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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要 】 史前 岩 画 是 人类 先 民 留 下 的 文 化遗 产 , 是人 类

心 灵成 长 与 艺术 生 成 的 原 初 与本真形 态 。 在遥远 的 过去 , 中 非 大

地上 的 先 民 都 有过 形 态 丰 富 的 岩 画 创 作 , 其表 现 形 式 与 精 神 追

求 , 可谓 同 中 有异 , 各呈奇境 。 本 文 以 表现主 义和 自 然 主义 之视

角 来观 照 中 非岩 画 , 探析其 艺 术情境 与 审 美风格之差 异 。 如果说

中 国 岩 画 艺 术是 远古先 民在 天 人之 间 建 立起 的
一个精神 阶 梯 和 思

想通道 , 是主观超越现 实 ,
心灵 神 游 天地 的 表 现 主义创 造 , 那 么

非 洲 岩 画 则 是 远 古先 民 对这块 大 陆 天 地 自 然 巨 大 力 量 的 直 接 反

映 , 是 对 动 物精 灵 与 人 类 生 命 活 力 的 原 始 而 直 接 的 自 然 主 义

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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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是世界范围 内 的
一种远古文化现象 , 是人类祖先刻绘在岩石上遗

留 下来的原初艺术品 , 也是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的本真

写照 。 在世界版图上 , 中 国和非洲大陆的 岩画遗存都极为古老和丰富 。 在

中 国 , 早在秦汉时期 , 人们已开始关注这
一古老的文化现象 , 除 《史记 》

有零星记载外 ,
《水经注 》 中的记载更多 , 也比较详尽 。 迄今在 中 国的 2 1

个省 、 1 6 6 个市县都发现有岩画遗迹 , 大体可分为 三大区域系统 ,

一是西





中非岩 画艺术风格与 审美情境 比较 1 3 7

北系统 , 包括内蒙古 、 新疆 、 宁夏及其他北方地区 ,
以表现狩猎时期的社

会生活和动物形象为主 ；
二是西南系统 , 包括广西 、 云南 、 四川 、 贵州等

地区 , 以人物活动和宗教信仰为主 ； 三是东南系统 , 包括江苏 、 安徽 、 福

建 、 广东 、 港澳地区和 台湾 ,
以抽象性的符号形式为主 。 非洲至今已 发现

有 2 0 万个岩画 遗址 , 比任何 其他大洲 都多 。 它们遍布于北非 的撒哈拉 、

尼罗河流域 、 南部非洲 和东部非洲 广大地区 。 从已确定年代的岩画来看 ,

撒哈拉地区最古老的作 品有 1
．
 2 万年以上 , 而南部非洲最古老的作品则有

2 ． 8 万年 。 非洲还是世界上岩画延续时间最长 的地 区 , 有的岩画是在最近

数百年间创作留下的 。

中非岩画遗存浩繁 , 分布广泛且历史久远 ,
不仅形成了 区域性的多样

化形态 ,
也构成了 演化 中 的 多元性状态 , 其表现形态与 演进过程 的多样

性 、 多元性和复杂性 , 很难用某种单
一

的概念或类型符号来概括 。 不过 ,

岩画作为远古人类留存下来 的一种具有共通性的文化语言 ,

一

种原初形态

的史前艺术 , 它在许多方面又超越了区域和 国家的界 限而成为
一种普遍 的

人类文化现象 , 有其本质上的共通性与可 比较性 。

一

方面 , 虽然 中非岩画

分布在相距遥远的 两个大陆 , 双方的文明演进过程不 同 ,
种族形态也各有

差异 , 但在岩画艺术上依然有许多共同特征 , 其形式语言 、 画 面构成 、 形

态刻画等都有许多相似性 。 人类史前岩画在演化过程 中形成 的这些品质和

习惯 ,

“

其相似的艺术风格 和题材内 容 , 乃至大体相似的年代散布在各大

陆
”

,

？ 说明人类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与
一

致性 。 另
一

方面 , 由 于生

成环境不同 , 随后的文 明演化各异 , 中非岩画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不同 的

地域特征与种族个性 。 探析 中非岩画艺术之异同及其缘由 , 有助于拓展我

们对人类远古艺术特征的更全面理解 ,
深化我们对人类文化统

一性与差异

性之复杂关系的认识 。

－ 对信仰的表现
——

中国岩画的精神性审美

． 中 国岩画艺术的魅力 , 不仅在于它本身具有审美 的品质 , 还在于其中

蕴涵着中国先民萌动的某种温润中和 的人文情怀和象征比拟 的审美理念 ,

① 陈兆复 ：
《 中国 岩画发现史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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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明中 国先民在其精神成长与艺术萌动 的初始阶段 , 就开始呈现出某种

对心灵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执著追求与 内在崇敬 。 总体上看 , 中华民族在其

后来 的精神 世界建构过程 中 , 走上了
一

条注重精神与情感塑造的道路 , 形

成了
一

种更多的注重内 心道德生活提升的文化模式 , 这与 其在上古之时包

括岩画创作在内 的生活形态是有关联 的 。 将中 国岩画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岩

画作比较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中 国岩画 艺术是远古先 民在天地 自 然与人类

生存之间建立起来 的
一个精神阶梯和思想通道 , 是主观超越现实 , 心灵神

游天地 的艺术写照 。

1 ． 精神超越现实

中 国岩画 的艺术精神及个性品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初现端倪

的
“

天人合
一

”

艺术境界 ,
二是纵横不羁 的精神想象力 。 首先 , 纵观中 国

岩画 , 可 以 发现侧重表现 的多是作 为天地 自 然界之精灵 的人 , 而不是动

物 。 在许多岩画作品中 , 人物形象多成为岩画 表现 的主体或焦点 。 中 国

先 民在对 自 然万物的最初 的朦胧认识过程上 ,
已经开始探 寻那具体物象

之上的某种精神存在 。 他们通过对万物生命力量 的观察 , 试图把握其 自

身生命与 周 围万物的关系 , 并且产生 了 自 身生命高于 自 然万物 的原始思

想 。 透过 中 国岩画 可 以看出 , 中 国先 民对 自 然宇宙 的感悟
一开始就带有

强烈的
“

人化
”

倾向 , 他们把 自 己 的愿望和意志注人 、 渗透到 自 然对象

中去 , 以期将外界 自 然和人 自 身的情感 意志相融合 。 后世 的 中 国绘画艺

术体现 了从人 的角 度去追求人与 自 然的 和谐统
一

的
“

天人合 一
”

的 思

想
, 而其最初 的源 头可 以 从 中 国 岩画 中 看 出

一种 萌动 的个性端倪 。 其

次 , 所谓纵横不羁的精神想象力 , 是说中 国岩画反映 出人类童年 时代某

种幼稚 的想象和美好 的愿望 。 原始人类在巫术与原始宗教 的引 导下 , 培

育 了 自 己任意想象和荒诞突愕的 感觉 , 并在岩画艺术 中呈现出 这种独特

的思维方式 。

在 中 国岩画艺术中 , 所有图形的组合都十分随意和散漫 , 先人们摆脱

了 日 常观念的束缚 , 驰骋 自 己 的想象力 , 审美观念得到 了 最大的开放 , 也

使原始岩画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 。 原始岩画 的象征性 、 神秘性 、 抽象性的

精神及理想追求 , 加上超越时空 的 自 由 联想 , 形成了单纯 、 粗矿 、 大气 、

抽象而带有野性 的原始艺术魅力 。 发现于宁夏贺兰 山贺兰 口人面像岩刻就

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 人面像岩画是中 国岩画艺术的代表作 , 人面像在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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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有发现 , 但是中 国的人面像岩画 以其数量之丰富 , 风格之多样 , 在世

界人面像岩画 中 占有突 出 的地位 。

“

那些怪诞奇异 的人 面形象 , 反映 了
一

个我们未知的精神世界 。 荒唐 的想象 、 大胆 的创造 , 既是神灵 的形象化 ,

也是先民们思想信仰的具体表现 。 画面所传达 出 来的欢乐和哀伤 , 往往把

人们带到 了对于那久 已逝去的 时代的冥想之中 。

” ？

2 ． 表现多于再现

中 国岩 画注重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与表现。 要表现内部的精神实质 , 就

要突破外在 的物质表象 , 脱离 自 然主义的美学原则 , 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

来表达 内心 的情感 。 中国岩画 中 , 无数 的动物形象 , 大多带有
一种难 以名

状的神秘色彩 , 总感觉与真实 的动物相 比
“

似是而非
”

, 形象大都被改造

变形 , 有的部分被夸大 , 有的部分被缩小 , 有的部分被省略 , 有的部分又

是
“

无 中生有
”

。 众多的 神灵 图像 , 奇形怪状 , 面 目各异 , 似人非人 , 诡

异莫测 。 这是原始人根据 自 己 的审美理想 , 把在生产与生活 中 曾经见过 的

事物 , 抽取其中最灵异的部分 , 重新组合成某种形象 , 直观地反映 出原始

人类朴素的宗教信仰与精神追 求 。 在 中国岩画 中 , 原始人对现实世界 的

感受具有较强 的精神意念 , 所反映出来 的形象不是再现性 的模拟 , 而是

表现性的柚象 , 是以更加直接 的方式呈现精神意念上 的 象征意识 。 从这

里看 出 , 中 国岩画 艺术 的精神性审美 , 在观念上与 西方现代派艺术多有

接近之处 。 这样 的 比较研究 , 可 以让我们获得对岩画 艺术和整个人类 艺

术史的 重新认识与思考 。 当 然 ,

“

原始艺术与现代艺术在 观念上接 近是

出于不同原 因 的 。 在原始社会里 , 艺术与非艺术处 于混沌状态 , 相应 的

意识和观念也都是混沌未分地融合在
一

起 , 那是 由 于 当时还没形成明 显

的社会分工 的缘故
”

。

？■

二 对自然美的追求
——非洲岩画的世俗性审美

从总体上来看 , 非洲岩画尤其是早期作 品具有 明显 的 自 然主义的 特

① 陈兆复 ： 《古代岩画 》 , 文物出 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1 9 1 页 。

② 陈兆复 ： 《 中 国岩画发现史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4 2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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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这纯粹是这块大陆伟大 自 然力 量和万 物狂欢 的某种 原始精神呈现 。

非洲岩画不 同于 中 国岩画 那般钟情于表现 以人为中心 的生命题材 , 而是

更多地关注满足人的实际生存需要的 动物世界 , 更多地呈现原始先民 的

狩猎 、 渔牧 、 战争等世俗生活 , 具有另
一种世俗性 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魅

力 。 这种对世俗生活 的原始而直接的 刻画 , 表达了非洲 民族对 自 然美的

原始追求 , 以及祈求生活幸福和族群兴旺的愿望 。 正 因为非洲岩画具有

这种真实与 自 然 的艺术属 性 , 因而较之其他地区得 以更为长久 的延续和

流传 。

1 ． 世俗高于宗教
一些岩画研究专家认为 ,

“

大多数岩画都可能具有宗教意义 , 只有少

数被认为纯粹是世俗 的 。

”？ 非洲岩画 与原始宗教信仰有 着千丝万缕 的联

系 , 这是必然的 , 但非洲岩画表现出 的突 出 的世俗性特征 , 正构成了非洲

岩画 的鲜明特色 。 非洲岩画 的创作来源于多彩的现实生活 , 其作品 自 然 、

真实 、 生动 , 表现出较强的 自 然美感与生活魅力 。 非洲岩画 的作 品题材以

大型的野生动物图像和人们狩猎活动 、 生产与生活场景为主 。 撒哈拉原始

人的岩画 , 不仅真实地呈现了历史上独特的非洲 自 然环境 , 还向我们生动

地再现了距今约 4 0 0 0 年至 8 0 0 0 年前非洲人的畜牧生活 ： 在椭圆形的小屋

前拴着一排小牛 , 牧民们赶着膘肥体壮的长角牛群 , 披着晚霞归来 , 妇女

们跑出小屋迎接亲人 , 孩子们在牛群中嬉戏 ,
整个画 面洋溢着田 园牧歌式

的生活气氛 。 非洲岩画在取材上对非洲人家庭生活物品也富有浓郁的生活

情趣 。 北非塞德堡岩画上有非洲人家庭生活的细节刻画 ,

一些袋子和其他
？

一些器具挂在
一

种小挂钩上 , 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细节 , 考古学家曾经在山

洞 中发现过很多这样卡在石缝里 的小木挂钩 , 证 明这是用来悬挂物品 的 。

非洲岩画 中所涉及的 自然状态感强烈的家庭生活现象 , 使其与 中 国岩画有

着鲜明的 对比 , 并形成较为独 立的特征 , 尽管 中 国岩画也表现现实生活 。

在非洲岩画 中 , 即使是一些跟巫术 、 宗教有关 的岩画 , 也是以现实生活 内

容为载体 , 借用世俗生活的场景 ,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世俗生活 。 非洲岩画

的延续性非常强 , 从远古
一

直延续至今 。 布须曼人的 子孙在 1 9 世纪遭到

殖 民者迫害以前 , 也从未停止过岩画 的创作 。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 非洲岩

① 陈兆复 ： 《 中 国岩画发现史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4 3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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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也越来越远离原始宗教 , 接近世俗生活 , 其世俗性的审美意识也越来越

强烈 。

2 ． 客观多于主观

大量的非洲岩画非常客观地描绘了原始部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场面 ,

呈现了生动而真实的非洲远古文明 。 撒哈拉岩画从多角 度描绘了古代先民
‘

的 日常生活 。 岩画中 的动物形象被表现得非常真实 自 然而客观 , 刻画 的生

动性与准确性令人赞叹不 已 。 表现战争厮杀和欢庆舞蹈的场面中 , 人体刻

画呈现了动态 的精湛与技巧 的精致 。 特别是那些步调从容 、 动作柔软的女

舞者 , 以及那些跑着射箭 的弩手 , 给人以 自 然美 的享受 。 岩画 中 出 现的缓

慢游行的行列 、 带着孩子们玩耍的父母 、 在茅舍旁宁静休憩 的男女 、 有着

家务活动的家庭 、 收割 田间作物的妇女 、 屠宰野兽的牧人等 , 无不来 自 现

实生活 的情境 。 布须曼人创作的岩画题材也是多方面的 , 从不同的情境展

示 了布须曼岩画对部族战争 、 狩猎生产 、 采集生活 的客观性表现 。 岩画 中

有布须曼人勇敢抗击班图族侵略的战争场面 , 有族属之间相互争夺 的械斗

情节 , 有布须曼男人们集体狩猎的生产活动 , 有布须曼女人们结伙采集果

实的生活情境 , 还有反映布须曼人宗教信仰和娱乐生活的现实细节 。 无论

何种题材 , 在布须曼岩画上都被表现得极为真实 , 其创作意识具有很强的

客观性 。

“

非洲岩画 的 大量发现 , 可 以 断定非洲是世界文 明发源地之
一

,

岩画就是这种独立的非洲文化最强有力 的证明 。

”？
“

事实上 , 在过去漫长

岁 月 里 , 在非洲热带大陆独特的 自 然环境里 , 非洲黑人各民族以最为本真

的心灵去看待生命 、 生活与 自然 , 创造起了他们纯然本真的生活艺术 。 在

这个纯真的生活艺术世界里 , 人们 以 自 己 的 心灵去追思先祖 、 询问 自 然 、

祭祀神灵 、
感受生死 、 体验欢乐 , 其 间的痴迷 与执着 , 总让人 为之动容 、

为之震撼 。

”② 非洲岩画 这种客观性 , 无疑对研究世界原始文化有着重要

意义 , 它使我们能以此了解和考察非洲原始部族的 审美意识起源以及原始

艺术 的特征 , 更能从岩画 中 了 解 当时非 洲原始 部族 的 真实生活 和社会

形态 。

① 陈兆复 、 邢 琏 ： 《外 国岩画发现史 》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2 2 4 页 。

② 刘鸿武 、 李 舒弟主编 ：
《非洲艺术研究 》 , 云南大学出 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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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非岩画比较——表现主义与自然

主义不同取向的审美情境

人类发生伊始 , 中 国 和非洲大陆的 原始人类就在各 自 的生产与生活

中 , 逐渐地形成了对 自 然与社会 、 生产与 生活 、 生命与存在的不 同意识 ,

并在原始岩画 中 以各 自 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出来 。 中非岩画艺术作为

原始人类文化的载体 , 虽然具有
一

定 的文化共通性 , 但 由 于不同地域的 自

然条件 的变迁 、 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活 习性的改变 ,
也必然导致人们在岩

画审美情境上的不同与艺术表现风格上的差异 。

1 ． 抽象与写实之分野

精神性审美强调的是 心灵世界 , 表现宗教精神及理念 , 讲求 理性抽

象 , 通常采用抽象性 的语言及 表现性 的形式 。 而世俗性 审美强调现实生

活 , 讲求感性写实 , 描绘现实生活的世俗风情美 , 通常追求准确性 , 采用

写实性 的语言及再现性 的形式 。

从现存世界岩画来看 , 运用写实手法表现形象是岩画艺术 的主要 风

格 。 但在中 国岩画 中 , 抽象性 、 意 向性甚至符号性却具有
一

定的普遍性 。

有些地方的岩画十分抽象 , 主要 由 几何图形和简练的 线条组成神 秘的 符

号 。 这些符号隐喻着较为神秘和深刻的内涵 , 很难破解其中 的意义 。 中国

岩 画即使表现具体的物象 , 手法也较为古拙与独特 ,
人物形态大都不表现

五官细节 , 只通过四肢 的意 向性表达来呈现人物的动作 、 体态和感情 ； 动

物形象也仅刻画 出角 、 尾 、 耳等部位与特征 , 通过意象性的意会和感觉 ,

即可辨认出 是何种动物 。 艺术 的抽象语言表现了人们对物象的一种直觉感

受与生动领悟 , 取得了模仿性再现语言形式所难 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
中 国

岩画很鲜明地突 出了这种艺术效果 。 中 国岩画 以抽象 的 、 意象的形式语言

表现丰富而复杂的客观世界 , 其 中蕴涵着种种神秘莫测 的精神观念与理念

象征 。 这是 中 国岩画以独特的形式语言诠释着先人们对 自 然 、 社会与生命．

的感知 。 高度概括 、 凝练的符号形式 , 是通过抽象的视觉语言和文化再现

的形式 , 表现 人 的情感 和精神 , 以 及 其 中 所 蕴涵的 社会 文化及时代 的

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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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中 国岩画不 同 , 非洲岩画有着浓郁的黑人文化和非洲民族风格 , 有

着写实与客观呈现 的特点 。 流畅的线条 、 准确 的动作 、 合规律的透视以及

真实的细节刻画 , 具有写实造型艺术的技术水平 。 北部撒哈拉早期岩画绘

制得美妙绝伦 , 真实生动 ,
没有较为坚实的写实技术是达不 到的 。 利比亚

西南部的一 幅岩画 《 牛 》 , 形象的 生动性与 描绘的 正确性 , 为原始岩画 中

所罕见 。 它描绘了两条正在休息 中 的野牛 , 姿态秀美而真实生动 ,

一

蹲
一

站 , 前后互叠 , 形象正确 , 神态毕现 。 如此生动的刻画与表现 , 没有对野

牛形态的细致观察 、 精确的记忆和娴熟 的技术 , 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 在

塔基迪多马坦的石壁上有
一

幅 5 5 0 0 年前 的岩画 , 刻画 的是牧人们忙碌的

情景 ,

一只水牛拴在小屋前 ,

一只长角 牛从牧地回来 , 画 面生活感强 , 形

象写实 , 细节真实 。 布须曼人 的 岩画 , 其描写 的手法具有 显著 的 现实风

格 , 而且富有特征性 的表现力 。 布须曼人臀部特别突 出 , 岩 画就非常真实

地刻画 了女人的臀部和大腿的体态特征 , 并且非常流行 。

2 ． 单色与多色之差异

色彩也是岩画 的主要表现手段 , 中非岩画在色彩上也有 区别 。 中 国岩

画的用色 , 与非洲岩画显然不同 。 中 国岩画是单色的 , 南方体系广西宁 明

花山岩画几乎都是用红颜色画 成的 ,
颜料中 内含较多的铁质成分 , 据分析

是以赤铁矿粉调和牛血构成的颜料 。 红色颜料材质耐久 , 形象醒 目 , 具有

精神震撼力 和视觉冲击力 , 原始人很早就发现了红色所具有 的独特美 , 并

用于岩画创作 。 中国岩画一般都绘制在 陡直 的崖面 、 巨大的坡石或岩石的

遮蔽处 , 使用单纯的颜色能更好地突 出形象 , 特别是红色 , 在绿色 自 然背

景中 , 很容易 突 出岩画 的形象 。 复杂的颜色不仅不能突 出形象 , 反而会模

糊形象 。 中 国岩画 的这种色彩语言特征和表现形式 , 与大 自 然有机地融为

一

体 , 不需要如实地再现 自 然 , 而突 出地表现 自 然 , 呈现人们内在的心灵

与精神世界 , 故要求色彩单纯强烈 。

“

原始 民族喜爱红 色 , 除了美学 的观

念外 , 大概还有宗教 的 观念存在 , 在他们 看来 , 红色 是呼唤生 命的 。

”？

原始人在他们频繁 的狩猎和 战争 活动 中 , 鲜血不断地 剌激他们 的 视觉神

经 , 导致红色在视觉中 的稳定性 。 当红色置于某种祭祀仪式氛围 中 , 红色

和血色 , 使岩画产生强烈 的刺激效果 , 从而具有 了 一定的 恐怖 和神秘色

① 陈兆复 ： 《 中 国岩画发现史 》
, 上 海人 民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4 0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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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 红色那炽热的调子和 生命之火相呼应 , 使岩画获得 了无限的生命之感

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

非洲岩画有 的是单色 , 但更多 的是多种颜色的混合使用 。 多色 岩画 ,

大约始于公元前 2 0 0 0 年代 中期 。 这时期的 岩画往往是风俗性 的题 材 , 狩

猎 、 舞蹈 、 收割 、 休息等场面居多 。 非洲岩画是 以再现为 目 的艺术 , 要求

真实 、 客观 , 故色彩丰富 。 非洲岩画 常用 的颜色有红色 、 褐色 、 白 色 、 玫

瑰色 、 栗色 、 黑色和绿色等 , 有时 , 颜色的种类多达十来种 。 但在
一个 画

面上只采用
一种或两种颜色 。 它们分别取 自 不同 的 自 然材料 , 历经几千年

这些颜料在岩画上仍保持着新鲜感 。 其奥妙可能在于 , 涂绘前先把颜料 同

牛奶 、 油汁或蛋清 、 蜂蜜等黏性液体调和 , 甚至熬成骨胶状 , 制成
一

种原

始的
“

蜡笔
”

, 然后再涂绘到岩壁上 , 这样可以 使岩画蜡封在隔绝空气 的

环境 中 , 得 以保持颜色的饱和度和鲜亮性 。

远古岩画是民族的审美趣味养成的历史源头 。 红色成为 中华 民族审美

的主色调 , 被广泛应用于精神意识与生活情趣 的各个领域 , 并赋予它各种

不 同的 审美意义 。 中国岩画在 自 然中追求单纯 、 对 比与和谐的美 , 也汇入

了中 国传统绘画审美追求 的精神世界 。 古人历来把
“

丹青
”

指代 中 国传统

民族绘画艺术 ,

“

丹 ”

与
“

青
”

是古代常用 的 两种颜色——红 、 青矿物质

颜料 。
二者摆在

一起对比强烈 , 格外醒 目 。 非洲是个色彩斑斓的 民族 , 阳

光 、 日 照 、 炎热 、 沙漠 、 海水 、 丛林等 自 然物象 , 使得非洲的艺术也变得

多彩 。 非洲黑人的绘 画
——

铜敲画 、 木雕挂 画 、 沙画 、 龟壳画 、 蝴蝶画 ,

基本上都是彩色的 ； 非洲黑人的工艺品
——黑木雕 、 灰木雕 、 象牙雕 , 也

是彩色的 ？

, 非洲黑人强悍 、 粗犷 的音乐与舞蹈也是彩色的 ； 熊熊燃烧的火

焰旁身穿花衣裙欢跳的非洲黑人 , 也是彩色的 。

3 ． 平面和立体之不 同

中国岩画不管涂色还是凿刻 , 在物体造型上 , 都采取平面塑造的 手

法 。 在构图 的空间关系上 , 则是采用平面布置的方法 , 没有近大远小的透

视关系和空 间深度 。 中国北方岩画 , 大都是刻制 的 , 刻制又包括磨制 、 敲

凿与线刻 , 形象平面而规整 ； 南方岩画 , 则均用单色绘法 , 辅 以简单的线

条 , 形象呈剪影效果 。 中 国岩画 的 图像虽然是平面的 , 但能抓住物象的基

本形 , 并善于取舍和选择物象最具特征 、 最富表现力 的角度来刻画 , 描绘

出动物的奔跑 、 人马的骑射等生动 的场面和场景 , 具有很强 的形式感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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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性 。

非洲岩画 除了平面造型外 , 更注意立体感和空间感的画 面 , 尤其大小

远近关系 。 在布须曼人的岩画上 , 我们可以发现 , 布须曼人学会了运用远

小近大的方法来表现深度与空 间透视 , 他们把小
一

些 的人物画在大
一

点的

人物上面 , 形成了 由 远及近的距离感 。 岩画的许多细节以颜色的深浅来加

强形象的立体感 , 出现了渲染技法 , 这是非洲岩画技术趋 向成熟 的标志 。

在南非开普省境内发现的
一

幅岩画 《 围猎大象 》 , 可 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用

色法 。 这些猎人的形象有的平涂 , 有的是在深色上再铺
一

层浅色 , 造成
一

种复合色 。 值得注意的是 , 大象 的四条腿被以不同 的浓淡涂色表示出动物

腿的前后关系 。

总之 , 中非岩画各成
一

统 , 各放异彩 。 中 国岩画突 出人类 自 身及人的

精神情境 , 非洲岩画突 出动物世界和人的世俗情境 。 中非岩画在各 自 的发

展历程中呈现出不同 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 , 并对后世双方 的艺术发展进

程及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 研究和总结 中非岩画艺术的精神

内涵和形式语言 , 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追溯 中非岩画艺术创作 的本真形

态及其后世变异 , 也可 以让我们获得对中非文化发展的历史共通性和差异

性有更直接和感性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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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ｅ ｓ ．Ｃｈｉｎｅｓ ｅｒｏｃｋｈａｓｏ ｂｖ ｉｏ ｕｓｃｈａｒａｃｔ ｅ ｒ ｉ ｓｔ ｉ ｃｓｏｆ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 ｎｉｓｍ ,ａｎｄｒｏ ｃｋ

ａｒ ｔ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ｉｓａ
ｐ ｒｏｍｉｎｅ ｎｔ ｆｅ ａ ｔｕｒｅｏｆ ｎａ ｔｕｒａ ｌ ｉ ｓ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ｆｒ ｉｃ ａｎＲｏ ｃｋＡｒｔ ；Ｅｘｐ ｒｅ ｓｓｉｏ ｎｉ ｓｍ ；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ｉ ｓｍＡｒｔ ｉ ｓ ｔｉ ｃ

ｓｔｙ 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Ｃｒｉｔ ｉｃａ ｌ
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

？

ｇｉ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 ｉｃ ｉｅｓ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
ｊ
ｕｓｔｍ ｅｎｔＥ ｒａ

Ｌ ｉＺｈ ｉｂｉａｏ ,
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 ｅｒ ,

ＣＡＳＳＩｎｓｔ ｉｔｕ ｔ ｅｏｆＷｅ ｓｔ Ａ ｆｒｉ ｃ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ａ ｒｅ
ｐｌ ｅｎｔｙ 

ｏｆ ｆａｃ ｔ ｓａｎｄｅｖｉｄ 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ｅ ｃ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