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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史前时期的萨满岩画

张志尧

〔提要]阿尔泰史前岩画是远古欧亚草原的艺术瑰宝。而阿尔泰史

前的萨满题材洞窟岩画，则是人类蒙味时代、自然灵力崇拜的历史见证。

作为"中亚湿岛"的新疆阿尔泰山的东部与西部，是额尔齐斯河上游

的两端，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王是第四纪冰河晚期东西部人类集群

大规模迁徙、聚居的栖息地。

为此，新疆阿尔泰山的东、西部洞窟，正是远古先民祭天敬祖之

圣地。

阿尔泰山东部的富蕴县唐巴勒洞窘，该地所发现的:拱顶上的"倒山

字形"符号、满窟中的同心盟、 E 大的手掌形、人面形等图案，与阿尔泰山

西部哈巴河县沙拉乌俊、杜阿特洞窟所发现的"萨满征战祭祀"、"萨满祈

祷水草丰盛、符猎成功"和手掌印、奥丁神、大陆神祭坛、猫头鹰、汗血马、

壳、熊、牛以及巨人与魔法围墙等，这些具有巫术感应的印记、天体的象

征符号以及神灵、动物图腾等茄色彩绘岩画，是欧亚草原史前岩画她罕

晃珍品。

在遍布全球的满窟彩绘"手掌印"史前岩画中，杜阿特洞窟的手掌印

以及整个洞窟扑朔迷离的"萨满教"氛蜀，就相对的文化类型比较而言，

它在内容上、表现形式上，特别是远古东西方融合的元素上，要比董声海

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雅布赖洞薯的手掌印岩画要丰厚得多，甚至可以

说，在整个欧亚草原无与伦比。

正是这样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先祖留下的宝贵遗产，已

使当代史前岩画研究的诸多 E 际权威学者向往不已。

[关键锯]阿尔泰 z 史前时期;萨满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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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是中亚古代文明的摇篮，是敌亚草原史苗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基萃之地，也是

人类原始灵力崇拜 萨满教的重要发祥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裙，作者对新疆商尔泰出东部与西部进行大规模考察时所发现的

洞窟岩露，是人类史爵时期遗嚣的珍品。现将这两拉萨满题材的岩噩介绍如下。

一、阿尔泰山东部

两尔泰出东部的蘑巴勒，位于新疆商勒泰地区富蕴县库尔医之北，是县二牧场所辖

的山地。由于此羁窟绘有纹饰图形，因而该地就以唐巴勒〈哈萨克语，意为花纹)命名。

1983 年 11 月，作者来到了富蕴县唐巴勒揭窟。该润窟位于日出之正东，离地面约

数丈高提条带状混合岩山岗之上。润窟虽不深，但较为开酶，能并排站立数十人。仰商

观之，有天然店宇之巍然气度。

该需窟岩画的题材、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同于一壁，具有如下特点。

1.满窟岩画题材

富蕴唐巴勒洞窟岩属是崖人重形神灵型、唐形同心菌，手掌彭、莲花、梯形租宗教性

咒语、经文以及挟顶符号房组成。

拱1英符号

由出脊至洞窟有一小道可达1自前，抬眼望洞窟挟顶，有一特异符号。其符号是以深

蒲色的影绘，绘于拱茧的中心部位。

在律1"山"宇翠符号的南髓，还发现有一种假文字的符号，但其颜色的色度较前者要

浅淡些。拱匮与溺窟地面相距六七米。拱1英两倒岩璧陡立，无立足之边。拱顶符号中的

倒"山"字形，其横线长 70-80 厘米，竖线长约 70 厘米。

崩形同心圆

洞窟的正中有面积大约为1. 5 平方米不规黠状的突出部。 i这突出的岩块全以深红

色涂遍，在此红色岩块的中闰，有绘以白色的双噩同心匾。此路呈椭噩状的同，心圃，其大

国左右两端长约 46 霆米，上下高约 30 厘米;其小国左右长约 15 厘米，上下高约 12

厘米。

在此红底白色的同心噩同一方位的石壁上，有三个呈椭噩形的凹穴。此三个自穴皆

因风化离自然形成。其中部有一吕穴，左右长约 90 厘米，上下高约 72 厘米。 i克唐形属

公圈外噩的左右长约 40 厘米，上下高约 25 崖米;内圈左右长约 22 厘米，上下高约 10 厘

米，内圈中有一假挺黯状线条。此自穴下有二个由大、中、小噩所组成的属形离心圈，其

圄彭所绘的颜色皆为麓色。一届形向心圆的大圈左右长约 90 厘米，上下高约 60 噩米;

中圈左右长 55 厘米，上下高约 30 崖米川、圈左右长 15 厘米，上下高纯 8 厘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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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白色的同心圆

另一扁形同，心圆的左右大圈长约 130 厘米，上下高约 70 厘米，中圈左右长约 55 厘

米，上下高约 35 厘米，小圈直径为 1 1. 5 厘米 。

此四个扁形同心圆均在洞窟正中方位 。 在洞内南侧亦有一双圈同心圆，亦是精色彩

绘 。 其外圈左右长约 70 厘米，上下高约 42 厘米 ;小圈较小，基本上呈圆形 。

在洞外南侧，手掌形图案下有三个双圈扁形同心圆 。

其一 :外圈左右长约 42 厘米，上下高约 30 厘米 ; 内圈直径为 12 厘米 。 其二 : 外圈基

本上呈圆形，直径约 35 厘米;内圈直径较小 。 其三 : 略呈眼睛形，外圈左右长约 30 厘米，

上下高约 14 厘米;内圈圆点很小 。

人面形神灵

在洞窟中心部位有一人面形神灵图 。 左右长约 63 厘米，上下高约 72 厘米的人面

形，其额顶绘有一似尖状帽的图形 。 此人面形较特殊，呈

额顶朝下倒置状。额顶有二个呈弧形的短杠，每个弧形中

均有 22 道短杠，两个弧圈共有 44 道似光泽形的短杠 。

短杠所组成的弧形圈下有一对眉状形 。 眉状形下有

三个似眼睛状的图形 。 其眼状形的外圈左右长约 18 厘

米，上下高约 9 厘米 。

在洞内南侧亦有一人面形，虽是精色，但色度较前者

为浅 。 其人面形左右长约 115 厘米，上下高约 160 厘米 。

额顶绘以短剑形，额顶下亦有 40 道光泽短杠所组成的弧

状圈 。

莲花、梯形

洞内北侧有谈粉红色似四瓣莲花的彩绘 ，其色彩已很

倒置三目人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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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泼，只能凭经验辨出个大概。其围形左右长 148 厘米，上下高约 130 厘米。

捐南侧的人面形下，有梯影图，图形中缸有文字符号，其色彩亦为竣斡红色。

手掌形

在渭窟外商制，有一巨形手掌圈。虽亦是藤色彰绘，但色彩己很浅淡。手掌形左右

长 120-130 厘米，上下高 140-150 厘米。此噩彭采取线条勾勒法绘成，与晗巴泻县杜

阿特洞窟移绘中的"真人手掌影"有所区别。

咒语、经文

在混内~t慨有三行换粉红色的文字。此文字与藏文较相{埠。文字左右蝠西长约

130 厘米，上下幅画高约 110 崖米。

在挟顶符号的下部石壁上有数个接粉红色、模攘的字形。此字形与洞内北棚的三仔

文字的字形裙一致。

2. 满窟岩画内涵

富蕴唐己勒溺窟岩画所反映的浓军宗教色彩，折射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古代

宗教上某些思想理念的特点。

首先，就唐巴勒揭窟的本身雨言，其份璧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亦是举足轻重的。在

远吉，洞窟是人类先祖避猛兽伤害、避风寒侵袭的庇护庚，因而远古人类由于对其敬重，

将揭窟视为自然灵力商进行崇拜。

近年，我国东北兴安龄嘎铀所发现的石屋，以及本主纪五十年代在蒙古匿境内所发

现的阿东泰出北曾赫织捐窟，均是远古人类的祭祀圣地。直至现代，蒙古民族中苏还有

一个小部落街保留对洞窟崇拜、祭程的遗俗。

捷人对此据窟感到惊异始是 z此混窟正好处于自出之正东位置。在中亚地区，乃至

我匮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的古代先弱，曾一度崇拜太泪。在《北史·突厥传》中曾记载:

"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I隆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在《札记·条仪》中，亦读罢j生活在我

蜀中原边区的祖先有"祭自于坛"的崇拜太陆的习俗。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人"每年农

药正月拐一，都要向太阳跪拜祷告，祈求赐福于他们n①。这种祭祀习搭无不与其祖先在

远古时黯对自然灵力崇拜密切相关。同时，该商窟又具有一般洞窟难~具备的气势非亢

的应宇气概，无怪乎历代爵牧于此地的古代部落，毫不置疑地将此洞窟作为祭祀祖先、神

灵的圣撞了。

此外，唐巴鞍洞窟岩噩还有几个很突出的揭题锺得探讨、研究。

拱顶符号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裙，蒙古匮商尔泰出的北曾藩尔洞窟岩露被发现后，引起各国考

古学者援大的关注。考古学者就北曾赫尔润窟岩画的断代，进行了认真的、反复的探讨，

① 参见蔡家麟:((鄂伦春人前原始信仰与崇拜))，(民族学报>>198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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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晃解。其中有一观点就明确指出 z溺穴挟顶上的岩醋，是旧石

器时代的典型特征。因此，唐巴勒拇窟中的符号〈或图案)就其在拱顶这一位置上，至关

重要。

挟1页符号是否与古文字字母或是部落徽记有联系?针对这一问题，近些年来作者查

露了有关方面的资料，请教过有关方面的专家，均难以明确释疑。

首先，排除了其为藏文字母的可能性，因为青河塔拉特等地的石提己提供了藏文字

‘母的一些特点钱据，担它又绝不是蒙文。 f旦倒"山"字形的上部，那类似持羊琦碌的两竖

是与突藏字母相近，但它的象形符号却无法从突腰字母的角度加以联系 e 因而唐巴勒洞

窟拱蛮的符号，目前扔还是个谜。

人面形神灵图

揭窟中人茧形神灵圈，作者在 1983 年于新疆阿尔泰东部山区和西部出区考察JlJ仅

有的二幅。此种神灵图与阿勒泰县乌拉斯特的神灵图有街区躬，与苏联萨卡奇一一商梁

岩画八组基本类型的人面影亦有所区裂，但与阴山岩画中的人菌形神灵固有某些相

似之处。

我国岩画专家盖山林就内蒙古阴山山脉搜出地区的岩画，发现:人面形岩噩中"有

的在大圈中凿三个小匿，有的在头部刻些短道，有些人头蒙还戴着尖影帽"①而狼白地

区人面形岩画的这些特点，几乎都集中地体现在富蕴唐巴勒洞窟人面形岩JI!!J上了 G

关于人面影的实际含义，有人认为是曾经存在过的面具。盖山林报据阴山人面彭岩

噩的分析，认为这些人萤形与民族社会的酋长的彭象有密切的联系。

徨作者以为，富蕴唐巴勒7fiij窟人面形岩画与萨满神灵翠象的联系更为密切。

苏联学者认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的、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的人面影岩画，是远

古时黯曾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原始部落的守护神。这些人窜形京与 18石器时代揭窟中那

些男性酋长、女性酋长的象在性~案有一定的联系。②

据我自史料记载"辞掉之巫 B 萨麻(满) ，帽妇兜辈。"③兜奎形与富蕴唐巴勒洞窟正

中部位的人面影中额票所绘尖形据是完全一致的。

苏联考古学者就查干托巴摒湾和阿麓湖湾的贝加尔期岩噩指出"该岩画中的特殊

小人形正在舞蹈的样子，正是萨满进行祭祀仪式f③其实，苏联学者所认为所谓萨满教

祷话中的神灵，就是萨满本身。因为萨满本身在宗教上被戴予半神半人的地位，他是神

与人的媒介。因而在萨满施行巫术时，其装束打拴(或许还要戴上雷具) ，要显得神异些，

① 参见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 ÙJ 地区岩画)) , ((文物))1 980 年第 6 期。

② 参见〔苏]诺夫哥罗多娃，((蒙古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问题>>，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 年。

③ 参见[清]方式济撰 A龙沙纪略>>，天都臣辑，中华书局， 1991 年。

③ 参晃【苏]奥克拉德尼科夫、拉里切夫，<<西伯利亚考古学家的发现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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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窍凡俗些。为此，行巫时的萨满影象，往往也被认为是神灵。

再一点，萨满教是崇拜太爵的。从富蕴蘑巴勒涓窟人面形及阴山出脉猿山地区的人

面彭或是苏联、蒙古国境内所发现的人噩形来看，其额京均有"先芒状"图形。这释不同

区域的共同褒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这些在人噩形中呈光芒状的图翠均与萨满教所崇

拜的太llB密切相关。

顺便提及一点，半个世纪之前，锻国学者劳弗尔认为同穆尔河乌苏里江古代崖壁画

的艺术起蘸于中国(其代表性的岩画即是人面形〉。一些外国东方学家亦同意这一观点。

众费周知，人面形艺术，在我国可追溯至殷商时代。百且在那一时代，人E形艺术已

发展得比较完备。在殷代纹饰中已具有各种不同人种类型的人匿形。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以来，在大规模发现的阴山岩画、新疆阿东泰岩噩中，均有相当

数量的人面形岩画。况且，作者肃查中茹了解黯 2我国黑龙江一带达斡尔族中诸部落(如

牙库斯等部落)均有在岩石和木头上凿刻人面形的远古遗俗。这一部落的老人认为，这

些人面影在目前一般是作为部落标i己的，对此以神灵相待，不许秸帘。

踊形!可心圈

之所以将人萄形作为萨满神灵看待，亦可从属彭同心匾的雷案中觅得一些内在联

系。在唐巴勒洞窟岩噩中同心国共有 8 个之多，而豆都绘于较为醒目的石壁上。这具有

象征意义的同心噩图案，究竟有什么含义?

据作者考证，认为其含义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

其一，该象征性图案与日、月、星辰有密切联系。

在新疆阿尔泰东部出旺，作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形状犹如同心圆的石堆墓。这垫石

堆墓的彭状是:内以黑石堆成一小噩，商外围则以黑石连成一大雷。从空中向地面现之，

与同心圈无弄。古代潜牧人在葬仪上很讲究宗教礼仪，这些形状类似司心圆的石堆墓，

正是表现了吉人对自然灵力的崇拜，以及对神在莫撼的宇宙之向往。

盖自林在明白岩画中亦发现了同心国岩画。他认为:这情形应看成战国至汉代前匈

奴人实际存在过的同，合圆的反映。只是有的铸在青锅器上，有的凿磨在出崖离丑。同时

也亦揭出 z在唐代，因鹊人也喜欢这种纹饰。鄂尔挥河碑刻上，就有沟纹银深的同心嚣

纹。他认为 z 离心圈起掠于太阳纹，大约与古代对太阳崇拜的患想意识萦密联系在一

起。①这些与日、月、星康有联系的同心圈，应是蘑巴勒祠窟中与人面影处于国一石壁的

三匿同心圈。具体来说，外圈可视为日，中噩可视为月，内圈可视为星景。

其二，同心圈是萨满驱魔避邪之神器。

萨满行巫作法时，往往"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其法最异者，能舞马于壁，飞镜驱

。 参见釜山林:((从阴 ili 岩画看我国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载《盖山林文

集))，黑龙江教育出放社， 1995 年，第 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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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西能驱祟能目较小镜与唐巴勒溺窟岩画巾的豆豆圈扇形同心菌是一致的。

至于萨满行巫时并悬之小镜，应与古代锯镜有密切联系。我国最古的银镜始于殷代

晚期。铜镜在远古时与巫术神器有关，居以驱魔避邪。这一斑点，可从我国东北地区鄂

俭春人有关萨满的传说中加以每证。据传说，古代萨满穿戴法衣上的装饰物不但有布

条、贝壳、铃铛，苟且还有锢镜。①

由此可见 z如吕状之扁彭同心囡与萨满行巫疆魔时所月之神器一一铜镜，是密齿关

‘联的。

濡壁咒语

唐巴勒洞窟石壁的文字部分，曾接人视为不可识之古文字。作者为此曾作过据查，

虽有些屠吕，但尚难定论。然而在 1982 年冬季考察时，作者考虑到 z此洞壁彰绘文字很

可能与青河塔拉特石刻文字有一定的联系。理此，富蕴县的岩画考察结束后，作者立即

前往青河塔拉特等地区。真出人意料，塔拉特的石刻文字字母与唐巴勒彩绘文字字母竟

是一致的。

为此，特意坊闰了一位闲居在家的老喇嘛。并且将在唐巴勒扫毒窟所绘的文字给这位

同山给的喋i嘛看了。这位老喇嘛在 13 岁至 19 岁攻读过经文，也一看在记录本上所绘的

那些字样，当即赞同属藏文的观点。

但是，新疆阿尔泰为何出现藏文?

成吉思汗后裔经略中亚时，藏传佛教已成为新疆蒙古人信榻的宗教。由于西藏是喇

朦教的中心，f5j而，新疆的喇嘛亦同云南等地的喇嘛一样，当本寺活佛"转世"或喇嘛在成

为正式喇嘛前，必续入藏朝拜、学习。正由于此，藏文部喇臻经文通过人藏朝拜的喇嘛传

播到各地:自然，新疆阿生之泰亦毫不锦外。

出给喋i嘛摄据作者所绘下的三行石壁彰绘文字，认为:这三行文字亦是用于驱魔避

嚣的。对匙，他还作了这样剖宗教性的解释:在古代，出野夜晚常有鬼哭、鬼唱歌，扰得牧

人心神不宁。理此，喇嘛在此濡壁上写上这些咒语，能使鬼魅不敢进入，以驱魔避邪。

这位喇嘛还比较结心，他还指出这咒语中第三行文字中的笔擂。

3. 萨满教文化与喇嘛教文化，为何能共存于同一洞窟?

?黯窟石壁上的文字悬案算是解决了，但是这一问题的费了却带来了更大的疑难。这

就是此洞窟石壁上的彩绘文字显然与喇镰教有关，这岂不是与属于萨满教的神灵图以及

萨满行巫避邪的神器阿d心器等，自梧矛盾?

此洞窟究竟是舅子中吉、近古时期，还是远古时期?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曾思考了相当长的一载时间。 1984 年元月，当作者分析阿勒泰

县乌吐不拉克吉代车辆岩画肘，发现在同一出岩的岩画中，亦有不司时代的岩画。从这

① 蔡家麟:({鄂伦春人的原始信仰与崇拜)) ，<<民族学报>>198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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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属于多重文化的现象中得到的启示是 z 国一石雷的岩噩，它可以是不同时找的共存。

具体地说，以蒙古国北曾赫尔润窟岩画为侨1 :1运润窟既有属于 113石器晓踞的岩画，亦有时

代并不那么久远的岩画。这种不国时代的岩睡同于一壁的现象，在我国爵山岩画中亦有

类WJ.情形。

这-xw.点亦可在蘑巴勒润窟画中约相关情况得以自3证。

据前文所述，唐E黯洞窟岩画中的拱京符号，人面形及窟形离心嚣，全部是色影沉着

的藉色彩绘，而藏文咒语却是竣粉红色。这种色影上的g躬，亦在一定程度上相道地反

映了某些区别。

据色一毅是以麓石粉为原料的。考古学者从众多的古墓挖握中发现 z 由于红色具有

一定的象征意义，医此在许多远古墓葬中均发现撒在死者身上的精石粉。而且，有些死

者的骨架者在染有这种被重的颜色。

苏联阿尔泰出的到凡纳谢沃墓葬，其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的骨架大部分用血滴石染

色。市卡通河畔萍亢姆地方有四座墓葬的死者，曾以据石染色。顿f可科薪秋基及蒙古人

民共和国境内，均发现撒以据石斡及以藉色染及死者的现象。①

由此可见:~据石粉为原抖的精色，在远吉它与原始宗教曾有梧当密切的联系。商

"自然灵力崇拜，乃主界一切宗教嚣"。而"步满教，乃极其原始的自然灵力崇拜'γ‘原为

我望东北边疆及西fá利亚民族之宗教信仰，渐次延及我国北方诸民族以及朝鲜北部吨。

据以上分析所述，唐巴勒洞窟中的拱匮符号、人面形、及扁形同心圈与原始的自然灵

力崇拜一→萨满教，有密切联系。在这个问题上，与此有联系的几个重要特在都比较明

显，从商亦提供了鉴别的锻据。

但是，还有一个矛盾锺得重挠。喇嘛教为保持其主宰地位曾将萨满教作为异教打

击、排斥，尤其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蒙古喀东喀与卫特法典中均以法律的形式排斥、

打击萨满教。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教为什么尚能共存于同一洞窟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以为 z尽管嘱嘛教曾对萨濡教采取过极其严厉措施，但由于萨满

教富传时间相当久长，在潜牧人的宗教观念中留有不可磨灭的自3象，加之萨满有驱魔避

邪之巫术，因而在喇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仍保留了一些萨满敦的遗俗。倒如:祭祀鄂、

博，在床头置三角形酥、油灯等均是萨满教遗俗的保留部分。因嚣，萨满教在喇嘛教严贯

制裁下，某些萨满教遗俗仍有垫许保蟹。再者，在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时期，萨满教在上层

统治者中一度腰为盛行。多桑在蒙古史中谈到成吉思汗系诸王亦颇多信挣萨满教。"凡

① 参见〔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c上册)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1 年，

第 14 、 28 页。

② 参见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436 、 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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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事，非经其萨满与星者意见一致者，不行。"①由此可旦萨满教不但一度在宗教上很

有势力，西且在政治、军事上曾给予蒙元帝国议重大影响。

萨满敦在我国东北亦是如此。无论在 11 世纪还是整个 12 世纪，在绝大多数女真人

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豌是信奉萨满敦。由此观之 z萨满教在中古时期，在诸宗教相互倾

轧、排芹的靖势下，仍能在部分地区、王族中间保持其是部的优势地位。

上述情形是萨满教文化遗存尚能在意巴勒洞窟幸存的缘由 a 组是还有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原自是，润窟本身曾是古代游牧入禁祀先握、神灵的圣地。

富蕴唐巴勒山地，摄据稀有野生动辑品种繁多的需形来看，此边生态繁茂，曾是古代

潜牧人的潜牧、持猎中JLi' 0 相应来说，亦是宗教意识形态一度兴盛的地方。在原始的游

牧经营的方式下，贫困、吭懂、瘟疫以及接繁的为争夺草场、水嚣的征战，这些动乱的社会

嚣素，亦相应地成为古代游牧人笃信原始宗教、信掬阴世鬼魂混念的宗教意识土壤。

再者，就唐巴勒洞窟至少是两个不民时嚣的宗教文化遗存来看，其主要目前都比较

一致，都是为了驱魔避窍。由于宗教吕的一致，医此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宗教文住更有理

岳共存共荣了。于是古老的宗教观念与较薪的宗教观念汇于一窟，共享缭绕之香火了。

综上班述，阿尔泰ÚJ东部的富蕴窘巴勒溺窟岩画，不但在新疆罔尔泰岩噩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连绵于中国、俄罗薪、晗萨克斯坦、蒙古自嚣的阿忽泰岩画，亦有其

相应韵重要地位e

它在岩画题材上、艺术风格上，己从较习觅的持猎对象、持猎图等以及动物风格有重

要突破，并别具一格。其以宗教文化的特点，区另号子带牧经济 e

唐巴勒洞窟，它作为古代游牧人的祭祀圣地，这点是毫无疑义的。

二、阿尔泰山西部

新疆商尔泰山西部的萨满题材岩噩，是欧亚草原史前岩画的珍品。

1984 年至 1985 年，作者两次前往晗巴窝县的别列泽克河上潜在壤，特别是沙拉乌

镜、桂同特等沿词也地进行重点考察。在考察中发现 z该地岩噩内容丰厚、时代遥远，而

且题材、风格羁具一格。

1.洞窟附近的岩画

在别列泽克河上薛西岸的姐那阿什，有草草岩画表现了野出羊、双峰辑、狗、鹰等动物

形象。其中的霆形岩画是以句勒羽题、骨架的特在表现的。它与一般的鹰形有区尉，除

头部、羽趣、科JI\外，在其尾端有一似盟扶物。

此鹰影岩画从整个形象的特点来看，与苏联卡拉科尔河中游的己抄达尔第二号克基

① [瑞典〕多桑著:<<多桑蒙古史))(上册) ，冯承钧译，上海书店，2001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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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怪枭较为相信。

从加那间什溯河上盘子前行约 8 公里左右，郎是唐巴朱塔斯。唐巴东塔斯岩匾剖位置

较高，在离撞面约 5.6 米的高处。此处岩噩题材表现的内容有二组。

一组岩噩的噩噩中有 z一马形、三野出羊形及一个自三人二狗荷组合的一个歌舞场

面。此歌舞的形式从画面的分析来看，可能是双人舞。两舞者噩面梧对，均两手叉腰，各

自都前出一腿蘸翩起舞。在舞者的邻近处有一作乐人影，其在一呈蛇较形琴上作乐伴

奏。作乐者身后有一犬，此犬首前伸，双耳直竖，似乎亦被此歌舞之乐所暖引。此画岩石

属钙质混摄岩一类。由于时代久远，雪姐 E 晒，此望岩噩噩已有数道程深的断裂线。

另一组岩噩: l!P在舞m图之下，是一幅格斗圈。格斗双方均是单人，fg彼此的体型差

距颜大。一手执弓笛的武士身躯矮小，而其对手却显得肩宽、个高，异常魁梧。

但此幅格斗国却是出人意料地表现了"强"数"弱"是的格斗结昂。部个身材矮小的

武士以一种箭杆很长的箭射中其对手的心窝，高那体型魁伟的巨人在国形中表现出扭身

欲选的琼惶状。

格斗图与白山凡公海勒黯太青铜时代的一锢格斗围有信人相似之处。

从窘巴尔塔斯再溯、河前有数公里，那是沙拉乌锺岩画群。

沙拉乌俊岩噩群，位于1穹道约十米距离的一座小山岗上。在这组岩画群中，有一体

型锻马、头部却旗假蕴，百且其额1重还长出商支长长的，犹如两把钩尖朝下、中部路弯曲

的长柄火钝般怪角的走鲁。 i比怪角兽，是岩画中的一种变形艺术。

此外，还有九种未曾见过的怪兽。在魁伟的公马岩画下，有一假马非马前怪兽。说

它组马，因为其整干、前后腿的特枉坊与马一致;说它不但马，由于其下唇部很厚实，商旦

额茧有一凸扶，商侧长有奔羊之角。

与其梧邻处有幅岩噩，画面上凿有一雄性奇兽。其额I英双角呈内向强形;角的基部

粗壮圈实，角端尤如景和i的刀尖。颈肩部有一屋层鬓毛披挂，昂首挺立，吕视远方，显得

相当威武彪潭。此鲁虽假辑牛，{呈颈部略长与稳牛有异。

此兽上端仍有一奇兽。其躯体壮实桓短颊fPJ.野系，担奇怪的是:其额JJi部长有一种

如板树状奇美的程角，角的四周略呈匾形。

在上述异善岩画的邻近处，有数蝠步疆和黯猎的狞猪图。

在喀拉托拜山沟牧道，有一"群狼袭兽"题材的史前岩画 o

此岩画型时代久远，石壁己纵向靡裂，裂口较大，以致其中一窟形的头部和角部在岩

噩噩上均已消失 e

从外1晃来看，原属同一画面的石壁己分裂为两竖状条石。

其一僻 z 幅菌较宽，其上中部有三雇一辑牛首崖互为交叉地纵向排列。其上部有二

并列猿彭，其下部亦有二并列蕴形。其中下部〈包括艳牛)有一野山羊、一辫羊及一体型

较小的、角成极树状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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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马形怪兽

另一侧 : 幅面较窄，有四狼纵向排列，作尾随扑食之状 。

上部三鹿，均表现为二狼逐一鹿状 。 顶端一鹿，有二狼向其前蹄围扑 。 其下第二鹿，

二狼向其后腿围扑 。 再其下第三鹿，其头部和角正处在断裂口上，据图形所表现的位置

来看 ，二狼向其头部围扑 。

沙拉乌俊异兽岩画 群狼袭兽岩画

那持羊和野山羊与上述三鹿亦都处在八条狼的三面包围之中 。 但它似乎尚未觉察

有悄悄潜入身后准备向其袭击的二狼 。 而那艳牛和一只较小的鹿却巳逃脱了狼群的包

圈，立于一旁作喘息状 。

图中上部三鹿，体型壮且美 ，八狼与其相形之下，却显得弱小、细瘦 。

牛毛牛的角成内向弧形，并形成一奇美的圆形角 。 其尾端表现为一锐角朝上的三角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