打下良好的基础方面，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至于写文章、著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业余奉献了，完全靠挤占节

假日和平时的休息时间去完成。这就等于说，他是拿健康与生命来换文字。因

此同志们都夸他是“双肩挑”的复合型人才。但其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

的，令人扼腕、唏嘘啊！

人言道：天命勿抗，吉凶难预，生命靡常。正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生前给

自己预写的《挽歌诗》中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认为人的生死乃

是自然规律，生人大可不必过度悲伤。贺先生终年六十六岁，年过花甲，介于

“耳顺”（六十岁）和“不踰矩”（七十岁）之间，而且生前荣誉多，众人敬仰，家庭

幸福，子女奋进，又有大量文著传世，芳名永播，可谓“生也荣”、“死也哀”，也算

是“朝闻夕死”（见《论语·里仁篇》）和“永安幽冥”（见《文选》曹植《王仲宣诔》）

了。战国思想家庄子也说过“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见《庄子·至乐》），意思是人

死了就像到了“大房子”（指宇宙）中去安息，人人同此归宿，何悲之有呢？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拟出版十部左右，初步计划由《贺兰山岩画

研究》《贺兰山岩画百题》《贺兰山岩画拓片精选》《银川史稿》《老子校笺》《贺

吉德撰碑记》《开发银川历史文化资源思考录》《贺吉德西夏研究卷》《宁夏水

洞沟》《宁夏历代志书》和《宁夏历史建筑杂文》等组成，将由贺夫人丁玉芳为

主，辅以牛达生、汪一鸣、胡迅雷、杨满忠和吴忠礼等人协助，并组成编委会，

争取政府支持、社会赞助，共襄玉成。

千言万语，无法颂君之德、之才、之功之万一，庶几聊慰英魂矣。是为序。

吴忠礼
壬辰年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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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来岩画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与图像这种表现形式在人们的生活和

社会的传媒中日益重要有关。

岩画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人类在数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图像。

岩画图像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它是表述人类意识性和

精神性存在的最早的证明。据人类考古发现，最早反映人类物质性意识的主

要是工具，而最早反映人类精神性意识的主要是岩画。

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图像先于文字，并在某些方面优于语言文字，正如

常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现在，由于数字科学的发展，“图像时代”切实地逼近

了，图像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主要的媒体形式。那些利用新型科技

完成的图像作品，其精确和细致的程度，其复制和传播的效率，更非传统获取

信息文字的方法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曾想过，如果说汉字是汉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而驰骋在我国广大北方

边疆的草原民族的主要文化载体则是岩画。拿中国的北方岩画来说，这些岩

画数量浩瀚、样式繁多，它承载着千万年来底蕴厚重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而

且这些图像载体要比文字载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久远。这些岩画是北方草

原民族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大百科全书”。数千万年来，它们在原始

的森林中、在茫茫的草原上、在丛山峻岭间、在广袤的沙漠里，寂寞无语，历经

人世的沧桑，依然伫立在山崖巨石之间。

岩画，是人类早期的视觉表达，是人类早期以图像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

式，这个被遗忘的人类古老遗产，也是人类文化的根。它的图像构成了文字发

明之前人类所拥有的最浩繁的卷宗。重新去发现它们也就是重新去发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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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早期的历史，同时它也展示了人类起源时的思维、观察和交流的方式，这

些东西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对岩画的研究，也是对人

类早期图像艺术的研究，它与当代图像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有相同的原则

和范式。这些对人类文化来说是根本性的，它超越了地区或国家的界限，包容

了整个人类。同时岩画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美，使它会越来越引起普通群众

强烈的兴趣，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之中。

中国岩画的发现虽然古籍上早有记载，但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却是在20

世纪的后半叶。岩画的发现与图像学的兴起，以及读图时代的到来，群众开始

像朝圣似的到岩画点去参观。在这里贺兰山岩画，特别是贺兰口岩画点由于

其丰富的内容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更是人们参观的一个重点之地。

这样，如何守护好贺兰山岩画，如何让人们参观好贺兰山岩画，以及如何

向群众解释好贺兰山岩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让人想起了本书的作者贺吉德

先生。

吉德先生在21世纪初，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兼任

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以后，真正迸发出对岩画事业的热情，亲自踏遍贺兰

山口的每一个山头，发现岩画的数目也成倍地增加，摸清了贺兰口岩画的家

底。在一个岩画点长达十年，以学者、建设开发者、守护管理者的身份系统地

进行贺兰山岩画的研究，这在当代中国是少有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吉德先生

是有心人，既守护岩画，又研究岩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都没有受过

上山进滩、徒步爬摸之苦。不知有多少次，在高下无平的乱石丛中，像寻宝一

样地调查岩画，有时一天会步行十几公里。其中的辛苦难以言传，发现岩画的

欣喜会减轻一时的疲劳。就这样，换来一摞一摞记录岩画的线绘图和大量的

照片数据。统计下来，竟然比我的朋友许成、李祥石10多年前记录的岩画多出

近10倍！”

现在群众已逐渐走向岩画，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惊叹着贺兰

山悬崖间诡谲、怪诞、神秘费解的岩画，钟情于这里的深山幽壑、废垒寒烟。

参观者众，问题也就来了，游客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为解答游客的问

题，本书就因此而作。它的产生是现实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群众的需

要。只有像吉德先生这样守护岩画十数年、深入群众的人，才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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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古人类记录在岩石上的图像，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既需要

有人从历史、政治、宗教、礼仪习俗、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方面，着重于对作品

的系统阐释；也需要有人从图像的来源、作者、时间、材料、形式、表现内容等

要素进行记录与考据。本书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由小到大，由图像

到文化，对岩画图像进行了解释，给人以从形象画面深入到语词意义或宗教

文化背景的进化过程的感觉。特别是对贺兰山口数百个人面像岩画着墨更

多，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我和吉德先生相识是在1990年，当时我正在银川筹备“’91国际岩画委员

会年会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但与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

我与吉德先生有较多接触是在2000年第二次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前后，

这时候他已担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为迎接第二届国际岩画研讨会的召

开，他在贺兰口特辟参观的便道，并为参观途中的每一岩画群写了说明，因此

贺兰口岩画点也增色不少。

记得大约是在2002年前后，有一天他来北京找我，说要在贺兰口盖一座

世界岩画展览馆。我很为他的心愿所感动，又不无担心地问有无条件、目前掌

握的材料有多少，当他提出要我帮助的时候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自己虽曾在

国外参观过许多岩画展览馆，但大多是岩画遗址展览馆，仔细想来具有世界

规模的却一个也没有见过。我想吉德先生大概也如此，也就是说没有别人的

经验可资借鉴。但后来他们真的动手盖起来了。不过工程不知道什么原因盖

盖停停，进展很慢。这期间他曾拿布展的计划给我看过，厚厚的几大本，我可

以想得到他为此花费过多少心血。我为他的设想而鼓舞，至于如何落实到展

厅里、布置在版面上，我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他们终于把贺兰山下的“银川

世界岩画馆”布展完成了。遗憾的是，“银川世界岩画馆”落成之时吉德先生已

退休，不久又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了。

回想2008年的夏天，他和李成荣先生来北京邀我去看看贺兰口的“银川

世界岩画馆”。自从我1985年第一次考察贺兰山岩画以来，曾多次到过贺兰

口。这次当汽车离开国道，在一条柏油马路上直向贺兰山急驰而去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一座正在兴建的雄伟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之下，映衬着背后

雄浑苍茫而又峰峦交错的贺兰山，不由得我心为之一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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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来这里考察岩画时，这里还是一片乱石荒滩，吉普车东歪西倒艰难地向前

爬行，在守林人的小土屋里喝自来水，相比之下大有隔世之感。应该说正因

为有吉德先生他们这样一群岩画守护者的努力，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此后，我又多次来到这里，还曾在岩画馆住过一段日子，看着一辆辆汽车

带着一群群游客来这里参观。我在贺兰口的沟口里，坐在从悬崖上滚落的巨

石上，这正是当年吉德先生沉思默想的地方，他在书中曾写道：“我经常呆呆

地坐在沟口外高大的石墩上，据说这是先民的祭坛。望着不言的大山，看着身

边冷漠的石头，空濛的山色中，仿佛有无数生灵在涌动，在膜拜，在祈祷，在向

那神秘的山口急切地奔去。那里有人啊，有无数的人。他们为追求生命而奔波

着，虔诚地在亘古不变的石头上磨刻着理想，又无望地面对默默大山，面对那

上面附着人类灵魂的图案……待定下神来，眼前依然是难以尽数的大小石

头。于是我想，千万年的石头不会说话，但我能不能替你们代言？这时，脚下的

石头似乎亲近了许多，用手抚摸冰冷的石头，当真有了一丝暖意。‘默默地解

读它们，然后说给大家听。’我立起身来，走下那神秘的‘祭坛’。”这是吉德先

生多年前的一段独白，但我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游客们呼朋唤友，听到的是

一阵阵赞叹声。贺兰口岩画点正在兴旺发达起来，岩画也越来越为观众所认

识，而吉德先生往矣！

是为序。

陈兆复
2011年11月15日

004



老贺与岩画（代序）

过去，贺兰山因岳飞一阙《满江红》而出名；如今，岩画更使贺兰山名声大

振。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岩画委员会正是看中了贺兰山贺兰口极为丰富的

岩画遗存，于是在银川举行了一次国际岩画学术讨论会。10年后，国际岩画委

员会又决定于2000年秋在银川再次举行国际岩画学术讨论会。

当时我在银川市担任领导工作。为了给国际学术会议作好准备，也为了

岩画这一珍贵遗存的切实保护和长远管理，当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

贺兰山岩画交由银川市政府统一管理，并负责协调相关事宜。

那时，我们对贺兰口沟口内约1平方公里的山崖上的岩画，作过粗略的调

查统计，大约有125组、627幅单体。沿山崖还没有一条参观的道路，山崖上的

岩画没有标识和说明，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档案数据，对这一难得的遗址更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工作，向出席国际岩画学术

会议的各国专家有一个像样的展示，的确时间紧、任务重。

我记得，当时市领导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选派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的贺吉德同志上山，主持新成立的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的工作。

我和老贺很早就相识了，是缘于对地方历史的共同兴趣，时常以文会友，

交流切磋。他在担任《银川市志》总纂时，下了一番工夫，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系统地研究了银川市的历史文化。直到今日，要说银川市的历史，可能还要数

老贺是权威了。加上他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熟悉情况，善于协调。看来，岩画

管理处的工作，非他莫属了。果然，老贺不负众望，一头扎在山上，仅用了几个

月的时间，就使贺兰口岩画区改变了模样。沿山崖的道路修通了，标识牌竖起

来了，保护措施以及讲解等工作也逐步到位了。在此期间，我曾到山上检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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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看到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心里也踏实多了。我还依老贺的请

求，以“云月山人”署名，题了一幅字曰“石破天惊”，刻在一块石头上，作为岩

画参观路线的一个点缀。到了9月份，顺利圆满地接待了国际岩画学术会议专

家的考察，各国专家都对贺兰口岩画景区的岩画保护和环境整治表示赞赏，

我们也为办成了一件大事而格外高兴。

此后不久，我调离了银川市，与老贺的接触少了，但只要陪朋友去看岩

画，还是要与老贺切磋一番的。一晃几年过去了，老贺已是五十大几的年龄，

依然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岩画管理处主任。我知道，这期间，许多比老贺资历

浅的干部升迁了，有的调离了岗位，但老贺还是每天山上山下、沟里沟外地忙

着岩画的事情。每见到他，别的事不提，总是满口“岩画”，而且越谈越深、越谈

越多了。

近日，我和几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考察贺兰口岩画。老贺亲自为我们作

讲解，他既把自己的新发现、新研究融进去讲给我们听，又不时地夹杂一些戏

说岩画的调侃，调剂一下气氛，引得同行者们甚是开心。我大约两年未去看岩

画了，这次考察又听了老贺的详细介绍，令我颇为惊讶的是，经过了几年的调

查和研究，老贺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也为贺兰山岩画研究拓展了新的更大

的空间。

一是经过仔细勘察和登记，仅贺兰口沟口内外的山崖上以及山前洪积扇

荒漠草原上的岩画就已达2318组、5679幅单体。贺兰口岩画之所以引起国际

岩画界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有如此密集的岩画分布。

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许多有岩画的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在20世纪90年代

初调查的基础上，短短几年，又有如此大批量的新发现，确实令人惊叹！据老

贺讲，不仅岩画数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倍，而且还有许多新的发现。如贺兰山

岩画中有一幅最著名的被称之为“太阳神”的岩画，其头顶上的两圈如芒线般

的刻槽分为二十四格、十二格。经过长期观察，阳光照在这幅岩画上，近处山

崖遮住的阴影，在不同时辰投在“太阳神”头顶的不同格段上，似乎起到了日

晷的作用。当然，作为一种观察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验证。还发现，贺

兰口岩画的许多符号与大约同期的美洲大陆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有许

多可比之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贺兰口岩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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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依据。

二是在贺兰口外山前区域调查，也有许多新的发现。有被考古学家初步

认定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址，卵石砌筑的房屋墙基清晰可见，屋内曾

使用的石磨板和供磨制器具的石块，痕迹还十分清楚。还有一处是直径大约

六七米、高约一米的卵石堆砌的圆形构筑物，中间是用石块堆起来的柱状体。

当地农户相传，这一遗址不知什么年代就已经有了，一直不敢动它，即使是这

边农户的果园墙，也是绕开的。看来，这是当地的一处神圣之地。老贺讲，这很

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一处祭祀之地，或是古代生殖崇拜的一个标志，目前尚无

人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附近还有一大片石块垒起来的羊圈，一个接一个，当

地农户也说不清是何时就有的，反正祖祖辈辈传下来，祖祖辈辈在使用。如

今，这里的农户都搬迁下山了，但这些祖辈留下来的遗存还保留着。人们说不

清它，也不去动它。贺兰山前的这些遗存，过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老贺

在几年的调查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在脑际盘旋：这些山前遗存空间与凿

刻岩画的先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是他们的居留地？有人曾经建议将贺兰口

山前的一大片石砌羊圈推平辟为广场，供参观者停车休息，但自从有了这些

发现以后，老贺坚决反对，主张一定要把这些遗存好好保护下来。因为从岩画

时代到现在，人类从游牧、狩猎到定居、放牧、农耕，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这些老羊圈以及周围的原始居址，就是历史物证。如果把这些遗存都破坏了，

岩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也许，它们的价值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但

一定要保存下去，留给后人去研究。显然，这又给贺兰山岩画的管理者和研究

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老贺的这种执著，令人钦佩！这也成了我写下以上文字的动机。

陈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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