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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阴山，绵延千里不辍；古道画廊，跨越万年而来。
阴山地处黄河以北，山河相依，自然环境优越，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绝佳之地。在阴山山脉的悬崖峭壁和沟沟壑壑中，已发现150余个岩画点，5万多幅阴山岩画散布其中。

阴山岩画，又名阴山岩刻，被誉为“千里画廊”“亘古天书”“刻在石头上的史诗”，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岩画中分布较为广泛、艺术较为精湛的岩画艺术，也是世界上数量众多、分布集中、表现手法和类型全面、年代久远的典型岩画群之一。
坚硬的岩石表面，是人类的原始“画布”。

作为一种早于文字的原始视觉语言，阴山岩画磨刻敲凿于阴山山脉岩石之上，以直观的图画形象、凝练的线条造型、抽象的标记符号，表达着人类早期的思想意识，是远古时代的历史积淀、原始先民的生活缩影。
盖山林先生在其著作《阴山岩画》一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阴山岩画，年代之久，延续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数量之多，题材内容之丰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岩画宝库相媲美。”

阴山岩画，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珍贵的世界文化瑰宝，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时光在岩石上沉淀，留下永恒之思、超越之想。当我们置身画语意境，再次凝望阴山岩画时，依旧可以感受到来自遥远时代的心灵感悟，赞叹这想象瑰丽、意境深远的壮阔史诗。

阴山史记 远古秘语
阴山岩画，是一部简朴而深邃的无声“史书”。
岁月不语，惟石能言。阴山岩画就像是“文

字之前的文字”，先民们用刻和画表达思想。看到
这些岩画，就仿佛在与古人对话。

阴山地区是文化碰撞交融的舞台。据史料
记载，曾有河套智人活动的遗迹，荤粥、土方、鬼
方、林胡、楼烦、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契
丹、蒙古等众多北方部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中国岩画学会创会会长王建平说：“阴山岩
画是各民族世世代代共同铸造的历史画卷，也是
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见证。”

遥远年代，在岩石上作画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先民们的作画方式主要有敲凿法和磨刻法两
种。敲凿法是在画面上打击成点，点连成线，特点
是线条深浅不一；磨刻法是用工具在岩面上磨制，
痕印面光，断面呈U形。这两种方式经常被组合
使用。

虽然作画的过程漫长而艰难，却无法阻挡作
画者的创作热情。规模宏大的阴山岩画呈现出卓
越的特征：

分布广泛。“阴山岩画分布在一条文化生成带
上，主要集中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
旗、乌拉特后旗及磴口县等地的阴山山脉中，东西
横亘350公里、南北绵延60—120公里，其中较密
集区有19处。”内蒙古河套文化研究所岩画研究室
负责人达来说。

作画时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
器时代，经夏、商、周，直至到元、明、清，时间跨越
上万年，历经多个朝代，历史脉络完整，体现了阴
山先民创作的连续性。

题材丰富。以与当地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
神世界联系紧密的外界事物为主，包括动物岩画、
人物岩画、天体岩画、手印蹄印等等。世界各地已
发现的岩画题材和内容，在阴山岩画中均有发现。

千“岩”万语，镌刻成史。
阴山岩画承载着原始人类旺盛的生命感受，

从这些“原始语言”中，能够探寻先民们的生存状
况、群体活动、宗教萌芽、心理状态、审美取向、自
然观念，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神秘信息。

为了一睹阴山岩画的真容，了解岩画所处的
自然环境，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位于乌拉特后旗巴
音宝力格镇阴山山脉西段的滴水沟岩画点。

清泉从山涧中流淌而下，冲击出一条水沟，
滴水沟因此得名。在山脚下看滴水沟，山石嶙峋、
斜崖平滑、植被稀少。向上攀爬中，每翻越一座石
山都十分艰难，我们要找的岩画就“藏”在流水经
过的山腰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手脚并用、奋力
攀登，大家终于见到了作于峭壁上的岩画。

我们的向导、乌拉特后旗文化学者霍建国指
着两幅形似太阳的岩画说：“你们看，这里的太阳
被画上了耳朵、胡须和王冠。太阳神岩画在阴山
岩画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太阳给人类带来了光和
热，带来了新的生活，太阳神岩画体现了作画者对
天体的崇拜。”

在太阳神岩画不远处，还有一幅放牧岩画，画面
中一位牧人骑着马，周围是他放牧的动物，还有一些
植物。这幅岩画记录了远古牧民的生活场景。

霍建国介绍，滴水沟中共有27幅岩画，大部
分岩画可能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每一幅岩画都
很生动、传神，是研究古代游牧经济、风俗和意识
形态的珍贵资料。

这次探访让我们明白，阴山岩画虽然神秘，却
不是无法解读的“天书”。有别于难以猜测的符号
岩画，富有生活气息的狩猎岩画、动物岩画等是能
够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和解读的。人类对于自然
的认识、行为的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石光斓彩 画中有话
阴山岩画，是一个规模盛大的民族艺术博览会。
在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内，有一个岩画主

题展厅“岩刻春秋篇”，系统介绍了世界岩画和中
国岩画的丰富类型，以及阴山岩画的总体概况。

展厅内显眼处，陈列着两块巨大的岩刻，名
为“人面图腾与圆穴组图岩刻”，2000年从乌拉特
中旗韩乌拉沟移至博物馆内进行保护，属于典型
的新石器时代凿磨式岩刻，距今约万年之久，均为
国家一级文物。

内蒙古河套文化研究所的包爱弟在介绍这
两幅岩画时说道：“这些人面像周围散发着光芒，
又被一个环围绕住，这样的形象在阴山岩画中是
比较常见的。有人认为是神灵的状态，有人认为
是巫的状态，至今没有定论。”其中一幅岩画中有

“大唐”字样，很明显是后来刻上去的，包爱弟认
为，这和人面像不同，是两个时代的创作，这种现
象在考古学中叫作打破关系。

阴山岩画中不乏精品，最为经典的当数中国
岩画标识“双神图”。

“双神图”位于磴口县默勒赫图沟，高1米、宽
2.19米，地处环境有山、有水，还有来自乌兰布和
沙漠的沙山，十分奇妙。

这幅岩画中的两个人面像并列挨着，均戴冠饰，
左像双眼为核形凹槽，右像双眼为圆点状凹槽。作
者故意采用夸张的手法，用流畅的线条突出眼珠、拉
长耳朵，看上去庄严肃穆，反映出早期宗教形态。

远古图腾，岩上华章。
“双神图”之所以能够被选为中国岩画的代

表形象，王建平介绍了原因：“这幅岩画的创作理
念有非常强的独特性。它是一个人面像组合，像
中国文化中讲的一阴一阳，又像一男一女，或者可
以理解为它是一主一次等等，这样的造型在世界上
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当王建平在中国岩画学会全
体岩画学者面前介绍“双神图”时，获得了一致认
可。

据统计，阴山岩画中动物岩画占到90%以
上。这类岩画形象生动，形态逼真，主要以羊、马、
驼、鹿、虎、牛、狼、豹、犬、蛇、鹰、猪为主。栩栩如
生的动物岩画真实再现了古阴山河套地区自然环
境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作画人艺术审美的高度。

动物岩画中，有一幅精品为大家所熟知，那
就是“群虎图”。

“群虎图”岩画位于乌拉特后旗巴日沟。巴
日即老虎之意，这条沟就是以老虎命名的。这幅
岩画面积较大，宽3.45米，高1.26米。5只大虎清
晰可见，还有一些其他动物分散在周围。也有专
家认为画中有7只老虎，对于这幅岩画的研究仍
在继续。

画面中，各个虎形大小有别，形态各异，或眺
望，或回首，或两首交互在一起。每个动物都形似
神传、惟妙惟肖，是一幅极其难得的艺术佳作。

盖山林先生认为，在河套地区，虎是游牧人喜
闻乐见的艺术题材，在鄂尔多斯青铜牌饰上也很常
见。“群虎图”中，在大动物上点缀小动物的手法和动
物作回首之态的风格，是鄂尔多斯高原及阴山地
区匈奴人早期文化所特有的表现，因此可以推测，
这幅岩画是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匈奴人的作品。

在五原博物馆内，也有一幅以老虎为内容的
岩画。它是青铜时代作品，名为“子母虎纹岩画”，
刻画的是一只匍匐的老虎，腹中反向卧着一只动
物，十分有趣。

五原博物馆原馆长张迪介绍：“这幅岩画是从
乌拉特中旗征集而来。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
只老虎吃掉了一只羊，但是在2019年博物馆升级
改造时，有专家认为虎腹中的动物比较完整，这很
有可能是一只怀孕的老虎，腹中是一只小老虎。”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阴山
岩画中，也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创作的文字岩画，
如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等等，此类岩画实
证了各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印证了文
明的火种曾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对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史诗 永耀山河
阴山岩画，是承载着人类印记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浩瀚岁月中，阴山岩画静静地守护着河套

的绿水青山，不断被先民创造着，也不断被自然等
因素破坏着。直到近现代，才被人们大批地发现、
研究和保护起来。

在史料中，关于阴山岩画的描述并不多。
最早见于公元5世纪，郦道元所著的《水经

注》中记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
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史籍中记载的“画石山”因有岩画而得名。
据专家考证，该地点可能属于阴山岩画区。

1927年瑞典考古学家贝克曼在阴山山脉西
部的狼山地区发现了岩刻。1929年，中瑞西北科
学考察团对阴山大坝沟岩刻进行研究考察，并将
考察结果发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的《蒙古的
史前成就》一书中。这一成果打破了西方考古界

“东方无岩刻”的论断。
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关注阴山岩画。

发现与研究阴山岩画的第一位学者是盖山林先生。
1976年夏天，盖山林来到巴彦淖尔考察汉代长

城，途经乌拉特中旗韩乌拉山峰一带时，从当地牧民
口中了解到山中有岩画。1977年至1980年，盖山
林与文物研究工作者走遍阴山岩画各分布区，对狼
山地区的岩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拓描。此后，《阴

山岩画》等一系列相关学术著作相继出版。
盖山林及其科研团队关于阴山山脉等地的岩

画考察与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84年，盖
山林被美国马奎斯名人出版公司列入《世界名人录》
（第7版）候选人；1994年，美国《世界日报》以《阴山
岩画及其发现者盖山林》为题，连续5天报道了盖山
林关于阴山岩画的考察成果。

沉睡在深山峭壁中的阴山岩画，在文物研究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走进大众视野。近年来，阴
山岩画大事记又增添了不少重量级内容：

2006年，阴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巴彦淖尔市成立内蒙古河套文化研
究所和内蒙古岩画研究院，制定实施《阴山岩画抢救
性普查与保护实施方案》，这一年也被确定为阴山岩
画年；

2012年，阴山岩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迈出了阴山岩画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重要一步，同年9月，阴山岩画的重要展示
窗口——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落成开放；

2023年，阴山岩画断代数据采集活动启动，该
项目通过千里眼智慧平台数字化信息系统，对岩画
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并建立数字档案，让每幅岩画拥
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此前我们大多采用类型学的比对法，通过色
度、画法等特点确定岩画的年代，现在我们有了更先
进的技术手段从事这项工作。岩画保护研究还有很
多路要走，但是不管多漫长，都要走下去。”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志勇坚定地说。

在巴彦淖尔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阴山岩画
的“身影”，如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的石阶和墙壁
上、黄河湾步行街的围栏上、各式文创产品中……

以画之名，传承历史。
让阴山岩画在当代文化与经济建设中发挥应

有作用，使这一世界级古老艺术永远闪耀在祖国的
大好河山之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在乌拉特中旗呼仁敖包岩画博览园，上百
幅岩画分布于步道两旁，参观的人们不时停下
来驻足欣赏。负责人乌日娜表示，将努力保护
和开发利用好珍贵的人类遗存，让中华文化遗
产“活起来”“火起来”。

黄河犹如一条金色的臂弯，将美丽而富饶
的河套拥入怀中，而阴山岩画就像是点缀在臂
弯周围的璀璨明珠，让这片天赋之地更加耀眼
夺目。

“阴山岩画是当之无愧的河套文化典型要素。”
王建平评价阴山岩画在河套文化中的地位时说
道。阴山岩画的发现，证明了河套文化的源远流
长，它以图画的形式，承载着河套文化，是河套历
史文化中辉煌的一页。

阴山岩画，记录了漫长的人类生存历史，见
证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融汇瞬间，这一绵延千里的
文明画廊、跨越万年的艺术宝库，是中华文脉薪火
相传的不竭之源，必将在世界的舞台上、历史的长
河中，绽放永恒的魅力和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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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儿的
石头上有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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