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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7月，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第21期学报上，刊登了一篇世界岩画研究的报告，在岩画分布图上，
被苏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这些重要岩画地区包围着的中国却是一个空白，报告指出目
前来自中国的消息几乎没有。
一年以后，即1985年4月，该学报上又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署名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主任陈兆
复，信中对世界岩画分布图上中国的空白，表示愤愤不平。
作者写道：“事实上，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现的岩画地点有一百多处，但这些却很少为国际学者所
知晓，对这些岩画点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经过一系列的通信，使我们相信陈兆复是一位潜心研究中国岩画的学者，因此，他被邀请为卡莫诺
史前研究中心撰稿，文章于1986年发表在第23期学报上，题为《中国古代岩画》。
同时，由于意大利外交部热情地提供奖学金，他来到了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学习卡莫诺岩画的研究经验，一方面完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有关中
国岩画的著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岩画发现史>>

内容概要

这本书里发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混合经济”民族的作品，这大概是中国岩画的主要部分。
    一个最古老的现象，就是围绕着太平洋沿岸，人面像岩画分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区。
这些类似魔鬼的形象，有时长角及其他动物的器官，在脑袋上，经常带着一圈光环，或者戴着一顶帽
子，最令人注目的是两个大眼睛，一般是圆的，大得与脸庞不成比例。
    在没有了解到中国领土上的人面像岩画以前，人们曾猜测，这些岩画是由一个采集、狩猎民族，或
早期的耕作民族所作，描绘的是长着无所不见大眼睛的人兽祖先的神灵，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保
护者肖像。
　　岩画对于探寻我们远古祖先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解释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都是极其宝贵
的材料。
本书从我国岩画发现的回顾、岩画内容的分析、岩画艺术特征与技术特色的解构等方面，详细叙述了
岩画在我国的发现史。
对研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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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兆复（1933—）  浙江瑞安人，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执行委员。
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美术史论特别是岩画学的研究，足迹遍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挪威、瑞典、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从事岩画学考察
、研究、著述等工作。
在国内出版的主要中文著作有：《中国画研究》（1980）、《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1991）、《
中国岩画发现史》（1991）、《外国岩画发现史》（与邢琏合作，1993）、《原始艺术史》（与邢琏
合作，1998）、《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主编，2001）、《古代岩画》（2002）、《中国岩画全集
》（主编，2007）；在国外出版的主要英文著作有：《中国史前岩画》（1987）、《中国岩画考察记
》（1991）《岩画研究手册》（与国际学者合著，2002）。
其中《中国史前岩画》这本图文并茂的英文专著，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西方国家的文
字，在米兰、巴黎、苏黎世等地出版，把中国岩画推向世界。
自1987年起，被推选为国际岩画委员会执行委员，也是执委会中惟一的一位亚洲人。
还首次把岩画学引入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学中，1995年开始在中央民族大学招收硕士生，2005年开始招
收博士生，对中国岩画学的建立有一定的贡献。
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表彰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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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前言岩画，这个名词现在已较为人们所熟知了。
在中国，岩画这个名词实际上包括画的和刻的，与国外“岩石艺术”这个名词相似，主要指的是一种
制作在岩石上的原始艺术。
为了区别画的和刻的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本书采用了“崖画”（或“崖壁画”）和“岩刻”这两
个不同的术语，而“岩画”则作为这两者的统称。
岩画，这些画在或刻在岩壁上的图像，已为世界各国学者和艺术家所重视，因它是人类自我表述的创
造性形式。
从远古的狩猎时代到后来的原始部落，它记录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它触及到了古代人们的
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经济盛衰、民族迁移等等，是人类早期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
自从17世纪在北欧发现岩画以来，欧、亚、非、美、澳等五大洲都陆续有大量的发现。
世界各地的岩石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画布，所以，岩画可以称为最古老的民间艺术，是远古时代造型艺
术的一种典范。
同时，它又是记录在岩石上的历史，一部用生动形象描绘的史诗。
在有些地方它要比文字书写的历史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逝去的人们已经沉默，然而岩石还会说话”。
我们知道，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只有几百年，个别文明古国也只有几千年。
因此，岩画以它全球性的广度和历史性的深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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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欧洲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群峰高耸，山势雄伟，它的南麓在意大利境内有一条山谷叫做梵尔卡莫尼
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罗马时期以前的古代岩画，图形数量多达十几万个，是
世界上岩画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这山谷中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卡波迪蓬特，汉译意为“桥头”，是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也设在这里。
1986年至1987年，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小山村中，我完成了这本书的英文稿。
当年山村静谧的夜晚，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伴随着我在灯下写作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有关这本书写作的过程，阿纳蒂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谈到了，我现在需要补充的，只是说明本书
的写作是因阿纳蒂教授的倡议，并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
他和我详细地讨论了本书的提纲，亲自审阅了全部英文稿，并为此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本书完稿后，1987年当年就在米兰出版了意大利文本，此后，1988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本，1989年在
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英文本的出版也在拟议中。
1987年秋，我回国后承蒙“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的庞朴、金维诺、王尧、陶阳诸位先生的厚爱，
他们希望本书的中文本能作为这部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当时我带回的只是一个详细的英文纲要，就请我所的肖岱文同志翻译成汉文。
感谢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翻出来了，约5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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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岩画发现史》是专题史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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