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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茨山位于河南省新郑市
区西南 15 公里处，主峰风后岭
海拔793米，山区面积约12平方
公里，毗邻新密、禹州，为三市界
山，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岩画是人们在岩石上有意
识创作的各种图形的统称，主要
包括岩绘与岩刻两大类。对于
岩画，我国岩画研究的著名专
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执
行委员、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兆
复先生是这样界定的：岩画是一
种原始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
展进程中，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
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手法
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的早
期文化现象，是比甲骨文更为年
代久远的原始文字，是人类先民
们留给后人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岩画创作最
早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并延续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流行于
人类活动的绝大部分地区。

新郑具茨山是中华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兴起发展的主要区
域，留有大量有关黄帝的历史遗
迹和传说故事，神秘的具茨山岩
画就广泛分布于具茨山各山体
的山脊上。

2008 年 10 月，新郑市了解
到具茨山上有大量岩画的信
息后，立即采取措施，委托河
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与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
联合组成具茨山岩画调查课题
组，对具茨山岩画进行初步的
调查。课题组共对山上的 500
多幅岩画进行了调查，初步摸
清了岩画的大致位置，并发现
了两处被土层叠压的岩画，判
定这些岩画的年代应该在 4000
年前。

2009 年 1 月 21 日，根据调
查工作初步取得的成绩，新郑
市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具茨山岩
画汇报研讨会，周昆叔研究员
代表具茨山岩画调查课题组向
与会的专家汇报了本次岩画调
查情况。各位专家听完汇报
后纷纷表示，具茨山岩画的发
现，对于我国中原地区的早期
文化和中国岩画的研究有重大
意义，应该引起重视并进行深
入的研究。

2009 年 7 月，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政府、河南新郑黄帝故
里文化研究会、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等单位的
专业技术人员和来自中央民族
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物
馆学专业的师生共同组成的调
查队，在具茨山上运用第三次
文物普查的规范和田野考古新
规程,对岩画及相关遗址做联合
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确认了各岩画点、岩画石及岩
画的数量和可能的其他遗存现
象，并将岩画纳入统一的编号
系统，获取了较为系统、客观

的信息资料。
2009年9月24日，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王
建新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张建林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汤惠生教
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博物馆系主任肖小勇教
授、中国岩画研究中心龚田夫教
授、张亚莎教授，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蔡全法研究员应邀赴
具茨山进行为期四天的考察。
通过考察，专家们认定具茨山岩
画的时代，应该可以追溯到史前
时期，并就多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意见。

从历次调查结果来看，具茨
山岩画数量巨大、分布密集，初
步估计最少应在 3000 幅以上。
具茨山的岩画以圆穴的抽象构
图为主，间以方穴和各种沟槽。
主要的图案包括梅花状圆穴、双
排状圆穴、棋盘状网格和混合图
形等，梅花状圆穴图案和双排状
圆穴图案在各个岩画点中均较
为常见，但其内在形态上存在一
定差异。此外还有少量人物形
象，并由此构成了数量众多、形
态多样、内涵丰富的具茨山岩画
体系。具茨山岩画的分布有着
明显规律：一、岩画点的位置大
多位于视野较开阔的山腰或山
脊裸露岩石上；二、岩画所在的
岩石一般系较大且平整的砂质
岩石；三、岩画所在的岩石的位
置一般位于南坡或东坡，而岩画

一般则是朝南或朝上。
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充分

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2009
年 3 月，新郑市整理出版了介绍
具茨山岩画的画册《具茨天书》，
成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礼品
书，社会反响非常热烈；2010 年
4 月，在全面总结具茨山岩画调
查研究成果基础上，新郑市编撰
出版了《具茨山岩画》，该书由新
郑市副市长、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具茨山岩画研究中心
主任刘五一亲自编著，是迄今为
止介绍具茨山岩画最权威、最全
面的书籍。李学勤先生指出，具
茨山岩画所体现的符号性思维，
如果同这一地带裴李岗文化的
器物符号（舞阳贾湖遗址）联系
起来，很可能给文字起源的探讨
投下新的光明，对文明起源研究
有其裨益。

截至目前，新郑市的岩画调
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在国内学
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内考
古界、岩画界的专家学者如李学
勤、张文彬、陈兆复、李伯谦、殷
玮璋、朱士光、龚田夫等先后到
新郑考察或者听取汇报，并对具
茨山岩画的发现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目前，可以初步确定具茨
山岩画的时代，应该可以追溯到
史前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
期。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和认定，
填补了中原地区岩画发现和研
究的空白。

核心提示：具茨山岩画群体庞大，面积较广，类型丰
富多样，主要有圆形、方形、条形、网状等符号及其排列组
合形式的抽象岩画和容易辨别的具象岩画。特别是发现
了两处全新世中期褐红色叠压岩画的底层，为判断岩画
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目前，调查到的岩画3000多幅，
岩画个体近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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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
文字学家。现任清华大学历史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
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
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长期
致力于历史与文化研究，在甲骨
文、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
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我们看到具茨山的岩画以
及在裴李岗文化里看到的公元
前 6000多年的刻画符号，都和我
们 中 国 文 明 的 起 源 有 重 大 关
系。所以我们就想到，具茨山的
文化跨度这么长，它不可能是在
很短的时间造的。今天我们要
更多地依靠文化的发现，更好地
认识我们先民的历史。具茨山
岩画的发现，是我们对黄帝文化
和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一个认
识机会。我也确切地相信，通过
具茨山岩画的发现，以及今后更
多、更丰富的发现，会有越来越
多的中外人士到新郑，到具茨山
来。因为这个地方是中华文明、
黄帝文化的中心和发源地，这一
定能为新郑、为郑州、为河南带
来新的进步和繁荣。

阿纳蒂：（意大利卡诺曼史
前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岩画委员会第一届主席、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岩画委员会顾
问。）

看过具茨山岩画后，我对山

上岩画的主体有了初步把握，
产生了浓厚兴趣。具茨山岩画
类型多样，单凹穴、多凹穴、
方 形 凹 穴 、 字 符 形 等 都 有 分
布，具有较高的语言学意义。
在岩画周围，可能会留下制作
岩画的一些工具，通过对这些
材料的搜集，有利于我们探究
远古人类创作岩画的目的——
这 是 岩 画 研 究 中 最 基 本 的 目
的。岩画在用图画型文字、表
意型文字、心理型文字传递着
不同的信息，在研究中我们应
该注意：在世界岩画中，相似
的图案，表达的可能是不同的
主题；同样，同一个主题，可
能会用不同的图案反映。

陈兆复：（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岩画委员
会执行委员，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主要从事岩画与美术史研
究。）

河南具茨山岩画发现于新
郑一带，而且发现的范围还不断
地在扩大。这一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此岩画
在这里发现，将会给人们带来全
新的认识。具茨山岩画最大的
特点是各种符号和图形，特别是
由凹穴组成的符号和图形。凹
穴又称小圆穴、杯状穴、凹槽等
等。具茨山岩画的凹穴，有圆形
的，也有方形的，但绝大多数是
圆形的，形状呈半球形，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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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艺术的一个普遍形式。凹
穴岩画一般浅刻在石头上，有时
连成环状，有时排列成行，常常
以同样的方式排列着；也有的则
是无序地散置着，像是洒落在天
空中的星星。但是，就我现在掌
握的材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外，凹穴岩画规模之大、数量之
多以具茨山岩画为最。

龚田夫：（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论文有《宁夏岩画》、《原始
艺术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岩画
的文化坐标》。）

具茨山岩画显然不是一个时
期制作的，持续了好几千年，那么
时间上它和黄帝文化有重合的阶
段；所以，研究具茨山岩画和黄帝
族群之间的联系应该是一个有意
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应该为自黄
帝以来5000年的中国文化，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
献。希望以具茨山岩画发现为契
机，在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共
同努力下，早日破解具茨山岩画
之谜，为中国远古的文化增加新
的色彩，为黄帝之乡、黄帝文化增
添新的更辉煌的业绩。

周昆叔：（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著名
环境考古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专家组组长。主要从事第四
纪地质、第四纪孢粉分析和环境
考古研究。）

具茨山岩画多以6的倍数表
达，有“数”的涵义，有的酷似“周

易”卦相，它为我们寻找百经之
首的“周易”的源头提供了一个
新的想象空间。具茨山岩画虽
有时代新老的不同，但多为史前
时期的，由于其多有“数”的涵
义，所以具茨山岩画多属新石器
时代。具茨山岩画“数”的思维
是逻辑思维产生的基础，而这为
甲骨文创造提供了前提。过去
对中原古文化的认识，一是依据
典籍，二是依据考古学，现在有
了第三个依据具茨山岩画这部

“石头书”。我们将要花几代人
的努力才能逐步读懂具茨山这
部“石头书”。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最近在河南禹州发现的巨石
文化遗迹，上部石面承载的凹穴
有典型的具茨山岩画特征。巨石
遗址与上面的岩画浑然一体，可
以确定属于同一时期。具茨山岩
画与巨石、祭坛、古建筑遗址等组
成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群，可
谓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具茨山
上存在着规模大、分布广、种类多
的古代岩画，目前，已发现的具茨
山岩画，由圆形、方形、条形以及
网状等岩刻符号组成，达3000余
幅，填补了我国中部地区岩刻、岩
画考古发现的空白，丰富了中原
地区古文化的内涵，为研究这一
地区包括黄帝文化在内的上古文
化提供了又一类新的实物依据，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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