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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王者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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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是史前时代的作品，是人类童年的艺术。

岩画的出现很早，欧洲伊比利亚半岛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澳瑞纳文化中就发现了许多以“奔跑的群

兽”为主题的岩画，各类岩画、岩刻艺术作品在新

石器时代几乎遍布五大洲，在青铜、铁器时代的边

缘文化中还延续得很晚。无论如何，岩画是出现文

字记录之前的原始人群、或者文明时代尚未掌握

文字的边远人群的记事作品，岩画的这一“他文

化”性质决定了现代学术对岩画的研读都逃脱不

了“客位观察”的角度，这大概就是岩画释读困难

无限并始终处于众说纷纭之尴尬境地的原因吧！

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古代岩画，截止 #))! 年

已发现各类岩画地点 #!$ 处以上 * # +。这些岩画大

都分布于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华古文

明的边缘，就是上古环绕“中国”的“四方万国”地

带，大致可以分为北方草原、西南山地和东南沿海

三大片。北方草原系统的岩画从蒙、宁、甘、青分布

至新疆西北部，凿刻粗犷奔放的草原动物和游牧、

狩猎等写实场面。西南山地系统的岩画分布于滇、

黔、川、桂之间，在山崖岩壁涂绘各种群体舞蹈与

祭祀等写实场面。东南沿海系统的岩画断断续续

地见于浙、闽、台、粤和港澳地区，常见凿刻由几何

线条构成的复杂抽象图案，偶见人群活动等写实

内容。珠江口西侧的宝镜湾岩画就属于典型的东

南沿海系统，该岩画位于珠海西南方的高栏岛上

的风猛鹰山周边，共有 % 处 , 幅，分别是宝镜石、

天才石、藏宝洞（! 幅）、大坪石和太阳石岩画。宝

镜湾岩画所在的山坡和附近的沙丘上还不断采集

到陶片、石网坠、石镞等，珠海市博物馆先后组织

了几次发掘，发现了距今 ($$$ 年前后的土著文化

聚落遗迹、墓葬和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一般

认为该遗址与宝镜湾岩画的关系至密 * & +。几年来，

珠海市博物馆的李世源先生对宝镜湾遗址的发

掘、研究和岩画的调查、释读工作用力颇多，几个

月前笔者应邀访问珠海研讨李先生《珠海宝镜湾

岩画判读》（以下简称《判读》）一书初稿，看到他忍

着腰伤而伏案疾书，就为他的执着和用心所感动。

最近，李先生将这部 #" 开本、&%, 页、图文并茂、

印刷精美的大著（文物出版社 &$$& 年）寄来，使我们有

机会再次认真学习这本系统研究宝镜湾岩画的第

一部专著，读后有些不成熟的感想、联想，表达出

来，与同仁共勉。

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我国走过了将近一个世

纪的历程，但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为世界所瞩

目，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方法有什么特殊的贡

献，而是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大量珍贵的文

化遗产，考古学遍地“黄金”才是导致考古学“黄金

时代”的真正原因。我们的考古工作受行政体制的

制约而条块、部门分割，相当部分的考古工作者视

野狭小、思想贫乏，这些考古“专家”满足于做一个

省、一个地市考古遗存的研究家，甚至是某省的旧

石器或新石器专家。不是有句行话吗？“搞个好遗

址就够吃一辈子”，考古学者从历史研究、文化重

建的宗旨上异化为另类，坐井观天还自诩为深刻。

面朝黄土背朝天固然值得尊重，但考古匠知识的

贫穷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一条死胡同走到底的一

个诱因。李先生在珠海市博物馆工作多年，但《判

读》一书首先给我们的印象却是，他开始尝试从考

古匠的群体中超越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区域的文

化而不只是一个地点的文物。在我国古代岩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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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大系统中，宝镜湾岩画是东南沿海系岩画的

典型代表，《判读》第一章就将宝镜湾岩画的周遭

环境和东南沿海系各岩画地点做了全面的阐述。

文化是群体的创造，个案地点寓于系统遗存中，历

史文化的画面就如水到渠成。该章通过对江苏、福

建、澳门、香港、台湾等地多个地点的岩画进行对

比分析后指出，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以农作物

为主要题材，图案简单、零散；宝镜湾岩画和香港、

澳门等地的岩画是以舟楫、渔猎为题材，图案繁复

密集，应是与将军崖岩画所代表的农耕文化不同

的海洋文化的特色，也即东南土著民族海洋型文

化的特色，是东南海洋型文化诸多表现中一个独

特侧面。将部分置于整体中，不但使整体面貌清晰

可鉴，局部的地位和性质也得到了真实的发现。

《判读》的重头戏在于岩画内容的释读，作者

采用了统分结合的方法，第四、五、六章分别完成

了对太阳石、宝镜石、大坪石、天才石岩画、藏宝洞

东壁岩画、犬·船岩画、西壁岩画逐幅的分析和辨

识。作者认为太阳石、宝镜石的日月之行，大坪石

的众人戏水，天才石的舟船守卫，构成了藏宝洞两

壁中心岩画的衬托和铺垫；藏宝洞东壁依次包括

了龙、面具舞蹈人、无轮廓鬼魅人面、祭祀、人牲、

猎豹、干栏建筑、胯步女巫、载王之舟、应龙、蛇虺、

夔、凤鸟、腹蛇、磴羚、不规则线条、羽蛇、鼍龟、囚

人、狒猿、羽民、船舞人、群舟、浮雕式人头像、鼎

镬、“亚”符、奔蛇等形象，这些是宝镜湾岩画丰富、

复杂的核心情节；西壁及上方包括了犬獒、封船、

王者之舟、船队残影等，与东壁岩画是一个统一、

连续的整体。所有这些成分都充满了原始人文的

浪漫主义童趣，而作者不仅仅是在浪漫的思维中

疾走，也不乏画面图案与文献史籍、遗址出土结合

考证的理性作为。在这些细致的剖析、勾沉之后，

第七章是“岩画的整体判读”，作者首先肯定宝镜

湾七幅岩画作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便开始了一

个“动人故事”的娓娓道来。这个故事的阅读和解

说首先从最关键的东壁岩画开始，这副高近 ! 米、

长近 " 米的岩画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内容神秘抽

象，作者首先寻找岩画不同部分的中心所在，把平

面还原为立体，把静止演绎为行动，一个个原本零

散的线条、图案最终被判读为一个盛大的部落聚

会场景，并以兼容理性和浪漫的演绎阅读这个盛

大部落聚会的全过程。龙、凤、蛇、兽等图案很可能

是众氏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聚会的参与者；这些

图腾主要分布在位置突出的“王者之舟”附近，“王

者之舟”是这场盛会的中心人物，“王者之舟”的找

寻也成了本判读最突出的发现；距离“王者之舟”

不远处的灵蛇、囚人等图案则可能是为聚会前各

种祭祀的准备；在人面、群舟图案对以上内容的点

缀和簇拥以外，男女巫师的舞蹈、“人牲”、四足鼎

等图案则是祭祀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和情节，于是

整个画面的立体布局及繁缛的线条都得到了合理

的解释。随着东壁岩画故事的串连，原本孤立散布

在藏宝洞周边的岩画被连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岩画）不仅为地处南国海岛之偏的远古先民生

活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亦表达了岩画制

作者对宝镜湾所依存的风猛鹰山作为一座祭祀用

的神灵之山的总体把握。”（第 #$% 页）

岩画的释读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学术领域，

很多人都想尝试，我们也曾是这么个蠢蠢欲动的

初学者。当然，岩画研究与诠释绝对是一项十分困

难的工作，岩画内容释读更隐藏着误区和不确，

“客位观察”常常陷入“隔靴搔痒”，面对蛮荒先民

近乎不可理喻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境界，我们这些

远方的客家常常只是茫然、无奈。但是，知难而进，

“面壁十年图破壁”，才是学术工作的根本特点，李

先生是一个难得的勇敢者，《判读》以考古资料为

基础，证之史籍与民族志材料，并辅之以大胆、浪

漫的理论思维，从他的视角看到了一幅原始人群

演出的天人互通、山海协奏的浪漫主义画面。《判

读》贴近了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哪怕是误解与幻

觉，哪怕那“王者之舟”真的是蛋户渔归，也丝毫无

损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用心与智慧，它为

本来就稀罕的岩画学术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

版本。问题是，谁有绝对的把握说那就是蛋户渔

归？正如作者所指出，这是一个“亦真亦幻，亦实亦

虚，亦海亦陆，亦人亦兽的平面、立体、变形的人、

物、兽、器，进入视觉的误区，很容易接受视觉的影

响。”（第 #&% 页）“宝镜湾岩画的整体判读只希望

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认真应试的答卷，提供

一份尽可能翔实的参考与提示。”（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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