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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布斯坦-阿塞拜疆的

国家财富

作者：菲鲁扎•穆拉多娃
历史科学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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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是人类分布和

定居的原始地区之一。阿

塞拜疆出土的纵贯人类发

展历史各个阶段的考古文

物可以证实这一点。考古

学家称阿塞拜疆为地底博

物馆，这里自古以来就拥

有最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

地理条件。在这个国家的

一个角落里，蕴藏着珍贵

的历史遗迹，这就是举世

闻名的戈布斯坦。

戈布斯坦是阿塞拜疆东

部的一个区。该地区位于

大高加索东南支脉和里海

之间，为丘陵多山地带，

幅员辽阔、沟壑纵横（"

戈布"意为干枯的河床）

。戈布斯坦的最北端是高

加 索 主 山 脉 的 向 南 延 伸

地带，最西面是皮尔撒柴

河，最南端是米朔夫达克

和哈拉米山，最东面是里

海沿岸和阿布歇隆半岛。

从北到南纵贯100公里，

从西到东横跨80公里。这

里有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泥

火山。气候是亚热带干燥

气候，冬季相对温暖，夏

季比较炎热。主要的河流

为杰伊兰克奇梅兹河。伯

尤 克 达 士 山 有 泉 水 及 井

水，地下水蕴含石灰岩沉

淀。短暂的春雨和秋雨过

后，动植物恢复生机。

尽管如此，几千年前戈

布斯坦的自然环境被认为

更加适宜人类生存，这一

点可以从形形色色的动物

岩画和考古研究结果中得

到证实。

在石器时代，成群的野

马、鹅喉羚、原始牛、山

羊、野猪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土地被茂密的稀树

草原植被所覆盖，也有可

能这里原本是多林地带。

地处伯尤克达士山和克奇

克达士山区、滨临里海，

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古时候

吸引了人类来定居。在石

器时代，这些平坦的山顶

被古人用来分区打猎，而

在青铜时代，被用作天然

的防御工事。在这样的条

件下，戈布斯坦地区拥有

了大量的原始人创造的岩

画和远古时期的遗址。

戈 布 斯 坦 的 古 岩 画 在

1939-1940年间通过贾法

尔扎德的研究为科学界所

知。贾法尔扎德发现了大

约3500处岩石雕刻、绘画

和标记，还有墓穴、岩洞

等。从1965年起一支由鲁

斯塔莫夫和穆拉多娃带领

的科考队开始了对戈布斯

坦遗迹的研究工作。他们

对20多处住所和洞穴、40

多个墓地进行考古研究，

发现并记录了多达300处

新的岩画。目前已知的戈

布斯坦岩画多达6千幅。

根据那些累积下来保存至

今的材料可以推断，戈布

斯坦的岩画和石刻起源于

公元前18-15世纪，并一直

延续到中世纪。在这个跨

度很长的时期内，如果不

算上自然灾害对原始居住

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短期

停顿，这里的生命迹象从

未间断过。

戈 布 斯 坦 遗 迹 分 为 两

类：1.岩画， 2. 古村落遗

址和其他遗存。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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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岩画的范围比以前

认为的还要大：在伯尤克

达士山、克奇克达士山、

金吉尔达科山、伊泽雷特

贝山上发现了肖恩嘎尔、

西合盖及西合夫遗址。

戈 布 斯 坦 岩 画 描 绘 了

人类、动物、天体、鸟、

鱼、渔猎网、蛇、蜥蜴、

蝎 子 ， 还 有 各 种 符 号 标

记，以及阿拉伯和拉丁字

母的残迹。这些岩画涵盖

了丰富的历史，其题材的

多样性、对生活场景的描

绘、写实性以及对各类技

术方法的运用，让戈布斯

坦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像露

天博物馆一样的历史考古

地区，其藏品原封不动地

保存着。

戈布斯坦岩画的主要内

容是人和动物以及生活场

景。最古老的人物图案产

生于旧石器时代，像浅浮

雕一样的绘画手法，这也

是戈布斯坦岩画的创作特

征。岩画中的女性形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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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母性的象征意味，胸部

和臀部突出。许多研究人

员认为，女性图案和身形

特点是生命延续的象征。

我们认为，戈布斯坦的女

性形象体现了种族的延续

和对女性的崇拜。有些岩

画中女性手握弓和箭，有

些穿戴着衣服和饰品。

戈布斯坦的男性形象则

是高大匀称、腿部肌肉紧

实，腰系佩带，大多肩挎

弓箭，或手执回旋镖状的

武器。通过腰带可以推测

当时的天气状况和衣着。

在 整 个 戈 布 斯 坦 的 岩 画

上，人群分为猎人、干活

的人以及部落首领。

岩 画 中 大 部 分 是 动 物

形象，有牛、羚羊、马、

马 鹿 、 野 猪 、 狮 子 、 老

虎、狼、狐狸、狗、猫、

鱼 类 、 鸟 类 、 蜥 蜴 、 乌

龟、蝎子等。动物的形象

更为逼真。戈布斯坦还有

彩色的岩画。古代艺术家

的绘画技艺高超，生动形

象地描绘了部落住民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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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猎杀对象和图腾的动物

们，可以说，他们用岩画

记录了一切发生在身边的

事物，作为最宝贵的见证

留给子子孙孙。克奇克达

士山区和伯尤克达士山区

遍布着小船的岩画，它们

由河卵石碎片和打火石拼

成。据推算，阿塞拜疆的

古老舞蹈"雅蕾"（可以从

戈布斯坦的岩画中看出其

场面）正是发源于此地并

在大石头鼓的伴奏下跳起

来的。

因为靠近里海，捕鱼成

了古代戈布斯坦人生活的

重要部分。那时候这片区

域是里海人（熟练的造船

工、海员、渔民）的栖息

地。由历史资料看来，这

些部落是高加索最古老的

民族之一。他们主要用芦

苇来做船。图尔•黑耶尔

达于1981年首次踏足戈布

斯坦，他用自己的船"拉

号"、"底格里斯号"与戈布

斯坦的古船做分析研究。

在仔细研究了戈布斯坦的

考古资料后，他发现这里

的小船岩画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因此可以说阿塞拜

疆是造船的发源地。

在 考 察 戈 布 斯 坦 时 ，

科考队研究了诸多遗址，

如："猎人石窟""四号石

下藏身洞""大石窟""卡尼

扎""公牛群""公牛群-2""

肖恩噶尔""恰普马"、两

处 石 器 时 代 的 墓 穴 、 青

铜时代的住所"伯尤克达

士""克鲁克"、中世纪的

庙宇以及40多处古墓。他

们还从考古挖掘中获得了

珍贵的资料，涉及戈布斯

坦住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物

质文化、艺术和信仰。遗

址中发现的大部分的劳动

工具是鹅卵石和打火石的

碎片，后者具有细石器时

代的特征。还有用骨头做

成的箭头、针、织网工具

等，用鹅卵石、贝壳和动

物的牙齿做成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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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的耕种层表明，石器

时代在戈布斯坦有人类居

住。

考古挖掘时在不同的年

代层中发现的被耕种层覆

盖的小石头彩绘和壁画，

对解决历史考古问题有很

大帮助，例如阿塞拜疆的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的具体化形象化。在中石

器时代后期的遗址"菲鲁

斯"中发现了一座11人的

墓，从人类学角度来说，

这11具遗体和现代阿塞拜

疆人非常相似。并且一些

岩 画 颇 具 民 族 风 格 的 内

容，包括"偷女孩做新娘"

，都证实了戈布斯坦的古

代居民是阿塞拜疆人的祖

先。

1966年，戈布斯坦被列

为自然资源保护区。2007

年戈布斯坦岩画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

化 遗 产 目 录 。 我 们 的 使

命，便是珍惜爱护祖国这

个独一无二的带有厚重珍

贵历史的角落，并传给子

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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