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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钦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山水画家，同时还是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近

二十年来，他热衷于甘肃彩陶的收藏及其纹饰的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今天看到李

志钦先生《黄河彩陶纹饰鉴赏》的书稿，回想起与他的相识，已过去整整十年。1999

年，他在北京办完个人画展后，在王府井书店看到我的一本关于青铜器的著作，便打

电话和我联系，并说自己藏有一批史前彩陶，想捐给中国农业博物馆。当时，我正好

负责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彩陶与远古农业有很深的联系，于是我就说通馆

领导接收了李先生收藏的230余件马家窑文化彩陶。我的研究方向重点是青铜器，自从

看到这些彩陶后，对史前文化的彩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彩陶是华夏原始文明里一朵绚丽的奇葩。甘肃彩陶是黄河古文明灿烂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代，彩陶是黄河流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远古先民因生活需

要而创造的。在深厚的黄土地上，粟文化和陶文化成为黄河文化的主要象征。

彩陶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被首次发现。在长达5000多公

里的黄河流域，都有彩陶分布。尤其在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境内，从8000年前的大地

湾开始到河西地区延续了5000多年。这一区域是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数量最多、彩

陶类型最全的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文化类型和精美的彩陶，汇成了一条远古的彩陶

历史文化长河。

黄河流域的彩陶纹饰是中国最早的美术绘画作品之一。李志钦先生作为画家和

美术教育工作者，对史前彩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并把研究心得运用到他的艺术

创作和教学中，实属难能可贵。尤其是他把收藏的230余件彩陶捐献给国家，更值得

崇敬。在本书里，他凭借艺术家的视野，以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为主线，对彩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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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从8000年前大地湾文化开始，一直到2600年前甘肃河西沙

井文化后彩陶的消失。特别是他将彩陶纹饰分为鱼纹、人面纹、鸟纹、水纹、太阳

纹等十大纹饰并进行美学上的分析、研究，很有新意。他还对史前彩陶纹饰的起源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及联想，并把它与黄河石和中国画进行对比，问根寻源，在彩陶

研究方面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越是古老的，越具有现代性，继承传统是一切艺术创作和创新的基础。远古史

前彩陶文化无疑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是最早的美术作品，也是工艺美术设计

的先声。应该发扬光大，古为今用。

《黄河彩陶纹饰鉴赏》一书，洋溢着志钦先生对彩陶文化的景仰和热爱之情，

集中体现了他多年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出版，能为当今彩陶学研究起到一

定的作用，也为彩陶收藏者和艺术创作者以及美术院校的师生提供了鉴赏和研究的

宝贵资料。因此我认为，此书对史前彩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贾文忠

2009年8月18日于京东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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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34

有河流就会有生命的存在，河流和森林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文

化发展的基础，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都与河流、森林有

密切联系，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都源于河流而世代繁

衍生息。

中国北方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据地质学家们研究考证，地球上有人类

以来，北方气候就温暖湿润，多沼泽、森林，比南方更适宜人群的居住。北方的

黄河流域，主要包括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从新石器

时代开始，当时最先进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都在北方

地区蓬勃发展，尤其是仰韶文化，它分布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文化史

上是空前的。仰韶文化实际上就是炎黄文化，以黄帝文化和炎帝文化为主。据《史

记·五帝本纪·索隐》：“有土德之瑞，土黄色，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

帝然之。”炎帝犹火，火色赤，故炎帝亦称赤帝。这个民族以赤色为标志，赤色是

炎帝文化的特征。炎、黄二帝都是在黄河流域发展壮大的。据史料记载，伟大而古

老的华夏文明在北方孕育和发展，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北方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产

生了灿烂的文化和早期的文化名人。自黄帝以来，中国早期的文化名人、圣贤都出

自北方。他们创造文字、乐器，以及发明了制作舟、车、弓、矢等技术。《礼记》

中所说的“六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也出在北方。夏、商、周、

秦、汉、唐诸朝的中心亦在北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和代

表人物老子、庄子，法家代表人物管子、商鞅、韩非子，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等

都是北方人。

文字是国家文明的开端，是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史前彩陶上的刻画符号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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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甲骨文、吉金文，都是孕于黄河流域，所以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

的母亲河。

黄河是史前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曾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彩陶文化。彩陶是在陶

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器形和纹饰构成。关于彩陶的起源，中外学者已做过大量

的研究，并提出多种理论。彩陶的起源和艺术的起源基本同步，如“巫术”、“氏

族”、“图腾”、“模仿”、“劳动”、“性爱”等，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

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见证。古代先民在劳动生活中通过对土壤的

开垦和接触，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黏土的可塑性能，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懂得了土块

经过烧烤之后会变得坚硬，于是先民尝试将黏土制成泥坯，把它烧制成能盛放液体

并耐火烧的陶器，这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获得的一项发明。据专家推断，在原

始社会早期，人类不懂得使用火和农耕之前，食用野果和猎到的动物生肉充饥。自

然发生的森林大火，烧熟了动物的躯体，原始人食后感觉口味比生肉更加鲜美且容

易消化，就开始试着保留火种，把猎物生肉烧成熟肉食用。烧火后地下的黏土变得

坚硬而不易渗水，于是先民就用黏土仿做成葫芦瓢的用具来盛水、取水或煮食物。

这都是先民在劳动生活中得到的启发。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原始人类的发展，也丰富

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在陶器的制作中，人类的智慧、审美创造性都得到了发挥，做

出的产品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之一。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远贵遗址中

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无彩陶器，经碳14测定，距今为1.65万年至1.49万年。后在俄罗

斯远东至西伯利亚的一些遗址中，出土了距今13000多年的陶器。我国最早的陶器于

1977年在江苏溧水县神仙洞遗址出土，为泥质红陶，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3万

年左右。在我国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都发现了年代很早的陶片和陶

器。在早期陶器的发展中，彩陶工艺还很不成熟，彩陶的生产技术水平还不具备，

真正的陶器产生四五千年后才出现彩陶。从发明陶器到出现彩绘陶器，又是一个长

期摸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彩陶最早还是出现在北方地区，在西

北地区尤为繁荣昌盛。

经过考古发现，1972年首先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而得名的磁山文化（磁山遗

址中发现了一片红彩曲折的陶片），1977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而得名的

裴李岗文化和陕西省华阴县城西南渭河支流西沙河东岸发现的老官台文化，均是我

国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较早的文化。在这些遗存中发现出土的

陶器的上面以篦纹、划刻、绳纹见长，彩绘较少。分布在甘肃、陕西两省的渭河、

泾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也很少有彩绘陶出现。大地湾一期遗存虽有彩陶，但数

量很少，且花纹样式简单，颜色灰暗，这

表明当时的彩陶处于初创阶段。

1912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教授应

聘来华，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他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远古遗址

发现了我国第一批彩陶，并以此命名了中

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

了寻找仰韶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她的文化延

续关系，安特生沿黄河而上，到达甘肃等

地，经过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1923年在

甘肃兰州等地发现了甘肃的仰韶文化遗址

和马家窑文化遗址。我国几代考古工作者

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表明，安氏当时认定

的仰韶遗存大多属于马家窑文化，而马家

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所以甘

肃的史前文化既有仰韶同期的文化遗存，

也有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马家窑文化。

总之，中国彩陶的精华还是在仰韶文化时

期。仰韶文化地域分布广，延续时间长，

按照各地的差异又可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冈类型、大司空类型、西王村类

型、大河村类型和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她的种类之多、质量之高和延续

时间之长被史学家称为“甘肃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其他文化类型的彩

陶消失后还延续了近3000年。马家窑文化各个时期的彩陶繁花似锦，是史前彩陶之冠，

甘肃又是中国史前彩陶的主要出土地区，所以，本书把重点也放在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

研究上。

一直以来，藏宝于民是人们的共识。让人们懂得鉴赏史前彩陶的艺术价值、收藏

价值以及提高辨别真假的能力，是当前彩陶收藏与研究的首要任务。本书对史前彩陶

起源的探讨、猜测和联想能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在大量

的彩陶遗存中，是否能看出它们和黄河奇石、民间美术以及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有某种

联系和影响？

艺术源于生活，源于大自然，是天人合一的产物。道法自然，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

律，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马家窑类型漩涡纹彩陶瓮
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件出土于甘肃省积石山县三坪黄河南岸高台
上的彩陶瓮，被称为“彩陶王”。这一带的地势险
峻，两岸奇峰突兀，黄河水激荡于石峡之间，涡流
急转，涛声如吼，浪高如山。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产生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史前文化彩陶。这件彩陶
瓮上的图案就像是出峡的河水，是黄河千层激浪和
万丈狂澜流动不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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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彩陶的起源
     ——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文化彩陶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距今7800—7300年，是黄河流域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大地湾位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东，遗址面积十二万

多平方米。它对我们了解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内涵、发展脉络及其相互

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彩陶起源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

料。在其早期文化遗存中，不仅发现了早期原始人的生活工具、石器、陶器，还有

人类居住的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并且在屋穴中发现了黍和油菜籽，说明当时的农

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大地湾是远古时期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

大地湾文化的陶器，主要以模具敷泥法制成，大多数的造型脱胎于葫芦形。

这说明黄河流域最初的陶器造型是受葫芦的启发。大地湾文化陶器的陶坯是用分层

敷泥法制成，陶质酥松，胎心为夹有均匀细砂的泥料，器表使用较细的不含砂的泥

料，经过碾压、沉淀，然后通体敷成，使陶器表面细润光滑，以便在陶器上绘制花

纹图案。大地湾人最早掌握了在陶器上烧制彩色纹饰的技术。他们用赤铁矿研磨成

的赭红色，鲜艳似火，令人兴奋。继而又用铁和锰着色素，制成微带褐色的黑色颜

料，庄重的黑色成为陶器彩绘的主要色彩。大地湾早期的文化陶器种类较少，而且

彩陶纹样十分简单，在口沿外绘制一圈红色宽带纹，口沿内绘制一圈红色窄带纹，

这是中国彩陶史上最早的花纹样式。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绘有的红色符

号，折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也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已发现的各种符号有十多种，

大部分属于指事性质的符号，有的符号还可能与记数的数字有关。因为半坡类型和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连续发展，这种符号的种类也开始增多，而且还出现了较多繁杂

的符号及文字形。在黄河上游远古文化的彩陶上，这类指事性的符号延续了两千多

年，在马家窑文化类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直到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包

括象形、指事、会意等因素的可辨认

的成熟文字。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指

事符号，可以说是甲骨文文字中指事

因素的源头，这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

源发展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地湾文化彩陶的出现，证明了中国

的彩陶是从本土发展起来的，并不像

过去曾有人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由

中、西亚经新疆和河西走廊传入我国

的。所以，大地湾文化彩陶的发现，提

早了中国彩陶出现的时间，打破了“彩

陶西来说”的观点。

彩陶符号陶片、陶钵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大地湾文化的一些彩陶钵内绘有“↑”、
“＋”、“×”、“∥”等十余种红色符号，大多
属于指事系统。它们是大地湾文化的人们约定俗成
的示意性符号，是仰韶文化早期西安半坡类型彩陶
钵刻画符号的前身，也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和初创。

绳纹红陶圜足碗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大地湾文化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陶器的古代
文化之一。陶器多为夹细砂红陶，主要特征是在
陶器表面印有交叉的绳纹。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
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也证明了人类已
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时期，所以中国古代就有
“神农耕而作陶”的传说。由于陶器给原始人的
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所以原始人非常精心地制
作了各种生活陶器，并进行了绘画装饰。

三足圆底彩陶钵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距今约8000年的三足圜底彩陶钵，是大地湾文化
的陶器代表，由钵腹至底部满施交叉绳纹，口沿外周
圈抹光，上面绘红色宽带纹，纹饰虽然简单，但“一
画开天”，中华大地上升起了彩陶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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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赭红色，鲜艳似火，令人兴奋。继而又用铁和锰着色素，制成微带褐色的黑色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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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8000年的三足圜底彩陶钵，是大地湾文化
的陶器代表，由钵腹至底部满施交叉绳纹，口沿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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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开天”，中华大地上升起了彩陶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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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原始艺术精华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6000—4500年，考古工作者于1921

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我国第一批彩陶。这是运

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发

掘，所以，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以研究发

掘彩陶文化为开端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中

游、渭河、汾河流域，包括河南、陕西、甘肃、山西等

地区，是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仰韶文

化的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在不同流域先后出现早、中、

晚三个阶段。早期主要是半坡类型，中期是庙底沟类

型，晚期是马家窑、大河村、秦王寨、后冈、大司空等

文化类型。仰韶文化，实际也是黄河流域比较发达的原

始农业文化。据考古专家推断，多数学者认为仰韶文化

中后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马家窑类型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

极为广泛，而且延续的时间长，所以本书把仰韶文化的

马家窑类型作为重点予以介绍。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发展从写实到抽象，符合人类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客

观规律。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首先感受到的是真实的世界，天上的鸟、水中

的鱼、山上的树、地上的草，无一不栩栩如生、生机盎然。进而，人类进一步认识

到各种事物的不同本质和规律，于是出现了诸如从鱼纹到菱形，从花草到不同弧形

的变化，从写实发展而来的各种各样抽象图案，可窥见人类祖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历程。

猪面纹细颈壶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
洼的半坡类型彩陶壶，上腹绘有
两个连续的猪面纹，绘画手法奇
特：把互连的猪巧妙地共用一只
眼睛，并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猪的
横鼻特征。半坡类型彩陶上的动
物形纹样，多与原始宗教的信仰
有关，夸张威猛的猪面纹则象征
逢凶化吉。

庙底沟类型钩羽圆点纹彩陶盆
正宁县博物馆收藏

史前文化彩陶进入庙底沟类型，鸟纹成为彩陶的主要纹样。庙底
沟类型晚期彩陶盆上的图案，摆脱了早期的对称式，多有活泼自如和
不对称的动态图案结构。陶盆满饰弧形的钩羽圆点纹，展开在自由流动
的图案格式中，组成翻回交错的纹饰，以旋风般的律动手法，舒展出变
幻多端的长卷式图案。鸟纹已完全变成几何形，正面鸟纹减缩为圆点，被
组合在倾斜和富有动态的图案中，显示出庙底沟类型彩陶特有的奔放、活
泼的艺术风格。

半坡类型

半 坡 类 型 因 首 先 发

现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

而得名。距今6700—4800

年 ， 属 于 仰 韶 文 化 的 早

期，分布在渭河和泾河流

域一带，是继大地湾文化

后发展起来的又一文化类

型。甘肃的遗址除了大地

湾二期，还有天水秦安的

王家阴洼、正宁管家川、

庄浪徐家碾等遗址。

根 据 考 古 ， 我 们 发

现，半坡类型彩陶时期已

经出现专业的制陶绘画人

员 ， 使 以 后 彩 陶 图 案 的

绘制得到了传承。半坡类

型的彩陶纹样主要有几何

纹样和动物纹样两大类：

几何纹样主要源于编织物

的纹理，有三角纹、宽带

纹、波折纹、网格纹等，

多为造型规整、结构缜密

的二方连续图案；动物纹

样 主 要 有 鱼 、 鹿 、 鸟 、

蛙、羊、猪等，大多以单

独动物绘制而成。半坡类

型彩陶的纹样运用了以意

造型的表现手法，由写实

形图案演变成示意的抽象

形图案。图案意象奇特，

半坡类型宽带纹碗
私人收藏

碗口外的黑色宽带纹虽然简单，但“一画开天”，中华大地上升
起了彩陶的曙光，由此而出现的黄河彩陶文化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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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意味强，还流露出原

始童真的稚趣。

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

原地带，渭河河谷最宽。

由于经常洪水泛滥，渭河

两 岸 形 成 了 肥 沃 的 冲 积

扇，不仅为农业耕种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也为先民

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质的陶

土。这里的土质松软，纯

净无杂质，润如橙黄色粉

糕，质地细 且具有柔韧

性。先民们在这一方充满

灵气的厚土上，创造了灿

烂的彩陶文化。

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类型是1953年

在河南陕县庙底沟被发现

的，因这一类型遗址而得

名，距今5600年左右。庙底

沟类型的彩陶是黄河彩陶中

分布地域最广的，几乎包括

整个黄河中上游，波及面东

到黄河下游，南至长江中游

北岸。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在

陕、豫、晋的临界地区，

位于昌茂雄伟的自然环境

中，气势磅礴的黄河赋予

庙底沟先民豪迈灵动的气

概，创造出了妙趣横生、

自由奔放等各种风格的彩

庙底沟类型花纹彩陶豆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中华民族核心的人们的遗
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得名的
由来。中华民族从远古就是一个爱花的民族。在史前各个文化类型的彩
陶上都有花图案的表现。

陶。甘肃庙底沟类型彩陶遗址以大地湾为代表，此外还有庄浪徐家碾、陇西西二十

里铺、甘谷西坪、秦安寺嘴坪、天水罗沟、武山滩儿下、临洮北乡、宁县王庄王嘴

等遗址。庙底沟类型的花纹多以弧曲的线、面组成，因此其风格圆润而流畅，与半

坡时期迥然不同。此时的装饰题材多以植物为主，通常由植物的花朵或叶片组成二

方连续图案，环绕在器物周身，也有放射形或层叠布局的图案。这种植物纹的组合

极富变化，几乎找不到两幅完全一样的图案。庙底沟类型各种各样的鸟纹和解体的

或重新组合的变体鸟纹，以旋转翩舞的形态占满彩陶的图案空间。一些彩陶的图案

采取了自由奔放的格式，随意而潇洒，具象与抽象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大河村、秦王寨、后冈、大司空类型

仰韶文化晚期的类型较多，而且是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前奏，属于承上启下的

文化类型。主要代表有陕西的秦王寨、河南的大河村、后冈及大司空。甘肃仰韶文

化晚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秦安大地湾和天水师赵村，还有庆阳和平凉的一些地区。

以黑、白、红三色绘成的花纹，使大河村文化的彩陶显得绚丽多彩。变体飞鸟纹

和太阳纹组合的阳鸟纹，富有神秘的传奇色彩。后冈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彩陶

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这一地区的彩陶有着质朴无华的艺术

风格。后冈类型的彩陶图案多由并行的直线和斜线组成。大司空类型彩陶的图

案，多以短弧线构成，显得柔和而有变化。

陕西秦王寨彩陶钵
私人收藏

河南大河村彩陶钵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庙底沟类型人面纹圆卷唇盆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细泥质红
陶。用黑彩绘人面纹，似人的双眼，器型庄重，装饰华丽，反映出庙
底沟类型早期明显的对称装饰手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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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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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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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细泥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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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沟类型早期明显的对称装饰手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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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氏族社会的发端
     ——大汶口文化

黄河流经中原地区，进入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古代的东夷部族就发祥于此。这

里也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子诞生的地方。在这里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大汶口文化

彩陶。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泰山为中心的鲁南中部地区，距今6300—4500年，

是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主要遗存之一。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种类样式很多，绘画色彩

的绚丽和彩绘手法的多样，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彩绘的颜色有赭石、朱红、

土黄、白、黑等。纹样大多是二方连续的几何纹，由于受到当地发达的竹木器工艺

的影响，大汶口文化陶器中以仿竹条编织样式的连栅纹最富特色。而八角星纹饰是

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具有标志性质的花纹。在整个黄河流域的彩陶普遍发展后，距今

4500年左右，山东一带兴起了龙山文化，这是彩陶发展史上又一新的亮点。自龙山

文化后黄河下游地区的彩陶急遽衰落。但彩陶在甘肃东部向西又发展了一段很长的

时间，并且形成了地域性的特色。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山东大汶口文化彩陶纹样中的八角星纹，为寓意
深奥的标志性纹样。这可能是太阳纹或者是表现盛开的
花朵，也可能是表现土地的四面八方。这种多角星纹图
案在发达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均有不同的样式出现。

龙山文化陶鬶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造型妙趣横
生，器物既像昂首向天的鸟，又似站立的兽，还有把
手，实用又美观，显示了原始人的聪明才智。

旋纹彩陶盆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此盆图案由点线面构成，若奔流不息的黄河
水。图案中的每个点、每条线都在动，从而形成整
个画面极强的动感，亦似一首轻音乐，华丽优美、
动人心弦。

鱼纹盆 
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作者捐赠）

此盆出土于兰州红古窑街，属马家窑文化马家
窑类型。盆外围上部绘有变体的四条鱼纹，而鱼纹
的肚内有鱼子或小鱼，象征年年有余，表示繁衍生
息之意。这是马家窑类型变形鱼纹的典型器物。

史前彩陶之冠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被历史学家称为甘肃的“仰韶文化”。当陕西、河南、山西地区进

入仰韶文化晚期时，彩陶已经开始衰落，逐渐消亡。而甘肃的彩陶从大地湾仰韶文

化早期开始由东向西发展，并延续了近3000年。不同时期出现的彩陶文化类型各不

相同，直至夏、商、周青铜器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彩陶文化才趋于消失。

马家窑文化因最早由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而得名，

距今5300—4000年。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

心，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至宁夏南部。分布区域主要为

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渭河和湟水等。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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