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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部，南北绵延二百五十多公里，平均海拔一千四百多米。在远古时期，

这里林草丰美，生物种类繁多，是天然的游牧之地。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戎、羌、匈奴、鲜卑、回鹘、

突厥、 党项、蒙古等民族先后在此繁衍生息。贺兰山石壁上数以万计的岩画，正是这些游牧民族智慧的结

晶和情感、意志、心理愿望的生动体现。先民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自己的生活和理想，通过狩猎、畜牧、

征战、人面像、手印、脚印、蹄印、符号等题材刻画在崖壁上。这些古朴、简洁的图像以其高超的艺术魅力，

构成了一座气势恢弘、场面壮丽的的艺术长廊，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奇葩。

可以说，岩画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最早、最系统、最完整地记录了人类的劳动生

产和生活。所以，岩画又被称为“石头的书籍”和“岩石的报刊”。青山遮不住，岩画书千秋。正是这数

以万计的岩画书写着人类曾经的神秘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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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
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马，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1400 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最早这样记录了贺兰山岩画。

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马，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1400 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最早这样记录了贺兰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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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宁夏银川境内，有一个闪亮而又神奇的文化品牌，它就是享

誉世界的贺兰山岩画。

早在 1400 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最

早记录了贺兰山岩画；20 世纪 60 年代，贺兰山岩画又在一个很偶

然的机缘中走进了当代人的视野。自此，贺兰山岩画逐步揭开了它

神秘的面纱，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题材、撼人的艺术魅力和深

厚的文化内涵征服了世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 年，首届国际岩画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这是国际岩画学术

研讨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它进一步标明了贺兰山岩画在世界岩画中

的重要地位。2006 年，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这本画册辑录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精心

拓制的岩画拓片近 200 幅。虽然它只是贺兰山岩画的凤毛麟角，但

却是其中的精粹。其内容分为五个篇章，包括变化万千的人面像岩

画、场面壮观激烈的狩猎岩画、草原牧歌般的游牧岩画、形象生动

鲜活的动物岩画以及各种符号岩画，几乎涵盖了贺兰山岩画中最具

特色的全部类型。在设计风格上，全书用泼墨山水画的艺术形式和

直观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示出贺兰山岩画的艺术魅力，形式古朴典雅、

美观大方，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同时也为人们认识贺兰山岩画、

了解贺兰山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资料，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岩画带给我们的是神秘、厚重而又久远的历史，是古人留给后

人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我们回报它的是深深的热爱、细心的呵

护和不倦的探索与追求。衷心感谢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全体同仁为拓

制岩画拓片、编印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愿本书成为大家的良朋益

友。

                              银川市文化广播电视局

 局长：

2012.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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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的制作
岩画，顾名思义就是在岩石上作画，在国外被称为岩石艺术（Rock  art），而在中国则统称为

岩画。我国岩画的制作方法，分为绘制法和减地阴刻法两种。绘制法制作的岩画，是用矿

物质颜料将图形绘制在山崖、洞窟石壁上，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岩画分布区，从而成为我国南方

系岩画的主要特点；减地阴刻法制作的岩画，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岩画分布区，是我国北方系岩

画的主要特点。其中减地阴刻法成像，又分为减地阴刻阴影式和减地阴刻线条勾勒成像式两种，

采用的方法，有磨刻、凿刻、敲凿和划刻法四种。磨刻法一般使用木、石、骨、角等工具，凿刻、

敲凿和划刻法使用尖锐的金属工具。贺兰山岩画主要采取这种制作方法。近年来在宁夏石嘴山黑

石峁及中卫香山也发现极少部分的彩绘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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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沟岩画

大井河岩画

石羊沟岩画

韩索井岩画

石马沟岩画

黄石旋沟岩画

南长滩岩画

直隶墩岩画

黄羊村北岩画

石房圈岩画
黄石坡岩画

枣刺沟岩画

大豁硌岩画

葡萄堆岩画 新井沟岩画

大麦地岩画

大通沟岩画

石马湾岩画

芦沟湖岩画

口子门岩画

柳渠口岩画
红旗沟岩画

二道沟岩画

大水吉口岩画

小滚钟口岩画

拜寺口岩画

回回沟岩画

插旗口岩画

白头沟岩画

苏峪口岩画

西峰沟口岩画

小西峰沟口岩画

西峰沟岔路口岩画

西峰沟拐子口岩画

大水沟岩画

杏花村岩画
白芨沟岩画

黑石峁岩画

茶树沟岩画

边沟岩画 大山头岩画

大树林沟岩画

小树林沟岩画

翻石沟岩画

西沟门子岩画

圈窝子沟岩画

麦如井岩画

砂石梁子岩画

牛首山岩画

青龙山岩画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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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岩画的分布特点
贺兰山岩画分布很广，北起石嘴山市的麦如井，

南至中卫北山的大麦地，在绵延 250 多公里的各个山

口均有分布。由于岩画分布南北间距较大，在自然条

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岩画的分布呈现三种类型：

◆山前草原岩画  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北段的山前

洪积扇上，分布面积较大，每组岩画之间稀疏杂乱，

石面方向各异；由于石面较小，岩画以个体图像居多，

组合图像较少。以北山羊、马为主，其他动物、符号

为次。

◆山地岩画  主要集中于贺兰山中北段，常分布

于深山腹地的山梁峭壁上或沟口两侧的沟崖上，岩画

分布集中，岩画点周围地势开阔，水草茂盛，多为牧

羊人和路人途经之地。大部分岩画画面较大，以组合

图像为多，内容丰富。所反映的题材有狩猎、放牧、

宗教仪式及车辆、工具、武器、植物、文字题材等。

◆沙漠丘陵岩画  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南段卫宁北

山一带，明显有别于山前草原和山地岩画。岩画分布

点的相对高度明显降低，岩画多分布于山梁上裸露的

基岩上，呈条带状分布，仍以动物为主，主要是狩猎

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岩画已被沙漠所浸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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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像
人面像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岩画制作者运用

点、线、面的变化凿刻出形态万千的人面像，从而为我们展开一

幅脸谱艺术的长廊。这些似黥面、似脸谱、似面具的人面像岩画包含着人们对自然、

祖先、英雄、图腾、生殖以及原始宗教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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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轮红日高高升起的时候，

先民们又度过了漫长而恐惧

的黑夜。这幅被称为“太阳神”的

岩画就位于面向东方的一块高高的

岩石上。一双重环形的双眼炯炯有

神，面目四周光芒四射。这位“太

阳神”在先民心中该有着怎样至高

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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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万千的人面像岩画在贺兰口分布最为集中。据说

在古代，贺兰山被许多游牧民族奉为“神山”“圣山”，

许多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古代先民认为，人的灵魂

寄托在人的大脑里，而人面又是大脑的外在表现，因而

通过人面来寄托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达到与神灵的沟通。

这些似面具似脸谱的人面像成为先民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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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饰上扬，耳饰垂逸，面部五官似一佩剑武

士，这类人面像在贺兰山岩画中多次出现，

周围往往伴随着西夏文字的出现。有人认为这是

西夏党项族对祖先或部落首领的崇拜；有人认为

这是西夏战神的形象。著名学者李范文先生则认

为这是一幅跪拜图。制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凿刻出

一个四体投地虔诚跪拜的佛教徒的形象。其中一

幅旁边刻西夏文“能昌盛正法”，意为“秉承正法，

人民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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