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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是古代先民磨刻或绘制、凿刻

于岩石的图画，被称为史前文明的印

记，是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是十分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全世界各大

洲都发现有岩画遗存，被联合国相关组

织列为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得到较好

保护的有近30处。中国是发现大量岩画

遗存的国家之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中确定的岩画遗存分布在29个省区市

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是世界上数量最

多、分布集中、参与创作民族众多、表现手

法与类型全面、年代久远的岩画大国。

已发现的国内岩画，经专家考证大多产

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当时人类的杰

作，代表着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力。

在岩画保护方面，19处岩画点被列

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多地岩画的抢救性

保护投入了巨资；岩画拥有地的地方政

府也做出了很大努力，88处岩画点被列

为省级文保单位，199 处岩画点被列为

县级文保单位。在看到难得的成效之

下，我国的岩画保护现状却不令人满

意。在全国已经发现的 1226 处岩画点

当中，还有 75%未被定级，也就是没有

进入到三级文保单位当中。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岩

画保护与研究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遗址理事会、各大洲岩画联合会当中，

至今没有中国岩画方面的合法组织作为

连接的纽带。在进入岩画类世界文化遗

产的名录中，也没有中国的任何一处岩画

遗址。这与文明古国的形象是极不相称

的，也是中国作为岩画古国的一种缺憾。

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岩画的记载，

最早见于《韩非子》和《水经注》，近代真

正有记载的研究工作，是 1915 年黄仲

琴对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的调查

及其发表的《汰溪古文》，至今已有百

年。然而，中国岩画进入大遗址保护，

目前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因此，中国岩画学界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就是：中国岩画学者如何在这样的

现实条件下，开辟中国岩画保护与研究

的创新之路，让古人留下来的这一宝贵

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使中国岩

画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岩画学

界有立足之地。这是中国岩画学者面

临的现状，也是中国岩画文化遗产走向

世界，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必须

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加快中国岩画保护与研究步伐，

中 国 各 地 的 岩 画 学 者 都 做 了 许 多 努

力。2012 年，由中年学者王建平、老一

辈岩画学者陈兆复、盖山林共同发起成

立的中国岩画学会获得文化部、民政部

批准，并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举

行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岩画学界成

立的首个国家级学术团体，标志着中国

岩画学界在国际岩画学术交流中有了

组织。这也是岩画对外文化交流迈出

的重要一步，它的文化意义在于：中国

岩画学会作为中国岩画学界的合法代

表，承担着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的学术

交流，团结国内外岩画保护工作者共同

开展好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

作，推动岩画遗产走向大遗址保护，实

现文化强国的百年梦想。

中国岩画学会成立一年来，较好地

发挥了组织、协调、服务功能，在学术基

础建设、展示平台建设中创新模式，在

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中扩大影响，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

根据国内岩画学者分布广、人数多、

过去各自为战的特点，中国岩画学会采

用自己报名、部门与单位推荐、学会召开

会议讨论决定等形式发展会员。目前国

内 29 个有岩画遗存的省区市都有代表

参加中国岩画学会。国内外知名的岩画

学者陈兆复、盖山林因为在中国岩画保

护研究中做出过突出贡献，被聘为中国

岩画学会终身名誉会长。

目前国内各地岩画统计资料存在

数据不准、不全、统计口径不统一等方

面的问题，影响社会各界对岩画遗产的

认知、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的组织开展

和岩画学界的专业研究。中国岩画学

会已开始组织进行中国岩画资料数据

统计，图谱、音像、电子地图、文字整理

工作，搜集整理国内外岩画资料。各相

关省区市文物保护部门积极予以支持

配合，所得数据由中国岩画学会派专人

进行统计管理。

为在岩画研究工作中形成突破，中

国岩画学会积极与内蒙古相关高校合

作，建立岩画研究基地，有计划地开展

区域岩画研究，积极推进国内岩画学术

研究工作。为扩大中国岩画影响而创

办的中国岩画网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在

北京试上线运行，现已成为中国岩画学

界学术沟通、信息联系、经验交流的一

个良好平台。

为了更好地宣传岩画知识，填补国

内没有集中的岩画展示园区的空白，中

国岩画学会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政府合作，启动中国岩画展示园区

（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园）项目建设。从

2013年秋季启动，截至2014年5月，双方

已完成了前期调查与项目协商工作，拟

在呼和浩特大青山健身旅游区规划建设

的基础上，将国内各省区市岩画代表作

品复制在山体崖壁上，集中展示中国岩

画景观，使世界岩画爱好者和旅游者能

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环境内，领略中

国岩画之神韵，体会中国岩画的文化精

神，培养保护与研究岩画的热情。

与此同时，为了让参观者在较短的

时间内看到中国岩画的整体面貌，感知

中国岩画学界内外为中国岩画保护与

研究事业做出的努力，中国岩画学会在

中国岩画展示园区，计划筹建中国岩画

研究基地，展出岩画研究成果，运用岩

画研究保护新科技（如岩画断代技术

等），举办国内外岩画专题展览、岩画申

遗与岩画艺术作品展等，以此建成中国

岩画集中展示园区与研究中心，加快中

国岩画保护与研究事业发展步伐。

为展示中国岩画研究百年历程，中

国岩画学会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中

国岩画学会以黄仲琴发表其研究成果的

1915 年为中国岩画近代研究的起始之

年，组织开展以中国岩画研究 100 周年

纪念大会为中心的系列纪念活动，同时

举办中国岩画研究 100周年纪念专场演

出、中国岩画研究百年专题展览、中国岩

画摄影作品展，出版中国岩画研究论文

集等专著，制作中国岩画系列宣传品与

艺术品等，各项工作现已开始组织进行。

中国岩画学会会长王建平，曾牵头

主办国际岩画科考夏令营与中国——

南非岩画研讨会，邀请美国、荷兰、南非

等国家的岩画专家来中国考察岩画，沟

通联系，在国际岩画学界扩大了中国岩

画学者的影响；通过对北方岩画、特别

是内蒙古阴山岩刻的研究，他牵头主编

出版了大型图谱集《阴山岩画》；他策划

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合作并撰

写脚本，组织了专题片《河套长烟》的拍

摄，该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 30

多次，并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在国外播出；他创建了内蒙古岩画研究

院，组建了内蒙古岩画保护与研究学

会，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创建了中

国河套文化博物院，并系统地展示了中

国岩画的概况；他主持策划了大型舞台

剧《阴山·古歌》与电视连续剧《我叫王

土地》的拍摄，建起了野外岩画电子视

频保护系统，完成了阴山岩画抢救性保

护普查，领导了内蒙古阴山岩刻申遗工

作。去年，王建平等人潜心钻研的《岩

刻断代的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为

中国岩画学者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

岩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在中国岩画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

王建平编著的《人类母语的呼唤》也将出

版发行。这是记述中国岩画学界艰苦努

力、克服重重困难、推进中国岩画保护与

研究事业的纪实性、资料性、理论性、实

践性紧密结合的一部力作，是中国岩画

学者为推进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研究事业做出的一份贡献。书中有对

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的客观记载，有对

岩画理论与实践进行的深入浅出的论述

与总结，有对中国岩画事业发展做出的

前瞻性分析，见解独到，也是作者数年工

作的一种总结与回顾，从中可以看到中

国岩画人为发展中国岩画保护与研究事

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今年，中国岩画学会又牵头主办岩

画—人类—生态文明 2014 国际论坛，

邀请国内外岩画学界的 200 多名专家

学者来到贵阳，探讨岩画遗产的保护与

研究工作，解读岩画遗产的文化精神，

开辟国内外岩画学界交流合作的渠道，

为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进入大遗址保

护打下良好的基础。

史前文明印记—中国岩画的探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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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南非岩画研讨会剪影

2008 年，内蒙古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主办了阴山岩画国际科考周活

动，来自美国、荷兰等国家的岩画研究专家，和内蒙古岩画研究者一起，

现场考察阴山岩画，并举办讲座，交流岩画保护的经验。

2014年 6月 29日，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贝纳力克（右

四）、印度岩画协会主席库玛尔（右三）、中国岩画学会会长王建平（右二）、南

京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等，在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工区观摩岩画拓片。

2008年阴山岩画国际科考周活动期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内蒙古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副会长王建平

和应邀参加科考活动周的国外专家学者现场考察阴山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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