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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到意象：中国古代岩画图像
在原境中的象征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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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画是早期人类审美思维的视觉呈现方式，先民凭借原始的技术在岩石表面錾绘各类岩画图

像，将主观和客观事象以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表征出来，传递人格化图像构建方式的同时，内蕴早期

宗教的自我神化意义。这些岩画图像简练抽象地展现象征性的视觉语言，充满了超感性的宗教文

化思想，反映了先民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理解，表达了先民对生存空间和生命延续的再认

识：在场域图像中凸显空间氛围的意象营造；在天体图像中探索宇宙星空的意象表达；在人物图像

中关照个体人格的意象生成；在生殖图像中再现人类生命的意象构成。从图像表达到意象创构，岩

画呈现了笔简意厚、情景交融的象征性审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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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早期人类运用视觉体悟社会生产、生

活的一种独特的图像表现形式，岩画以凿和绘

等技术手段将主观与客观的情境表现在岩面之

上，并以一种人格化的艺术表现去承载某种

（类）宗教生活思想，再现当时的社会民俗和生

活情趣。这些视觉图像意图模仿现实生活中的

血肉之躯，“不仅是自身的再现，更不得不被附

上一系列隐喻含义”［１］。先民把现实的物象或

臆想的造型通过点、线、面等美术元素有秩序地

塑造出来，这些岩画图像有的讲述着一个历史

故事，有的传达着不同的宗教与审美意涵。先

民也常常把这些造型以平面剪影的方式呈现在

岩石或崖壁上，并准确地借用这些图像“表达

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古人的某

一种心理寄托或者希望”［２］。这些图像是一种

宗教献祭行为或者象征代码，给我们呈现了一

种简约而富有深邃内涵的视觉画面。研究古代

岩画图像，有利于找到视觉图像背后的信仰文

明，探寻出以宗教巫术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图像

的创构模式。

　　一、场域图像：凸显空间氛围的意

象营造

　　纵观世界各个岩画区的不同岩画图像，其
大都栖居于具有神秘色彩或宗教氛围浓厚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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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山体之中，人的渺小和山体的巨大形成了

一种强烈的视觉与心理震撼效果。在这些公共

空间里，总体弥漫着一种主观化的宗教神性色

彩，也内蕴了复杂的图像结构和象征内涵［３］。

这些环境“能够使其初始的功利目的得到更加

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的结果，又不断地影响

着人们，人们感受到艺术和环境在空间中的和

谐一致，并且在狩猎、舞蹈、祭祀等活动中又不

断地使这种感受得到强化”［４］。

岩画图像所在的空间环境体现了神圣的场

域。先民正在试图界定一个神圣的场域，“山

经常被视为天地相接之所，因此是一个‘中心

点’，宇宙之轴通过它来运转，它也是一个充满

神圣的地方，人们能够在那里从一个宇宙区域

跨越到另一个宇宙区域……岩石本身是一种生

物，岩石上的标记（图像）是一种神性符号（充

满力量），这些符号与周边的景观背景如岩石、

洞穴或其他主体现象相关联”［５］４。先民通过运

用刻与绘等手法对物象进行夸张和几何化地呈

现，岩石上的符号把这些地域空间转换为具有

宗教性的场域，同时也把岩画符号幻化为他们

表达精神意愿的某种代码，并将宗教信仰与经

济活动相连，从而体现了某种政治制度的权力

化和权威化，以此来推动或者唤起人们对于现

实物象视觉皮层的反应。例如，广西花山岩画

绘制在左江沿岸的悬崖峭壁上，峭壁紧邻左江，

悬崖峭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直立状态，给人一

种庄严肃穆之感。又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的

岩画就雕刻在一块突兀的巨大岩石之上，巨石

形似苍穹，四周较为空旷，祭祀的先民置身于此

地，祭拜神灵之情油然而生，能更好地营造出庄

严神圣的气氛［６］。岩画图像所在的位置“可以

表达对神秘通道或强大的灵魂实体屈服的隐

喻”［５］９７。“山脉和洞穴的神圣性质一般是通过

仪式艺术的粉饰来加强的，这些粉饰被寻求者、

朝圣者或神秘主义者绘制在洞穴的墙壁上。目

标是达到与神性世界的一致，或者通过假设一

种熟悉动物的形式或者飞行到危险的超自然的

宇宙之上或之下来完成。”［５］１５１岩画图像被先民

界定为“真正”的现实物象的替代者，这些形象

可能带有某种超感性的魔力，或者被其赋予更

多的神圣观念，“是通往神灵世界的大门，萨满

通过这些门旅行到另一个世界”［７］。岩画通过

建构出另一种时间与空间，让人重新找回自己

的生命感觉，而且叙事中的时空是依照人的自

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重新建构的［８］，从而“整

饬属己的生命经纬”［９］。再如，内蒙古磴口县

沙金陶海苏木格尔敖包沟的《拜日》图像，刻画

了一个正在祭拜太阳神的先民，椭圆形的太阳

不仅代表太阳神，而且还象征着先民用一种最

为虔诚的心灵去体悟大自然以及用图像去准确

地传达公共空间的信息。因而，只有在这个场域

环境中，先民们才把一种具有特定空间的精神贯

注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并用线条来塑造环境中的

形象，这个祭拜的个体所在的位置和正面岩石上

的图像才具备了神圣的场域特性。

总之，岩画图像所在的区域为人们呈现了

内与外两个空间：现实空间与神性场域空间。

这两个空间是世俗世界中圣地的象征，是神灵

居住活动的场所，同时它又是一个人向神祭献

的空间［１０］。两个空间凭借着图像的相互交流，

互相转换，融为一体，成为先民表达自我情感的

重要方式之一。先民利用抽象的点、线、面等元

素对现实图像进行幻化，塑像的行为与先民的

主观愿望、宗教信仰和视觉观念紧密地连在一

起。先民不但使用岩画图像试图讨好或者抚慰

神性的事物，向人们展示宗教庞大的神灵世界，

而且还构建出一个神圣场域与世俗社会之间的

本体性关联。先民主观赋予图像以更多的象征

性内涵，使之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代码和氏族

成员祈求平安吉祥的图腾圣物，从而构建了一

种集环境、宗教、图像于一体的神圣场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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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体图像：探索宇宙星空的意

象表达

　　对不同岩画母题图像的创构是原始先民内
心共同的夙愿，他们利用点、线、面等抽象元素

以一种最质朴的表现技法将宇宙天体物象凿刻

于岩石之上，以此来隐喻先民某种宗教巫术思

想和利用天体图像来反映现实生产生活。

对日月星辰的崇拜源于先民对天体的恐惧

与对它们的精神寄托。先民认为日月星辰具有

着强大的魔力，“是一种可畏的神，是魔鬼和恶

魔”［１１］。岩画中的形象图象代表着神灵的现实

形象，是保佑原始部落平安的重要图腾神癨。

这类岩画图像主要存在于宁夏贺兰口、云南沧

源、四川珙县、台湾万山和江苏将军崖等地，其

岩画形象大多模拟与描绘太阳、星星与月亮的

外在造型，如大多数岩画中的天体符号都呈圆

形，且有的中间有点，有的没有点，还有的在圆

圈外面有几条稀疏的辐射线，这象征着太阳照

耀大地所散发出的万丈光芒。从先民对天体崇

拜符号的视角来看，首先，先民对天体怀有无比

崇拜之情；其次，先民利用这些符号来展现他们

探索宇宙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内蒙

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苏海赛的太阳神岩画图

像是七个头戴光冠的太阳神，图像颇像一座庙

宇建筑，在整体艺术风格上较为抽象化和图案

化。自古以来，太阳给人类以光明和温暖，能够

驱散黑暗和恐惧，并赋予万物勃勃的生机，在先

民的心目中不但是至高无上的神，还是部落崇

拜的图腾，其图像大多神格比较高。先民想通

过祭拜太阳神来获得整个部落生活的平安与

幸福。

先民使用抽象化与概括性的圆形图像来象

征其对天体的崇拜。先民认为，天体起源于类

似圆圈的东西，形似一个椭圆形的种子，生命就

是从这个椭圆形的物体中诞生出来的。因此，

先民使用了一些抽象的几何图像去表现人们对

天体的总体感受，把太阳、星星、白云等形象均

刻绘成圆圈状，或在圆圈中间加一个点，或在圆

圈外加一圈参差不齐的辐射线，如百岔河岩画

点的太阳图像，所有的太阳图像均呈现圆圈或

者重圆形制，有的圆圈之外还伴有稀疏的辐射

线，还有的圆圈之内刻有意象化的人脸，这种意

象化的人脸有可能为以后太阳神人面像的呈现

打下坚实的视觉造型基础。先民运用抽象而有

意蕴的符号将自然物象转换为人对现实物象的

情感与体悟，借助于神话话语赋予不同图像以

生机盎然的审美情趣，这不仅是对线条的精雕

细琢，也是对物象的内在精神与神韵的抽离，从

而形成了一个高度精练、以小见大、典丽精工、

意广象圆的物态审美形象。

先民用鸟类图像来象征天体神灵。从我国

原始社会到古埃及、玛雅人以及古代欧洲，这些

区域都把“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和无处不在的

精灵，他们用鸬鹚、鱼凫、雄鹰、乌鸦、鹰隼和伽

卢荼等形象去表现一个具有动态化的太阳鸟。

在古代岩画中，大多数鸟类的图像都呈现着一

种动态的视觉形象，给人一种张开双翅，好像要

展翅欲飞的感觉。例如，在云南岩画中就出现

了一个鸟羽人，头呈倒三角形，双臂平伸呈半

圆，在半圆的边上有大量的辐射线，它反映了在

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利用超自

然的原始巫术力量，将所崇拜的神灵进行图像

崇拜，这样不但可以起到人与神的沟通作用，更

为重要的是希望这个图像能保佑他们五谷丰

登、四季平安。

总之，天体象征图像是先民基于自身的切

身利益而创构的，是他们内心情感的外在表露，

深刻反映了先民对宇宙星空的探索热情；虽然

这些天体图像均采用较为抽象化或几何化的样

式来表达主体心理愿望，但是先民能够将这些

图像符号通过刻与绘的技法笔简意厚地表现在

岩石上，把天上的图像挪移到地面上，将其对天

神的敬畏幻化为一种抽像而又神秘的图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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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指向特定的两种空间交叉并行的审美对象，

将图像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贯通起来，成就

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意象世界。

　　三、人物图像：观照个体人格的意

象生成

　　人物岩画是古代岩画视觉形象创构的主要
类别。大部分的古代岩面上均凿刻有人物形象

或者与人相关的事象。这些人物图像均呈现出

一种简约化或者意象性的视觉特征。

先民通常运用简约化的一条竖线来象征人

物的脊柱。先民在刻绘人物形象的时候，经常

使用一条竖线将人物的躯干形象地进行简约表

现，他们通常忽略人物身体的体型特征，而将这

种特征概括为一条线，甚至还可以将这一条很

长的竖线向下延伸至尾部，使之成为尾饰的一

部分，从而呈现了一种明快而又爽朗的视觉效

果。例如，宁夏黑石峁圪
#

的《三人舞》岩画，

画面的人物形象均使用单线勾勒，特别是人物

的躯体只使用了一条竖线将头、胸和四肢连接

起来，就像树的主干长出来很多分支一样，简洁

且生动。

先民还将人物躯体幻化成有序的几何图

像。人物躯体的几何化是先民概括能力的高度

体现，与线条直接刻绘轮廓不同的是，几何图像

往往会形成一个面或者一个呆板的形态，人物

的情态均被僵直的几何形态给淹没。在云南沧

源、新疆呼图壁和甘肃四道鼓心沟等岩画点，人

物躯体都被高度概括成几何图像，先民有意忽

略了现实物象的众多细节，将其最边缘的轮廓

进行提取和概括，只保留能够体现物象外在轮

廓的线条或者面，视觉形象简洁明了。例如，甘

肃嘉峪关市黑山四道鼓心沟岩画点的人物舞蹈

形象，人物均站立，人物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均被

作者刻绘成三角形，这也呈现了舞蹈者的民族

服饰特征。

手印岩画符号具有写实的表现特点。手印

岩画符号在整个岩画体系中不太多见，在贺兰

山白芨沟上田村、新疆库鲁克塔格山和青河县

边海子森塔斯等区域出现过类似的图像。这些

区域的手印岩画符号大都呈现出一种写实性的

表现特点，刻绘在岩石上的手印符号和现实中

的手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先民模拟了现实中的

手。例如，贺兰山岩画中的手印符号，左手均模

仿现实中的人手，保留了原型中的一些细节，如

手指的大体轮廓、长度和宽度等。先民利用这

种手法去强调静态画面中生机勃勃的自然形

态，并运用这种符号进入生命的深处去探寻宇

宙的奥秘。大多数的手印符号是用线（粗线或

细线）来刻绘的，当然，也有的是用实心填涂来

塑造的，它们往往五个手指分开，还有的是五个

手指并拢，手指之间无空隙，手指骨节不明显；

手指的粗细程度在写实的基础上各有千秋，有

的手指上下等粗，有的手指上面较粗下面较细。

例如，且末县昆仑山手印符号，整个画面上有七

只手，这七只手均为写实化的造型：画面上方的

五只手均使用纤细的线条来代替手指，长度不

一；下方右边的手印符号使用填涂技法，上粗下

细，左边的手印则使用粗细不等的线条进行刻

绘。古代岩画符号的平面图案化是先民经过写

实的手法将其转化成具有审美意味的符号形

象，“很多对现实对象加以变形或者图案化了

的形象，既含有对于现实对象的摹仿，也含有对

创造物形式继承性的摹仿”［１２］１３９。它们以符号

之象去建构写实视角下的平面图案，凭借对这

些符号中的点、线、面的意象重构，来实现先民

对于平面图案中“意”的热切追求。

总之，岩画中的人物图像承载了先民塑造

自己、创新自己和体悟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他

们将现实人物形象幻化为岩面上的简约和几何

化的图像，最大程度地彰显图像的易辨识性和

易錾刻性，无疑展现了先民塑造物象独特的艺

术能力。先民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点、

线和面等美术元素，都是主体对物象体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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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精神外化形式，鲜明地呈现了中国古代

岩画艺术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

　　四、生殖图像：再现人类生命的意

象构成

　　在古代岩画作品中，生殖图像是先民对繁
殖、增殖愿望的主要表达形式，先民凭借着某种

视觉图像去占有某种东西，他们将现实物象与

主观世界的概念相联系，使原型和视觉图像之

间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结合，也就是说，其“家族

相似”不是形式上抽象的、静态的特征，也不是

建立在本质与现象、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划

分基础之上的，更不是建立在严密的推理之上

的，而是自发自然地产生的生动的关联［１３］。他

们经常使用性器官、蛇、鱼和蛙等图像来象征繁

育子孙的意愿。先民直接将这些图像刻绘在岩

面上，简约而又生动，鲜明而又突出地表现了具

有浓重意味的二元宇宙观，并呈现了一种叙事

情节的高潮性。这些视觉符号大多结合主观的

意愿与物象的属性，所建构出来的视觉画面是

符合先民主观生殖意愿的。

男性生殖器官是古代先民直观表达生育意

愿的重要呈现形式。从中外各大岩画中我们可

以发现，古代先民将夸张后的男根与女阴相连

接，用一条简化的线来表示男性正在让女性受

孕或者向其传递生殖“魔力”，这类图像呈现了

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视觉生殖理念。在阿尔及

利亚的阿杰尔有一幅岩画，画面用简洁流畅的

线条刻绘出一个丰乳肥臀的女性裸体和一个极

为夸张的男性生殖器，而且，男性生殖器的一半

面积已经与女性的臀部相重叠，这就意味着先

民对生殖的天然崇拜。还有内蒙古阴山持大弓

的猎人，被有意夸大的性器官，坚挺而有活力。

这两幅中外岩画作品通过简约化的图像直率地

将先民所要表达的繁衍人口的生殖意愿清晰地

呈现于岩石之上，而且整个图像简洁明晰，直率

中透着含蓄，规整中伴着圆润。

先民还使用蛇、鱼和蛙等图像来象征繁育

子孙的祈愿。在古代社会，先民想要主观得到

某种物象，如需要繁育人口，他们不是把女性生

产的具体场景真实地再现出来，而是运用抽象

的点、线、面等元素对物象进行提炼和概括。先

民将现实物象的属性与人类生殖繁衍的意愿相

结合，对图像进行有秩序的平面创构，继而形成

具有一定象征意味的视觉符号，他们以象表意，

以象显意，通过图像将那些具有丰富意蕴的母

题直接表现出来，并运用概括化的图像去象征

繁育子孙的主观祈求。

首先，蛇在古代岩画中时有出现，就数量而

言，相比男性生殖器和弓箭，当然逊色很多。弗

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那些在神话传

说中代表生殖器的动物如鱼、蜗牛、猫、鼠（代

表阴毛），在梦中也是这样的意思，而男性生殖

器的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１４］云南碧江怒族

蜂氏族的女始祖茂英，相传她是由一群蜂演变

而来的，长大后，她与蜂、蛇等动物进行交媾活

动而生下不同的族群［１５］，这里的“蛇”就是对男

性生殖器的象征性描述。

其次，鱼是现实中的水中形象，期盼女性生

育多子是先民们的主观愿望，他们希望鱼的图

像可以实现其主观生殖意愿。这就等于说，鱼

的产卵和女性的生殖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鱼的图像可以实现整个氏族部落女

性繁衍后代的意愿。在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地

区，那里的人们基于原始宗教的“互渗”观念，

将鱼奉为“生殖之神”，把鱼鳞作为主要表现对

象，鱼多产的巫术法力就随之呈现［１６］。先民凭

借交感巫术来实现对于自身愿望的图像建构，

鱼就成为先民实现这种生殖夙愿的主要代码或

者代名词。例如，云南丘北县狮子山岩画中的

一条鱼符号，画面中绘制了一条头朝上游动的

鱼，鱼头、鱼身造型清晰，在鱼身上还绘制有众

多的鱼鳞。原始先民将这个图像作为整个氏族

部落传宗接代的生殖神，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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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鱼的强大繁殖能力与现实的女性生育相

互交叠，使图像既代表了先民对女性生殖的崇

拜，又是女阴的主要转换之物。

再次，蛙类岩画形象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

梵尔卡莫诺山谷［１７］，阿纳蒂根据东欧陶器的断

代认为，这种蹲式形象最早出现时间为公元前

６０００年左右［１８］，表明古代人类与太阳崇拜、巫

术崇拜、动物崇拜、神灵崇拜有着很重要的联

系。半蹲式的人物舞蹈形象与蛙纹两者有着很

大的相似性，这种存在于广西花山和福建仙字

潭两处岩画点的形象均是先民借用蛙的形态并

模仿蛙的行为，从蛙的姿势中提炼出来的一条

主线，从而形成具有形似于蛙而超于蛙的写意

形态，甚至后来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半蹲式人

物形象是对蛙的动物崇拜，因为蛙多子，是生殖

繁衍后代的象征物，蛙自然就成为原始社会氏

族部落中一个重要的“祖先神”“图腾物”或“保

护神”［１９］。

凹穴符号也象征着先民熟练运用阴阳哲学

对生殖观念的生活应用。阴阳哲学认为，任何

物象均贯穿着阴阳变易理则，也都具有二元的

生育思想，把两性生育与感生灵物相结合，借用

自然中的有关物象，使得神秘力量能够产生奇

异的功效。凹穴岩画图像主要存在于河南具茨

山岩画点，整个凹穴以圆形为主，有大圆和小

圆，排列呈现稀疏有别，大小凹穴相互穿插，形

成了一种具有节奏和韵律的排列效果。凹穴剖

面呈现“Ｕ”形，上大下小，上为阳，乾象，“是故

形而上者谓之道”，象征着具有阳刚之气的男

性；下为阴，坤象，“形而下者谓之器”［２０］，“阴”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某些局部，也象征着女性阴

部的内部结构，一阳一阴，一刚一柔，我们可将

其理解为男性与女性的交媾。例如，内蒙古达

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查干敖包苏木哈达图的《群

舞与小圆穴》岩画，画面上有一群舞者正在手

舞足蹈地跳舞，尤其是画面中间清晰可见的舞

者双臂上举，下身双腿外翻，有尾饰，在其上面

有五个凹穴，大小排列整齐，间隔距离均匀，整

个画面明显地呈现古代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娱

悦生殖神，祈求繁育后代的意愿。

总之，中国古代岩画中的生殖图像是原始

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图腾文化，它凭借着

现实中的生殖器、蛇、鱼、蛙等物象创构蕴含生

殖意味的原始意象，他们“通过置换的方式把

内在的需要转化为对象性的现实追求”［２１］。用

这些图像化的视觉符号最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

精神受众，并凭借着夸张、提炼和符号化的塑形

手法，把人与人、人与物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的

交媾行为作为岩画的主要母题予以呈现，表现

了先民对繁育后代的期望。每一个生殖图像都

是出于对生殖的崇仰心理和多生的愿望［１２］１７４

而创构的，是氏族部落关于未来的一种发展计

划和精神寄托，将生殖的魔力通过这种符号有

力地传播出去，从而实现整个氏族部落的繁荣

昌盛。这些视觉图像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的讴歌

和繁衍后代的急切心情，承载了先民对整个氏

族发展的情感，再现了远古居民对生殖崇拜的

内在心理和外在物质诉求。

　　五、结语

　　岩画是记录和反映先民主观与客观世界的

事象，他们精挑细选地使用了一些符号去象征

生殖繁衍观念，利用剪影般的平面图像去诉说

和概括某个事件。这些象征图像大多都具有简

约和概括性的艺术特点，他们把这些具有主观

意味的象征图像应用到生殖、天体、人物等母题

之中，以物象事象的感性形态为基础，又在审美

体验中使物我交融为一，这是一种依托于审美

经验的物我双向交流［２２］，也反映了先民运用最

简洁的艺术语言去叙述曾经经历过的岁月。同

时，先民将这些母题与图像融入特定的环境之

中，基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从而营造出一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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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意味较强的神性视域。在这里，岩石上的这

些象征图像都充满了隐喻的视觉话语，它们与

主体的视觉、心理、直觉、知觉和听觉相结合，每

一个象征图像中的概括性线条都是作者触景生

情、感悟动情、以神相会、主客统一的瞬间直觉

的意象创构结果，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２３］，图像中所使用的简

约线条都体现了先民个性化的生命色彩和超越

个体而形成的宇宙大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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