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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人面像岩画研究》出版
来源：“文物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0.09.28

　　岩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遗存，其存在时间已经超过四万年。它不仅见证了不同地区、不

同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反映，为特定族群精神信仰的变迁提供了明

确的证据。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岩画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某些类型的图像在岩画中演进的

历史超过了两万年，通过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可以管窥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

　　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以人面为表现形式的一种类型。对人面的关注是当时社会特殊意识形态的

反映，并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消亡，或者转化成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在其他载体上。人面像

岩画研究不仅是对古人造像传统的起源和流变的系统梳理，同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

现象，尤其是其宗教思想观念的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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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袤的西伯利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严酷的自然环境并未阻挡人类探索自然的脚步。自旧石器

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迁徙，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而人面像岩画

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的岩画根据分布范围和类型特点可以划分为16个大的分布区，其中有14个位

于西伯利亚，涵盖了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而人面像岩画则主要集中于叶尼塞河及其支流安加拉

河、托姆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并与中国北方内蒙古、宁夏以及美洲西北海岸的人面像岩画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叶尼塞河流域的人面像岩画分布在叶尼塞河及其支流附近的崖壁和石滩上，极少量位于河边的

洞穴中。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上叶尼塞河、中叶尼塞河、下安加拉河三个分布区。这些人面像岩画

分布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但是这些多变

的形式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变的内在结构，反映在作画地点的选择、作画方式的使用、岩画细部结构

的刻画等各方面。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正是该地区民族迁徙以及民族成分复杂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而这也反映在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

　　《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人面像岩画研究》是“考古新视野”丛书之一，其选题在东亚和北亚岩

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本书对西伯利亚岩画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俄罗斯迄今为止

出版的主要岩画类著作和文章，并对其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这在学术界尚属首次。对有志于研究

西伯利亚岩画，乃至西伯利亚历史文化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本书对叶尼塞河流域人面像岩画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共统计、分析叶尼塞河流域约

350幅人面像岩画。其中，岩绘类人面像117幅，全部用红色赭石颜料绘制而成；岩刻类人面像232

幅，绝大多数采用敲凿法制成。基本上涵盖了该地区主要的人面像岩画类型。除制作方式的区别

外，岩绘画与岩刻画的不同还体现在：岩绘画绝大多数位于泰加林地区，其中，中叶尼塞河流域的

岩绘画多位于泰加山地的边缘地带，而岩刻画则主要集中于森林草原地区；构图方式截然不同，岩

绘画普遍虚幻特征明显，具有强烈的神格意义；岩绘类人面像绝大多数无轮廓，而岩刻类人面像正

好相反。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考古学文化为基础，将岩画放在考古学文化动态演变的背景下进

行讨论，进而考察岩画自身的发展演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叶尼塞河流域人面像岩画与西伯利

亚西部的托姆河流域、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中国北方内蒙古和宁夏地区的人

面像岩画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部分重建了人类早期交往的历史。

　　第四，本书重点对人面像岩画的年代进行了讨论，系统梳理西伯利亚目前所见的各种人面形

象。岩画的年代问题是整个岩画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叶尼塞河流

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不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人面像岩画，还发现了大量可资比较的考古材

料，既包括棺材盖板上的人面像，也包括墓葬出土的其他类型人面像；同时，在该地区还分布有大

量的奥库涅夫文化石柱，上面同样刻有大量的人面像。这些类型丰富、风格相似、年代确定的可资

比较的材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这也为讨论建立该地区人面像岩画年代序列提供了很好的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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