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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与中意小聚，我总要问他，“岩

画”一书写得怎样了。中意有些腼腆，

回我的话语，不是在补充资料，就是在

润色文字。

乌飞兔走，逝者如斯。这样的情景

大约持续了 4 年，就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

日来临之际，中意给我送来近期将在国

内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浙江岩画：

“上山”溯源》，让我先看着。

一
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我看书有个习

惯，只要拿到一本著作，总是先读序与

跋（前言与后记），尤其是后者。因为通

常在这里，作者会更率性地袒露一些信

息，譬如作家的心路历程，诸如有关本

书创作的前因后果等，利于读者从中捉

摸到一些信息，辅助阅读。

《浙江岩画：“上山”溯源》不仅有序

一 、序 二 ，还 有 后 记《丛 里 寻 他 千 百

度》。序是自序，而后记则是图文并茂

的“万言书”。特别是那个“丛”，既可理

解为“草丛”，更可视作“众人”。因为用

来配文的20张图片，有历经千辛万苦寻

得的岩画，还有协助蒋中意“上山”溯源

的“发现者、向导、当地文史专家、村庄

文化报道人”，他们也是相片里的“主

角”。倘若少了其一席之地，作者或许

就没有今天的研究成果。

著名编辑赵超构曾说：“标题是文

章的广告。”对这部新著，蒋中意曾草拟

过两个标题，都先后被其否决，最后才

敲定为《浙江岩画：“上山”溯源》。

题好文一半。猛然读到此题，我不

禁拍手叫好。因为“上山”一箭双雕，妙

不可言：岩画所在地基本上都在上山文

化圈内或边缘的草木间，每次寻访考

察，蒋中意都像小和尚取经一样上山；

而“上山”又是上山文化的简写。

岩画，通常指没有文字前出现在岩

壁上或岩洞内的一种涂刻，见证史前到

古代的历史变迁、人类智慧和心情，无

言胜有言。

“我相信，不管历史如何大浪淘沙，

只要一溯源，都能与浙江大地所蕴藏的

种种文化调儿、性儿搭上线，交朋友，观

不止、感无尽。”蒋中意如是说。

二
囿于阅读兴趣，我只知宁夏贺兰

山、内蒙古阴山和云南沧源等地，是有

岩画的。浙江有没有？《浙江岩画：“上

山”溯源》不仅给出了“有”的答案，而且

数量还不少。

截至目前，蒋中意等岩画爱好者已

在浙江的丘陵、高山、沿海冲积平原边

缘等地，至少发现 90 处 3000 个以上的

图形，地域“涉及金东、永康、缙云、莲

都、云和、仙居、三门、黄岩、路桥、临海、

衢江、永嘉、龙湾、苍南、乐清、瓯海、慈

溪、龙游、象山等19个县（市、区）”。

这些岩画“时空交错，大致形成三

门、临海、仙居、缙云、永康、金东等组

成的棋盘形传播圈；永嘉、仙居、缙云、

永康组成的耙形传播圈；永康、缙云、

云和、仙居、临海、三门组成的凹穴形

传播圈；仙居、缙云、永康、永嘉等组成

的钩刀形文化传播圈。”而且，这 4 个

传播圈并非“特立独行”，不少岩画的

创 作 风 格 不 仅 能 找 到 上 山 文 化 的 影

子，还跟世界各地岩画、遗址文化存在

联系，融入世界岩画的传播圈内，呈现

出文化共同体的景观”。

中国对古岩画的记录，可追溯至战

国时期的《韩非子》一书。而细心的读

者也许已经发现，在4个传播圈中，涉及

金华的只有金东和永康——金东发现 1

处，地点在曹宅镇春塘村，类型有直棋

盘、米字格、鹿、马、唐人、僧、“蒙古包”、

法轮、莲花等，大约是新石器时期到唐

宋时期的涂刻。永康市的8处岩画点分

布在舟山镇洪茂村、台门村、端岩村白

岩下自然村和西溪镇上马村上蒋自然

村，类型有“耙”、凹穴、棋盘、钩刀形、鬼

字形和鱼、动物、箭、小凹穴等，年代是

新石器时期。

我始终觉得，在浙中腹地，大盘山

始终是个神奇的存在，素有“群山之祖，

诸水之源”美誉。它广博而有趣，又带

有捉摸不透的神秘，是古代文人名士隐

居的“世外桃源”。

浦江“上山”标示着金华历史文化

厚度，特别是义乌桥头考古遗址被蒋中

意多次提及，为何磐安、东阳甚至浦江、

义乌等地没有发现岩画？私下揣测，不

是没有，而是岩画的发现，既要地利，更

须人和。

就拿蒋中意来说吧，他是从业30多

年的新闻工作者。记者可以成为作家，

但并非所有的记者都是岩画爱好者。

永康有近水楼台的便利。平日里，

只要听闻哪儿发现岩画，亦不管信息之

真假，路途之远近，蒋中意便立马驱车

前往。这是多年来练就的一种职业素

养——记者永远在路上。蒋中意又是

一位“杂家”，一到现场，便能综合运用

媒介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

学、岩画学、图像符号学等学科知识，仔

细踏勘，小心求证，努力网出真相之鱼、

探出未知的文化宝藏。

“2020年4月1日，发现第一个岩画

点后，我再次来到大集（村），请村民杜

槐涛带我前往海临尖调查。”“在踅回的

途中，我发现距第一个岩画点 150 多米

的下方，有一块表面相对平整的巨石。

它边有溪流，视野开阔，符合刻画岩画

的一些特征，我便穿过杂草、灌木竖起

的挡路墙，走入巨石。正如我的判断，

这里果然发现了‘耙’‘米字格’等岩

画。”（摘自《丛里寻他千百度》）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5 年多来，蒋

中意利用业余时间，以苦行僧的方式，

足迹几乎踏遍浙江岩画点，采集了5000

多幅图片，为我们打捞出无数已被埋没

的人间珍宝。

三
读一本书，犹如给板结的心壤翻耕

一次。细览《浙江岩画：“上山”溯源》，

让我想到一句话：生命因阅读而精彩。

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为写出一

部经得起社会和时间检验的作品，蒋中

意闭门苦读数百万字的书籍。像中外

岩画著作，他收集了150多本，可谓逢书

便买。因为他知道，不管你选择走哪一

条路，方向和目标是重要的，但最要紧

的是要先做好精神和知识上的储备。

你不能赤手空拳地开始你的行程，必须

把自己武装起来。而这种武装，不可能

一蹴而就，必须下深入和持久的功夫。

唯其如此，《浙江岩画：“上山”溯

源》不仅记录了这些年蒋中意苦苦探寻

岩画的过程，更普及了中国岩画知识，

是一本岩画爱好者的入门手册——全

书共分 9 章，第三至第七章是全书重

点，分别阐释了图形（图腾、玉简、蝌蚪

文、龟纹、河图、大人迹、蹄印、仙迹）、地

理、测年方法、类型分布和艺术家们

（“直立人”、丹尼索瓦人、“非洲人”、棕

色人）。这些基本常识犹如几何学的定

理和公式，只要熟练掌握，就能融会贯

通，不断修复、连接、传递岩画与岩画、

岩画与文化历史、岩画与地下遗址之间

的证据链，奠定自己在岩画界的专业基

础。

更难能可贵的是，蒋中意并非人云

亦云，而是在虚心学习前辈研究成果的

同时，能以后学之勇，依凭岩画所在的

地理环境，创新提出不同见解。譬如，

“微腐蚀断代法”是当下流行的岩画测

年法，蒋中意却“倾向于综合断代法”，

理由有三：一是利用岩画图像中具有年

代判别意义的要素与考古出土文物进

行对比；二是依据地方、各地岩画的文

献和创作方式、思维的同与不同；三是

参照直接断代法等方法的测年结论。

蒋中意直言《浙江岩画：“上山溯

源”》是“全球第一部关于浙江岩画的研

究调查专著”。作为读者，我们暂且不

管岩画学界是否认可这一观点，但完全

有理由认同蒋中意给出的论据：“在我

撰写本书前，还没有一部整体研究考察

浙江岩画的著作⋯⋯梳理典籍发现，浙

江岩画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夏商

周，甚至更远。”

新闻界前辈王慧敏曾说：“一名好

的记者不应该逊色于任何专家学者。

职业的特性使记者能够广泛接触社会，

不断吸收新鲜资讯。纵览世相，见多识

广，记者分析起问题来，就不会囿于一

隅，往往视野开阔客观理性。”

当然，新闻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话

语系统，但二者相通之处颇多——文学

是新闻的补给，新闻是文学的采风。而

文学与中意之间，则是一种相互成就的

互补关系。

作为记者，蒋中意不但坚持做现场

记录者，而且始终践行铁肩担道义的

“飘萍精神”。作为作家，他兼任永康市

作协副主席，曾获“西湖诗船”诗歌奖、

《芳草》散文奖。即便是一本岩画研究

专著，字里行间的文学意象很丰满，可

读性一点亦不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蒋中意从关

注岩画，到加入中国岩画学会，再到出

版研究专著，满打满算亦就 5 年时间。

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被专家学者所认

可：在2024年中国“人文影响力”优质作

者起航计划推评中，《浙江岩画：“上山”

溯源》斩获二等奖。

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杰舜

是蒋中意的授业恩师。他说 ：“一语触

开我的天灵盖。”“蒋中意追随我学习人

类学十余年，终于在上山文化和浙江岩

画之间找到了突破口，修成了学习人类

学的正果。”

著名岩画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遗址遗迹理事会岩画委员会执行

委员汤惠生说得更直接：“浙江岩画既

有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凹穴、棋盘状方格

等图案，也有呈现自身特点的岩画主

题，如天梯、钉耙、砍刀、磨盘等几何形

图案；在时代上也是从史前延续到历史

时 期 。 这 种 自 成 体 系 的 图 像 何 以 形

成？《浙江岩画：‘上山’溯源》一书作了

周详而通俗的解答。”
读书札记

浙江岩画：星象

浙江岩画：杆栏式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