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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赑屃的造型，唯有西夏采用力士的造型来驮碑，党项民族特征

强烈。此类“人像碑座”在西夏陵共出土了 14 件，仅这一件命

名为“志文支座”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因为碑面左上角阴刻

有三行西夏文字，另一面题刻有“砌垒匠高世昌”六个汉字，

两种文字出现在同一件文物上，且人像碑座兼具唐代石刻的沉

稳和力度、宋陵造像的细腻与严谨，足见文明之融合。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唐代石刻胡旋舞墓

门的发现，生动“回放”了千年前胡旋舞者的曼妙舞姿。此墓

主人来自西域康国，是昭武九姓中“何”姓的后人，属中亚粟

特人。门扇正面凿磨光滑，中间各浅雕一名矫健奔放的舞者，

虬髯卷发，深目高鼻，定睛细看，翩翩起舞的是两个壮汉！四

周浅浮雕卷云纹，更使舞者袖起长虹，流动如飞。

岩画·生存意志

如果进一步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四万年前，人类

即在宁夏繁衍生息了。

狂野年代的粗粝往事或许说不清，但当今人面对那些蛮荒

而神秘的岩画时，能感受到一束束灵光划破了大地的沉寂。凝

固在石头上的线条，也是岁月史书，记录了先民顽强律动的心跳，

无言地诉说着他们百折不挠的生存意志。

宁夏地区有大量岩画遗存，广泛分布在境内黄河两岸的贺

兰山、卫宁北山、香山、灵武东山等绵延七百余公里的几百个

山谷、峡口与丘陵之中，存世总量占全国岩画总量的一半以上，

成为我国北方岩画系统的代表。天体、动物、人面像、人形、

手印、生殖崇拜、狩猎生产、巫术祭祀……在欣赏过一轮老祖

宗多元口味的创作素材、奔放不羁的艺术手法后，身为“晚晚辈”

的笔者甘拜下风：你们太会玩了！

咱先来瞅瞅太阳神主题的岩画。远古时期，谁能不跪驱散

黑暗的太阳呢？贺兰山岩画中，太阳神岩画是最具代表性的岩

画之一。神采奕奕的面容，反映了先民自然崇拜、天体崇拜的

朴素思想。接下来瞧瞧骑射与狩猎岩画。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

说，狩猎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狩猎岩画是北系岩画

中最普遍的一个题材。狩猎岩画场面宏大，具有叙事性，从不

同角度呈现先民的狩猎行动，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你会觉得

这类岩画蛮像微电影的。而手印岩画可以被解读为“我签名了”，

是个体身份的确认。还有许多人面像、人形、巫师跳大神等等

比抽象派更抽象、比达达主义更自由的岩画亦令笔者印象深

刻——这妥妥的表情包粮仓、鬼畜区宝藏呐。

秦皇汉武乘兴巡游，中唐肃宗灵武登基，西夏元昊筑坛称帝，

成吉思汗纵马挥鞭……天苍苍，野茫茫，宁夏无限风光，等待

诸君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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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
1923年首次发现并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

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

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

方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

作用。

2021年，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发现”。

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