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山岩画
中一部分属于符
号岩画，包括人
体、自然天体、器
物、计数、图腾等
符号，一些符号
经过抽象概括和
多次使用，已有

“约定俗成”的意
味。例如在不少
岩画里，有特定
的符号表示“男
根”“女阴”等，还
有一些符号与后
来成熟的象形文
字相当贴近，已
初步具有文字的
功能。贺吉德等
专家认为，岩画
符号的应用，是
文 字 出 现 的 前
兆，是图画文字
向象形文字演进
的过渡，对于研
究文字的起源意
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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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水经注》里的“画石山”(下)

激活躺着的“天书”

“七入贺兰山的经历让我难以释怀，大山

深处的那些先人留下的岩画给了我无穷无尽

的想象，让我徜徉其中，用闪动跳跃的灵光和

古人来一场畅快淋漓的对话。”这是著名艺术

家韩美林写在他《剪不断的贺兰情缘》中的一

段话。

韩美林从不吝惜对贺兰山岩画的赞誉之

情。20世纪80年代，韩美林第一次到银川，

便被古老神秘的贺兰山岩画深深打动，此后

他又多次来到这里，观摩和记录岩画艺术，汲

取创作灵感。而这个过

程，也对其艺术创作产生

了重要影响，正如他文章

中所写：“贺兰山岩画的影

响，当可以看作是我艺术

的转折，这是贺兰山岩画

送给我的机缘和礼物，是

上苍的恩赐。”如今在贺兰

山麓的银川韩美林艺术馆

中，带有岩画意境的韩美

林作品数量十分之多。

不少第一次走进贺兰

山，细细端详岩画的人，都

会被其简约、拙朴、浑厚之

美所震撼。透过这些岩

画，仿佛能听到远古时代

征战搏杀的呐喊、野兽的

吼叫、旷野上的牧歌。先

民们限于自身的认知和表

达能力，以及当时极为有

限的条件和技术，以一种

迥异于今人的手法创作了

这些作品，这当中自然天成、率真质朴的艺术

魅力，形成了一种大道至简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艺术瑰宝，今天，在科

学保护和开发的前提下，贺兰山岩画还逐步发

挥出其社会经济价值。在全世界70个国家150

个主要地区有岩画分布，其中人面像岩画仅在

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被发现，而宁夏贺兰山贺

兰口则是人面像岩画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

由于特色明显，岩画集中度高，如今的贺兰口

已成为宁夏最为著名的旅游景区之一。

走进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贺兰口，石

壁上历经千年万年岁月的岩画和石壁下川流

的现代游客形成一种奇特的辉映，给人一种时

空交错之感。近些年，这里每年接待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40多万名，仅门票收入便达到2000

万元。而在景点旅游之外，贺兰山岩画的文化

衍生价值也正被越来越多地开发出来。

在宁夏艺盟礼益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的

产品展览区，摆放着以贺兰山岩画为主题的T

恤、冰箱贴、胸针等产品。近些年随着贺兰山

岩画知名度不断提高，公司设计人员受到启

发，创作出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产品，受到市

场认可。“这些产品在宁夏当地的景区和机场

都卖得很火，现在他们会主动跟我们定制产

品。”公司销售经理王晶说，贺兰山岩画是一

张闪光的名片，很多游客对此抱有浓厚的兴

趣，相信未来加强创意，将这个特有的资源和

当下消费者的偏好紧密结合，能打开更为广

阔的市场。

“抗衰”“断代”成难题

保护贺兰山岩画，让子孙后代有机会领略

其背后流淌着的文化意义重大。1996年，贺兰

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2年，宁夏正式成立银川市贺兰山

岩画管理处，成为区域岩画保护机构，随后确定

贺兰口岩画保护范围，颁布保护条例，并开展了

大范围的岩画调查、编号和记录等工作。

然而，岩画或刻制于山体岩壁上，或散布

于地表岩石上，贺兰山岩画南北绵延数百公

里，点多面广且暴露于野外的特性，使其保护

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文物。

受风、雨、雷电、温度以及岩石本身所含

水分、盐分变化等因素影响，贺兰山岩画持续

承受着坍塌、风蚀、水蚀、温差破坏等威胁，这

还仅仅是自然损毁风险中的物理风化风险。

在自然因素作用下，岩石本身化学成分发生

改变、微生物大量繁殖分解岩面等化学风化

风险，以及受动植物影响产生的生物风化风

险等都影响着岩画的保存。

在对贺兰山岩画进行实地踏访过程中，

记者也看到一些岩画已由于岩体或岩面崩裂

而变得模糊不清。研究人员近几年也发现，

著名的“太阳神”岩画表面便有白色的物质析

出，化学风化可能加快这幅岩画的损伤。

或许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在将来，人们对

一些岩画进行解读分析时，更多地只能依靠

推测与想象。

自然损毁之外，人为损毁因素也不容忽

视。此前，贺兰山地区采矿炸山、挖石取砂等

活动便曾对岩画造成过不小的破坏。据宁夏

银川市贺兰县文教卫生工作者李祥石回忆，

1969年他第一次见到贺兰山岩画时，曾被一幅

主题疑似为“西夏王出行图”的精美岩画所吸

引，但这幅岩画后人已无缘得见。

“国际上一些专家预测，受各种破坏因素

影响，到本世纪末，世界现存四分之一到三分

之一的岩画或将消失。”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

理处副主任张建国说。

困扰贺兰山岩画保护和研究的另一大问题

是断代难。翻阅研究贺兰山岩画的书籍，涉及

岩画刻制年代的问题，表述往往比较模糊。不

同专家对于贺兰山岩画的刻制年代，在观点上

有时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对于岩画产生年代

的上限，便有“旧石器时代”“中石器和新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新石器时代晚期”

“商周时期”等多种说法，至今未有定论。

在世界范围内，自岩画发现以来，精准判

断古代岩画的产生时代，尤其是利用自然科

学的方法，进行可靠的年代断定，一直是困扰

专家学者们的难题。有专家明确指出，崖壁

艺术的断代充满了困难和不确定性，考古学

家在断定一个含有木片的房屋遗址年代时，

有树轮法作为手段；在断定有机物的年代时，

有碳-14这一极有价值的助手。但两者都不

能适用于崖壁上画出的或雕刻出的线条。考

古学家还有地磁学、钾氩法、热释光等方法来

判定事物的先后顺序，但没有哪种方法可以

证明对于断定崖壁艺术是有价值的。

借力科创最大限度延长岩画“生命”

针对这些问题，部分岩画保护专家认为，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开展调查，尽可能地对贺

兰山岩画信息进行记录、整理、归档，并建立

数据库。尽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

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值得的，只有先摸清岩画

的基础信息，才能为保护和研究工作打下基

础。即使若干年后一些岩画消失不见，后人

至少也会知道这些岩画的样貌，并能根据这

些展开解读研究。

在银川世界岩画馆的研究室里，记者见

到了名为“贺兰山岩画可视化平台”的三维可

视化数据库。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

胡志平说，这个数据库将贺兰口的形态和其

中的岩画进行了高精度扫描和建模，通过电

脑便可以查看贺兰口的整体情况和个体岩画

的样貌，这让岩画以数字化的形态得到存续。

与此同时，专家也呼吁加强岩画科学保

护力度。目前，对于岩画保护，全国各地力度

不一，像银川市这样有专门保护机构的地方

并不多，更遑论科学划定保护区域。

银川世界岩画馆馆长李学军等专家认

为，要做好岩画保护工作，首先要解决全社会

对于岩画认同不足的问题，让更多人了解岩

画的价值。还有不少学者建议，加强人员、资

金、设备等方面的投入，在更大范围内明确岩

画保护的主体和权责，尽可能减小岩画保护

区内人类活动的影响，依法打击人为盗窃、破

坏岩画的行为，在有把握的前提下，对部分破

损较为严重的岩画进行抢救性修复，最大限

度延长岩画的“生命”。

加强断代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确

定贺兰山岩画的刻制年代，不仅关乎这些岩

画的“身世”及其在世界岩画之林中的地位，

对于准确解读岩画信息，理解其中的文化也

至关重要。不少学者期盼，加强岩画断代研

究的支持力度，继续探寻适合岩画断代方面

的技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于类似的岩画

断代问题，能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是保护和利用岩画资源的有效手段。受访的

业内人士认为，岩画所能传递的信息并不仅

在画内，其所在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也

是研究岩画的重要依据，例如岩画的位置、朝

向、大小等等，甚至岩石上一些特定的石疤，

都在传递着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单体岩

石上的岩画一旦被移进室内，就丢失了部分

原真性的原因。

专家们认为，在岩画的开发过程中，不仅

要注意保护岩画本身，还应保持岩画周边自

然、古朴的环境风貌，“不失真”应成为开发的

底线。同时，利用岩画资源进行文旅开发时，

应突出特色，注重打造品牌，将更多创意元素

引入下游衍生品的开发中，建立岩画文化生

态圈，使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更好地散发开

去。 据新华社 图据新华每日电讯

贺兰口极具代表性的人面像岩画。

宁夏石嘴山市境内新发现的群鹿图岩画。 宁夏石嘴山市境内新发现的岩画中的一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