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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 本网站蒙古文版本3月30日正

式开通了！  

● 蒙古流行音乐2008合集  

● 2008年蒙语春节晚会《美丽

家园》精彩花絮  

● 五彩传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

团)  

● 电台《文艺在线》节目开通

了  

● 国际蒙古族长调民歌大赛专

题  

● 杭盖一支投身蒙古音乐的乐

队  

● 演员巴音的个人网站开通

了！  

● 斯琴巴图经典书法作品  

曼德拉岩画穿越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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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28

       内蒙古晨报报道(特派记者 燕燕飞 后方
记者 海峰 王国柱)都说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5月22日，我们终于遇见了会说话的石头。面
对着眼前的岩石，我们仿佛跨越千年的时空，与当时
生活在这里的古人对话，聆听他们的声音，感受现代
人给他们带来的“无奈”。

  ★瞻仰岩画 看古人的生活 

  经过数天的行程，“环内蒙古边界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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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来到了阿拉善右旗孟根苏木曼德拉山。

  曼德拉系蒙古语，意为升起、兴旺、腾飞。
有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曼德拉山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蒙古、鲜卑、匈奴、党项等北方少数民族先
后在这里居住和游牧。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创造
了灿烂的岩画文化，据考证，这里的岩画有近万年的
历史。这些岩画因为时代延续长、数量多、分布密
集、内容丰富，成为世界岩画宝库中的稀世珍宝，被
誉为美术世界的活化石。

  岩画是远古时期游牧民族生活、精神的写
照。岩画4600多幅，分布面积约18平方公里，属羌、
月氏、匈奴、鲜卑、回纥、党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
族雕刻。岩画的造型技法有凿刻、磨刻和线刻。画面
内容为狩猎、放牧、战斗、神佛、日月星辰、寺庙建
筑、舞蹈、竞技以及游乐等。岩画形象生动地记录了
远古及近代阿拉善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形
态、自然环境风貌。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堪
称我国西北古代艺术的画廊。

  ★触摸岩画 今日的沙漠曾经的绿洲

  阿右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哈斯巴根告诉记
者，五六千年前，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曼德拉山地区
根本不是现在这样的荒漠，而是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水草丰美的绿洲。岩画产生于文字之前，是敲凿
在山洞或山岩上的图像或符号，年龄从几千岁到近万
岁不等，记录着远古先人们的生存状态。自从17世纪
人类首次在北欧发现岩画以来，人们在欧、亚、非、
美等洲都陆续发现了大批岩画。我国是岩画非常丰富
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这里的岩
画分布很密集，十八平方公里4234幅，这样的密度中
国仅有，世界罕见。曼德拉岩画有三个独特之处。第
一，题材多样。除了主要的狩猎，还有放牧、舞蹈、
交战，甚至家庭生活的场景。第二，起始年代早。岩
画的创作年代历经旧 

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一直到清代；作画的民族则包括羌、匈奴、柔然、突
厥、回鹘和蒙古族。第三，画面小，图像小，图形密
集。除极少数早期岩画画面较大之外，绝大多数都刻
在石面较小的石块上。此外，曼德拉岩画的刻描方法
比较多样，包括凿刻、磨刻和线条刻，这在国内岩画
中也比较少见。 

  ★聆听岩画 古人在哭泣

  但是，近年来曼德拉岩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破坏，造成这些破坏除了这里的风沙还有我们人类。



  曼德拉山岩画始终处在长期风化、日晒、雨
淋的自然环境下，造成石面剥蚀或脱落。同时，随着
曼德拉山岩画知名度的提高，参观的游人日益增多，
游人任意踏踩、刻画甚至偷盗，造成曼德拉山岩画损
坏严重。1998年以来，偷盗者进入曼德拉山后将形象
好、价值高的岩画偷窃走，有的则在岩画上乱刻乱
画，原有的6000多幅岩画现在已不足2000幅。文物部
门呼吁，对曼德拉岩画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已刻不容
缓，期望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对这一罕见的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加以有效保护。2000年6月，阿拉善右
旗人民政府下拨专款对容易丢失的岩画进行抢救性的
保护搬迁。目前在曼德拉山周围1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保存较为完好的岩画共有423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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