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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艺术

第一节　概述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石器时代

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由于当时人们以石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所以在

历史学上将这一时期总的叫石器时代。整个石器时代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在

这个时期，人类发明了两种石器，一是打制石器，一是在打制石器时代的漫

长实践中发明的磨制石器。使用打制石器的时间最长，为了区别后来使用磨

制石器的时代，历史学家把使用打制石器的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

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时间最长的发展阶段，从二三百万年前到一万年前。

随着磨制石器的发明，人类便进入了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一万年。

二、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文化

人类学资料表明，人和猿有共同的远祖，但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分

化为猿科和人科，而人科经历了古猿、直立人和智人等阶段发展为现代人。

对于贵州来讲，有属于晚期直立人的“桐梓人”，有属于早期智人的“水城

人”和“大洞人”，有属于晚期智人的“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白

岩脚洞人”以及安龙“观音洞人”等等。

云贵高原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首先，这里纬度偏低、海拔较高、气候

温和，适宜古人类生存发展；其次，这里地形复杂多样、动植物呈立体分布，

易于古人类谋取生活资料；其三，这里有大量洞穴，为古人类提供了天然住所；

其四，这里喀斯特地貌发育，碳酸盐类岩石出露面积大，有大量石料可用于

石器制造。基于以上原因，云贵高原上古人类活动频繁，留下许多遗物和遗迹。

这些遗物和遗迹为我们考察史前艺术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劳动是中国艺术长河的真正源头

整个史前时代是艺术的萌芽时代和审美意识发生的时代。关于艺术的发

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和起源说。最早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随着近

代人文主义兴起，又有人提出了表现说和游戏说，前者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

感情表现和思想交流，后者认为艺术是人类过剩精力的发挥。马克思主义美

学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

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正是因为手的

产生和功能，才使劳动达到高度完善，才有艺术作品的产生。中国史前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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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创造的第一件石制工具，先民对这种工具的

均衡对称、规整光滑等性质的追求，都源于实用的要求，而那些文化遗址中

出土的彩陶和其他遗存，却体现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特性。贵州高原的原

始艺术，主要体现在石器、骨器和陶器工艺方面。学术界公认的原始艺术有

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绘画艺术及歌舞艺术等等。

第二节　贵州高原的原始艺术

一、贵州高原旧石器时代艺术

1.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体质进化的早期，这一时期的人与现代人的体质差别

最大，近似古猿，所以叫“猿人”，晚期的人类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称为“智

人”或“新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艺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与考

古实物。由于原始资料的缺失，研究贵州高原文化艺术，主要还得依靠贵州

几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实物。这些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的

遗物，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面貌。这几个遗址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黔西观

音洞文化遗址、桐梓县城西北 25 公里的九坝柴山岗南麓的“桐梓人”文化遗址，

还有旧石器中期的水城硝灰洞遗址和盘县大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兴义

“猫猫洞文化”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和木质和骨质工具都反映

了贵州高原石器时代的艺术。

2. 打制石器的造型艺术及特点

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由于砾石易于加工，适于握持，人们将天然砾石

（鹅卵石）稍作加工就制成了生产工具。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用途不是很明确，

往往是一石多用，当时的人类从适用的角度出发，制作出了不同形状的石器，

今人将这些不同的石器工具按用途命名为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等，也有

的按形状命名为尖状器、斧形器、刀形器、球状器。图 1-1 所示的是贵州黔

西观音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

这些出土的石器，质地都为砾石。从加工制作的方法看，通常是先把石

料打成毛坯，然后进行第二步加工。早期主要是使用单向打击法，偶尔也使

用交互打击法，所以石器只有初步的类型分化。单向打击法是旧石器时代早

期石器的打击制作特点。到了中期和晚期，制作石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开始利用间接打击法和交互打击法。到了这个时候的石器形状开始出现对称

的特征，器形也逐渐趋向稳定。

3. 打制石器的发展与原始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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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刚开始是砾石居多，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随着能力

的提高，人们开始使用其他更为坚硬的材料来制作工具和饰品，比如水晶石

和玛瑙之类的石料，色彩美丽但难于加工，也越来越多地被加工成小石片石

器。这个时期的石器造型除了使用于工具外，还有较为丰富的对称型形。图

1-3 就是兴义“猫猫洞文化”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锛，它色彩鲜艳、

晶莹润泽、造型丰富对称。这些出土的石制品有多种形制，有单直刃、单凸刃、

单凹刃、复刃、盘状刃、端刃等。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不仅完全掌握了直接打击法，而且发明了间

接打击法，同时出现了各式细石器和削刮器以及制作穿孔的装饰品新工艺。

普定穿洞遗址还出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骨器，其中有

骨铲和骨锥（图 1-2），同时还出现了很多骨、角器。 

　　图 1-1　黔西观音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　　　图 1-2　普定穿洞出土的骨器　　　　　

二、贵州高原新石器时代艺术

1.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在石器时代里以磨制石器为使用特征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人类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这一

时期里，人们已出现了定居生活，因此，在一个较大区域里生活的人们具有

相近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宗教信仰乃至相近的日常生活用具和装饰纹样

等等。也就是像今天一样，有了地域环境和文化艺术。因此，这一时期同类

的遗存我们就称之为某地域文化。在贵州高原“普定穿洞遗址”为旧石器时

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兴义“猫猫洞文化”遗址为旧石器晚期文化，

平坝飞虎山属于新、旧石器文化共遗址，安龙观音洞以及马鞍山遗址表层、

广顺神仙洞上层、安龙菩萨洞上层等都是新、旧石器文化遗址。在那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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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少量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残片遗物。

2. 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和钻孔石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这时的石器用途较为专一，有明确的功能，如石斧、

石刀等。这些石器材质坚硬，往往是打制后，再通过磨制制作而成，同时还

出现了钻孔技术，所以造型规整光滑，能引起强烈的美感（图 1-3）。贵州各

地陆续出土了这一时期的石器，其制作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石 杵。 毕 节 市 出 土， 长

20 厘米，分杵柄与杵头二部分，

对称杵头有使用痕迹，石质坚

硬，此型石杵在贵州省新石器

文物中不多见（图 1-4）。

钻孔石斧。磨制石器，仁

怀茅坝采集，长 5~7 厘米 , 刃

宽 4~5 厘 米， 厚 1~2 厘 米，

孔经 1 厘米。石斧在近刃部钻

双孔并束腰，造型对称，这种

石斧在省内外至今不多见（图

1-5）。从穿孔所在位置及钻

孔技术分析，当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双孔石刀。磨制石器，赫章可乐柳家沟遗址，1978 年出土，长 4~13 厘米，

宽 1~5 厘米（如图 1-6）。双孔石刀与单孔石刀的一种用途是拴绳挂在手指上，

用来割摘禾类植物的穗头，至

今在贵州一些边远地区还在使

用这种木柄铁刀片的摘禾刀，

形状与双孔石刀相似。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一些石器已经脱变为礼器，这

些非实用性的工具往往用玉质

材料或彩色的材料制成，完全

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有的有精

美的花纹和鲜艳的色彩，这与

实用的工具相比更能反映这时

的艺术发展状况，图 1-3 的有

肩石锛，完全就是一种饰品。

图 1-3　有肩石锛　　　　　　图 1-4　石杵

　图 1-5　钻孔石斧　　　　　图 1-6　双孔石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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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陶与彩陶

陶器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改变原始材料时代的新生事物。可以说玉器是

延续旧石器时代已有的石器制造技术而兴起的艺术品种，而陶器则是新石器

时代的新生事物，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在贵州高原多处出土陶片，但未见一

个完整陶制品，这些陶片质地疏松，厚薄不均，表面粗糙，色泽不一，表现

出陶制品的原始特征，说明贵州当时制陶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在遗址中多

处出现陶片，这也说明当时制陶是相当普遍的。从这些陶片的质地来看，有

泥质灰陶、细沙黑陶，多为夹砂灰陶，质地坚硬，以手制为主，兼用慢轮修

整沿口。这些陶器纹饰多样，有粗绳纹、细绳纹、划方格纹、印方格纹、变

化篦纹、刻划纹、锥刺纹、构图附加堆纹。此外还出土有三片彩陶，是在泥

质灰陶上施以粉橙色陶衣，并绘赭红色彩带，非常美观。从陶片烧制的水平

之高和纹饰丰富多样来看，说明当时晚期智人的足迹已遍及当时的贵州高原，

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贵州高原的晚期智人的审美艺术发展状况。

第三节　贵州高原的原始崇拜与原始艺术

一、原始崇拜艺术

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作为异化现象，产生了原始信仰和崇

拜。由于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如日月交替、四季更换、风雨雷电、

春花秋实等等很不理解，加上如洪水泛滥、火山爆发、地震山崩等灾异现象

的出现，人们感到惊恐不安。于是原始信仰就在“人们自己本身及其周围外

部自然界的极愚昧、极朦胧、极原始的观念发生了”①。原始信仰往往表现为

虚妄和荒诞，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超越一切地主宰着各

种事物，错误地把存在与思维分开来，而这种信仰对于人类思维由具体到抽

象的发展，对于原始文化艺术的兴起，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原始人类面对当时“相当多的困难”和“不可知的事物”表现出软弱无力。

因此，一切与生产生活有联系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宗教”

（恩格斯），逐渐形成了具有神圣性的原始信仰崇拜仪规，出现了这些信仰

崇拜的仪式和祭祀人员的礼仪，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仪式艺术和礼仪艺术。

原始崇拜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1. 自然崇拜

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主要是“万物有灵”的思想，他们认为大自然有无所

不包、无奇不有的神奇伟力，他们觉得自然是一个人性的、有意实的实体，故虔

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第二卷第 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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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加以崇拜，加以祭祀，形成了各种祭祀的礼仪艺术，这里包括有祭祀的服装、

祭祀物品、祭祀中的说唱和跳跃舞蹈，于是形成了季节性的共同行为。至今，自

然崇拜在许多民族中还普遍存在。如汉族祭土地，苗族、侗族的祭山、祭水、祭

树、祭岩，瑶族的祭雷，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 仡佬族的祭山节等。

2.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原始自然崇拜的继续和发展，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在超现实

观念的支配下，每个氏族都认为自己是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天生物，因而

这种动物、植物就是氏族的徽号和标志，也是氏族的保护神和祖先，于是这些动、

植物就成为它的图腾。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其中以熊、狼、狗、猪、羊、

鸟等为图腾者最多。贵州至今虽未发现新石器时代图腾遗物，但保存于民间的

图腾遗迹却不少。如：黔南地区的瑶族，传为“盘瓠”后裔，保存着祭祀盘瓠

的习俗。土家族崇拜白虎，以虎为图腾。在远古时代还有基于图腾崇拜的纹面、

文足、文身之风，或头插雉尾或白鸡毛的装饰艺术，也是来自图腾崇拜，至今

贵州黎平、榕江侗族的“萨玛节”中的“抬官人”都还有文面的遗风。

3. 祖先崇拜

这种原始仪式源于氏族社会，当时人们认为人的精神与肉体分开来，精

神可以独立存在，于是就出现了埋葬死者的日用器皿和祭奠亡灵的丧葬仪式，

以及以后的祭祖仪式艺术。生活在贵州高原的各民族，都有不同形式的祖先崇

拜的流风遗俗。如侗族的“祭萨”，榕江、黎平、从江的侗族村寨都设有供奉

侗族社会最威严的女性祖先“萨岁”女神的“祖母祠”，每年正月初合寨举行

隆重的“祭萨”活动，置盛服于“祖母堂”前祭祀，祭祀结束，欢宴一堂，鸣

锣吹笙，载歌载舞，赞美女祖先的神明功德，它体现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遗

风。雷山、台江苗族的“吃鼓藏”祭祖活动，祭祀苗族女始祖蝴蝶妈妈的“族鼓”

和象征苗族始祖的“央公”（姜央）、央母（央婺）”的双鼓，仪式中参与者

着服盛装银饰、鸣锣吹笙同样表现了苗族古代社会非常高的艺术水平。

二、原始造型艺术和原始装饰艺术

艺术界公认的是原始社会有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绘画艺术及歌舞等。

贵州高原的原始艺术，主要体现在石器、骨器和陶器工艺方面。原始社会艺

术表现在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石器工具原始造型，到新石器时代产生的磨制

石器造型和磨制工艺以及钻孔工艺，进而到后来的原始装饰艺术。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善于按照生产的需要选择石料，打制器型和加工修理，

而且还善于“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这一时期的石器和骨器，在造型上十分

讲究实用与美观的结合，所以，凡是好的工具，也往往是好的工艺品。例如

盘县出土的有肩磨制石锛和赫章可乐出土的磨制双孔石刀，不仅通体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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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薄适度，规整匀称，钻孔对称，而且色泽或绿如碧玉，或红似鸡血（俗称“鸡

血石”），晶莹滑润、纹理清晰。骨器同样如此，穿洞人的骨针，用小骨片

加工而成，扁圆秀长，通体磨光。一端磨出针尖，一端扁钝，并挖出针孔。

这样既实用，又美观。贵州威宁县中水乡吴家大坪（含大河湾）出土的陶器，

大抵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产品，多为残片，少数可以复原器形，有小口细颈单

耳瓶、大口平底罐、敞口缸、长颈壶、圆腹罐、卷口钵、喇叭杯、陶盆、纺

轮等十余件。从这些陶制品可以看出当时的造型艺术和陶质为夹砂和泥质陶

两类外，还看出了当时的纹饰简单，多为弦纹和划纹两种，素面陶占多数。

人体装饰是原始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贵州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中曾

发现一些零星的装饰品。如普定白岩脚洞出土牙饰 1 件，用动物犬齿加工而

成。六枝桃花洞出土介饰 2 件，分别用蚌壳和蜗牛壳加工而成。新石器时代

后期，人体装饰品越来越多，最常见的有水晶、绿松石、玛瑙、琥珀、玉石

等。贵州古代民族，有的“以薏苡珠为饰”，有的“以海肥为饰”，有的“以

竹签琯发”，有的“头插雉尾或白鸡毛”，有图腾崇拜文面、文身、文足。

古代百越民族的“断发文身”，彝族、苗族的“瞻耳”，仡佬族的“打牙”，

都是氏族人体装饰的不同形式。

三、原始社会的歌舞艺术

原始社会人类由于生存和生活需要而产生各种行为方式，逐渐演变成为

习惯甚至习俗。歌舞就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原始社会歌舞特

别盛行，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投入这种活动中。歌

舞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交流的艺术形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劳动歌舞，二

是祭祀歌舞，三是交流歌舞。

在劳动中，歌舞配合人们发出的节奏声，可以协调动作，减轻疲劳，增

加劳动兴趣。很多歌舞也是在祭祀活动中产生的，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和鼓励

情绪，往往唱歌跳舞，有的以歌舞庆祝凯旋而归，有的在对亡人的祭祀中以

歌舞表示哀悼，特别在宗教祭祀中是少不了歌舞的，祭师往往以歌舞施展巫术，

或以娱神，或以祈福，或以驱鬼。在男女的社交活动中，通过歌舞交流感情，

结识朋友。在原始社会中，歌与舞是紧密结合的，总是且歌且舞，当时的歌

舞产生，多是集体群舞，动作整齐，节奏欢快，使每个人的情绪激奋，受到

了强烈的感染。原始舞蹈多是模拟艺术，有模仿动物姿态的，有模仿劳动动

作的，如打猎舞、孔雀舞、猴舞、插秧舞等。这些特点，至今在贵州高原的

各民族歌舞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苗族的芦笙舞、木鼓舞和瑶族的打猎舞、

猴鼓舞都表现出它的古朴和奔放，侗族“祭萨”中的“多耶舞”是围成圆圈，

动作整齐欢快，表现出它的集体性、团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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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及秦汉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第一节　概述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贵州高原的古人类由于制作劳动工具的技术

不断改进，特别是大量骨角器的使用，进而是青铜工具的出现，使社会经济

得到发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纺织、冶铸青铜手工业的兴起，这一时期

遗址出土的文物，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制品和陶器制品。这些制品无论从造型

上和装饰图样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贵州高原西

部及滇、桂、黔边一带的居民，形成了夜郎、且兰、鄨、句町、漏卧、同并、

进桑等部落方国。

一、先秦时期

自新石器时代以后，便是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

历史的开端。它们处于原始社会和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之间，

因而一般又将周代的后段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先秦时期。在这一远古时期，对

于贵州高原何时进入阶级社会的问题，虽有“牂牁”之名，《汉书》《史记》

均记有“牂牁”史实，与贵州关系密切，但还存在若干问题尚需探讨，因而，

我们还是以《贵州通史》中“居住在今贵州高原西部以至川、滇、黔、桂交

界一带地区的居民”为远古的贵州疆域而定。

对于先秦时期的贵州高原上的古人类，由于制作石器工具的技术不断改

进，还有骨、角器的大量使用和青铜器具的出现，从出土的青铜冶铸石范可

知当时已初步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因此，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社会经济

得到持续发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纺织、冶铸青铜手工业先后兴起，

居住在贵州高原的人类逐步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显示出了贵州高

原的早期开发特征。

1984 年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在黔西北的毕节县境，发掘了瓦窑古文化遗址。

遗址中出土了铜手镯、铜片、铜条铸造鱼鳔和铜剑的石范，同时还有石锛、

石斧、石刀、石锤、石杵、石钻、石网坠。此外还发现房屋遗址两座和专门

烧造陶器的圆孔小型陶窑一座，陶质壶、罐、碗、豆、钵、纺轮以及石网坠，

骨笄和兽牙制作的装饰品多件。1976~1978 年，在赫章县可乐柳家沟又发掘了

相当于战国或稍早的遗址，出土了相当一部分石器、铜器、陶器。

从以上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中期，居住在贵州高原西部地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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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技术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进行生产，但已初步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

同时还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渔猎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

并已经有了纺织业。

从出土器物壶、罐、碗、豆、钵、纺轮以及圆孔小型陶窑等物中可以看

出当时的造型能力有了很大的进展，在陶器的质地上以夹砂、红陶（含红碣）

为主，还有夹砂黑陶（含黑灰）和泥沙陶。陶器的饰纹也较多，有绳纹、素面纹、

方格纹、刻划纹，还有叶脉纹、涡纹、拍印几何纹、圆点、乳钉、镂空等，

纹饰非常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从兴义土产公司驻安顺转运站废品仓库中收集的带“ ”

形符号的铜钺和蛇头形铜剑格，经与邻近省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具有鲜

明的地方民族风格，既不同于滇文化遗物中常见的山字格剑，也与巴蜀式的

柳叶形不同。上述符号在滇和巴、蜀的古代器物上从未发现，而在普安青山

铜鼓山的铸钺石范上却有相同纹饰。这些遗物可定为战国或稍早时期的物品，

因此这些遗物很可能是当时土著民族生活的遗物。

二、夜郎族群的艺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今贵州高原西部及滇、桂、黔边一带的居民中，

形成了夜郎、且兰、鄨、句町、漏卧、同并、进桑等部落方国。在古籍文献中，

最早记录夜郎情况的《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地区的经济文化，虽出现了“耕田，有邑聚”为特点的农业定居经营，

从古文献资料显示，其发展水平也仅只达到考古学上的“青铜文化”的时代。

从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夜郎族群这一时期的艺术。

自 1976 年以来出土的一些文物，有黔西北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黔西南

普安县青山乡的铜鼓山等地，出土文物均属战国至东汉时期（即夜郎存在及

其覆亡之初），这些出土器物的造型、花纹、风格看，有少量属于内地器物（特

别是后期），绝大部分均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色彩。特别是其中带“ ”符

号的钺范，还有一些模、范也可同赫章出土的同类器物套合。说明这些具有

浓郁地方民族风格的器物，应为当时土著居民所制作生产。

从赫章可乐“套头葬”（在尸体两端均用铜鼓或铜、铁釜侧置，将尸体

头部置于其中。此类套头葬式，称为“套头葬”）中的铜釜、铜鼓及铜鼓的

饰纹和锡青铜锡的成分比例看，说明夜郎地区的青铜冶铸，具有悠久的传统，

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赫章可乐“套头葬”出土的铜鼓纹饰多样，有锯齿纹、涡纹、雷纹，同

时有竞渡纹，铜鼓上有竞渡纹 6 组，每组船上站立羽冠舞者 6~8 人。从这里

可以看出这是否就是今天苗族的龙舟竞渡（赛龙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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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竞渡中人物的装饰艺术，头戴羽冠，以及当时夜郎造船技术和船舟操控技巧。

在这一时期夜郎等方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水稻耕

作模式。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中有汉代陶制水稻模型，就是当时稻作技术与

水利设施技术的生动写照。1978 年和 1979 年，两次发掘过数十座战国至东汉

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夜郎文物，其中也有属于新石器时

代的遗存，多为土陶和砂质陶，手制成型，烧制火候不高，造型工艺与赫章

可乐出土的陶器相似，不少器物口沿或肩腹都有一刻划符号。从各遗址、墓

葬发现的各类陶器看，这一时期的各类陶器，不但器型多样，而且造型生动

实用，花纹繁复，少量为手工捏制，一般为轮制，说明制陶和烧窑技术也达

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赫章可乐的汉墓中，还出土有“干栏式”陶屋模型 3 件，

为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建筑。由于此时造型的多样性，因而孔子赞叹：“觚不

觚，觚哉觚哉！”同时清镇玡珑坝汉墓还出土了土漆耳杯一套，为王朝所赐，

朱红色，漆工和制工都非常精致。

三、两汉时期牂牁、夜郎的艺术

随着古夜郎的终结，牂牁等郡相继在贵州高原建立。牂牁等郡的各族人

民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缔造了贵州高原地区的古代文化和艺术。

牂牁、夜郎的各族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和艺术的创

造者，各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在商周以至秦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今贵州境内的主体居民是组成“白濮”

族里的一部分。牂牁的主体民族濮人，就是现在仡佬族的先民。其次，是夷

人的东进。贵州的彝族，源出于“叟”，汉、晋时期称为“夷”。贵州境内

彝族的主体部分，就与这部分夷人有着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再则“五溪蛮”

的西迁。周、秦时期，中原统治者把江汉以西一带的各族统称为“荆蛮”或“南

蛮”，今苗、瑶、畲民族的先民，古代所称“三苗”，就是“南蛮”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东汉时期，武陵山区各族的反抗斗争屡遭失败，被迫向武陵地

区的纵深迁移，今贵州苗、瑶、畲、土家各族的先民，大部分就是这时迁入。

再就是“百越”的北上。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的族系之一。

今黔、桂边境的布依、侗、水各族，在秦以前曾经同源共祖，只是在秦、汉以来，

迁入黔桂边境以后，才逐渐分为若干民族。

在西汉时期，牂牁等郡各族人民在铜器、陶器和石刻方面，留下不少文

物，通过这些文物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的贡献，也可以了解到他

们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铜器铸造上，仅出土东汉时期的铜洗就有 90 余

件、铜锥斗 1 件、铜碑 1 件。其他地方出土汉代铜器有镜、釜、壶、豆、洗、

灯等用品，铜钺、矛、剑等兵器，大多有几何图样、龙纹式样。铜制的俑、马、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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