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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灰山遗址

从远古时期开始，先民们就在张掖这块沃土上劳作、生息，为灿

烂的中华文明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谱写了如歌的历史。在张掖境内

的山丹、肃南、高台县和甘州区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遗址，张掖境内

有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 1处，马厂文化类型遗址 1处，墓葬多处。

张掖境内的马家窑文化

原始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5000年前，

生活在今兰州附近黄河沿岸至青海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

河、庄浪河、祖厉河、渭水、泾水上游、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和宁夏清水

河流域的广大地域的先民们，在生活、生产经验的积累方面，都有了

东灰山遗址距今 5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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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提高。考古学家在 20世纪 20年代在洮河流域即今天的临洮马

家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因发现之地而命名叫“马

家窑”遗址。1945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最先为马家窑文化命名，

其年代为公元前 3100—前 2700年。马家窑文化一般是指分布在甘

肃、青海东北部以及宁夏一部分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

类型的“土著文化”，在上述广大地域内相继发现了众多的同一类型

的文化遗存。这一类型相同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发掘出土的陶器

制品上，其陶器的陶质、制法、色泽一样，器形虽不尽相同，但器物装

饰彩绘的艺术风格、内容、形式等特征却基本一致。甘、青地区广泛分

布的马家窑等各种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铲、石

刀、石镰、石磨、骨器、陶刀、骨铲等，多为磨制，加工也较精细。这说

明：尽管当时地广人稀，各氏族部落自处一隅，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先

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部落，相互交流都是十分活跃和频繁的。

临洮马家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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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文物普查中，张掖境内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马

家窑文化类型的线索。至目前，已先后在 6县（区）发现了 1处马家窑

文化马厂类型的遗址和 7处马厂类型的墓葬，但暂未发现半山类型

文化。

1987年 5月，山丹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壕北滩马家窑文化遗

址，因其址在汉长城（壕沟）之北的滩地上，故被命名为壕北滩文化遗

址，其文化面貌与该文化的首发地出土遗存相似。这处遗址在被发现

前就已受到严重破坏，外露的文化层灰烬被农民挖运到农田当肥料

使用，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该遗址在山丹县城东南 5公里

处的清泉乡地段，山丹培校农场东侧。遗址面积 20万平方米，南北宽

约 100米，东西长 2000米，文化层 30—80厘米。遗址的东端为马家

窑文化类型，西端为四坝文化类型。从遗址东端采集到的彩陶片，泥

质呈橘红色，纹饰有平行线、曲线、交叉线构成宽带曲线纹、波纹、网

纹、旋纹等，黑彩绘制，内彩发达。出土彩陶钵 l件（残），有明显的马家

窑文化类型的特征、石铲 l件，打磨光滑，尾部有对钻单孔，使用痕清

晰，属马家窑文化类型，其年代为公元前 3100—前 2700年，距今

5000年左右。西端地面散落大量夹砂红陶片，部分纹饰用绛红色绘

制，采集到石铲、砍砸器等，断崖处出土单耳陶杯 1件、豆（残）1件，西

南端分布 1×l米的窑址 5座。199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其遗址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壕北滩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张掖境内在 5000年以前已

经有了人类活动，这些先民与同时期在今武威城附近的先民住地很

近。他们是迁徙来的，还是壕北滩原先定居下来的居民，尚无定论，但

就其文化内涵而言，是马家窑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

马家窑各类型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陶、石、铜并用时代，作为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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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的主要标志陶器，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间有着显明的连带

关系，器形、纹饰的继承演变方面发展线索还是很清楚的。

马家窑三个类型文化的社会性质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向父

系氏族社会过渡和最后建立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马家窑类型遗址

中还保存着较集中的房屋，均为小型的方形、圆形房屋和集中的制陶

窑址；有公共的氏族墓地，葬式中保存着氏族的共同信仰习俗，墓中

随葬品无大的差异，看不出贫富分化，反映了马家窑类型文化还保存

着母系氏族血缘纽带的联系。其遗址中出土的陶祖，反映了父系制在

母系制中的孕育。继马家窑而兴起的半山和马厂类型文化，其文化内

涵表现了当时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

从墓葬中反映出的情况，则是男性逐渐在生产中占了主要地位，

妇女渐退到次要位置，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到马

家窑文化的晚期马厂类型文化时期，父系制特点更加明显，至其晚期

父权制建立，男性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地位了。

壕北滩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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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境内的马厂文化

马厂文化类型是以青海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命名的，分布地域与

马家窑类型地域相同，且向南向东有所扩展，在武威、张掖、酒泉都有

不少发现。碳 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2200—前 2000 年。从马家窑类

型到马厂类型，中间经过半山类型（碳 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2600—

前 2300 年）经历了长达 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大致从距今 5000年

开始到距今 4000年左右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张掖的文物工作者在文物调查中陆

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厂类型的文化遗迹。20世纪 40年代开

始，先后有夏鼐、宿白等文物专家、史学家到黑水国遗址考察，并发现

黑水国史前文化遗址

东灰山遗址距今 5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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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彩陶片遗存。 1987年，省文化厅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张掖地区文物

普查队在黑水国南城西 2公里处发现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地表遍

布残破的四坝文化彩陶片和少量的石器，其中也有马厂文化、齐家文

化陶片。1992 年底，文物工作者又在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经测量，遗

址总面积约 35万平方米，从古河床冲刷的断面勘测，堆积层（灰坑）

最厚为 1.8米，最薄处接近地表，从遗址中采集到石器 86件，其中有

石斧、石刀、石杵、敲砸器、石球、石纺轮等，石斧石刀为最多；陶器有

盆、勺、纺轮、釜、瓮和筒形器、葵叶形器等；还采集到贝壳 10件、铜器

4件以及琏珠等。遗址实物经鉴定属马厂类型文化，距今 4200年。

除黑水国马厂类型文化遗址，境内还发现多处有马厂类型实物

的遗存。1964年，高台县红崖子乡六洋坝村南一高台地发现六洋坝遗

迹，当地村民修水渠时发现了被雨水冲出地面的 3件彩陶罐、l件陶

钵。1987 年 8 月，肃南县隆畅河北岸波罗台子发现了马厂文化时期

六洋坝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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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墓葬，出土彩陶罐 1

件。同年，在甘州区沙

井镇上寨、甘浚镇西洼

滩等地发现了马厂类

型 彩 陶 片 和 石 器 。

1999年 5月，甘州区

大满镇西闸村二社村

民在修建房屋时，发现

一座单人直肢葬的竖穴土坑墓，墓内有仰身直肢的人骨架一具。经博

物馆组织人员清理，出土双耳彩陶罐 1件、单耳彩陶罐 1件、骨匕首 1

件，出土器物经专家鉴定为马厂类型文化。1988年 5 月，山丹县清泉

乡祁店村村民在龙首山草场洼挖羊圈时，发现一处土坑墓葬群，在边

长 13米、宽 3米、深 1 7 米的新挖坑内，出土 12 件器物，其中彩陶杯

2件，彩陶盆 l 件，彩陶罐 2件，彩陶纺轮 l件，素面红陶罐 3件，研磨

石器、玉刀、玉管形器各 1件，出土尸骨 3具。该土坑墓内的 3具人

骨，仰身直肢，头向北，在其头部及上肢肘部周围放置彩陶 8件，玉器

1件，每具尸骨旁均放置彩陶器，除 1、2 号尸骨旁彩陶被挖圈者砸碎

外，惟 3 号尸骨周围放置彩陶器最多，并被保存下来，其中包括斜形

“回”纹彩陶罐，三重波

松纹彩陶杯（内装石磨

棒、玉刀、玉管形器[残]

各 l 件），二、三重横、竖

线纹彩陶杯，菱形横线

纹彩陶盆，素面红陶罐，

网纹状彩绘陶纺轮。经

波罗台子遗址

草场洼遗址

东灰山遗址距今 5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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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勘察和用洛阳铲探测，此处应还有墓葬，遗存

丰富。1991年 8月，在山丹县炭黑厂北墙外，当地居民取土时发现一

处土坑墓。县博物馆派员到现场勘察，经局部清理，内有小孩骨架一

具，仰身直肢，头向北，在其右肩部置完整马厂类型彩陶罐 1 件，内放

骨针 l枚，其左肩部位陶器压碎，难辨器形。1994 年 7月，在山丹县位

奇乡马寨村西南、靠山丹河东岸的乱葬岗，发现一处土坑墓，出土马

厂型彩陶杯 1件，地表散落不少纹饰特征明显的彩陶片。根据出土文

物鉴定，这处土坑墓属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墓葬。1995 年 2 月，在肃南

县喇嘛坪遗迹出土马厂类型素面红陶壶 1件，为当地群众修路时发

现。在对民乐县东、西灰山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也发现了少量的马厂

类型彩陶片及彩陶器。2009年 6月 24日，民乐县六坝镇五坝村八组

群众在居民点中心开挖自来水管道时，发现有许多遗骸、陶器、骨器

和磨制石器。经文物工作者现场勘查，该墓群东西长 85米，南北宽 75

喇嘛坪

图说张掖未解之谜·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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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占地面积 6375平方米，并命名为五坝墓群。同年 9月至 10月，省

考古所在五坝墓群发掘探坑 5 个，共清理墓葬 53座，出土器物有泥

质红陶和夹沙红陶两种，装饰分黑彩绘和附加条纹两种，器形为双耳

罐。彩陶器花纹有网格纹、回形网纹、菱形网纹、平行线纹，彩绘笔法

细腻，构图规整，具有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风格。它的发现对

研究当地气候、环境的变化及河西马厂、齐家、四坝等类型的演变与

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甘州区和高台、山丹、肃南、民乐等县马厂类型、齐家文化遗迹的

发现，反映了这里马厂类型文化的先民们生产、生活情形，同时说明

马厂文化向西北扩展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边

的民和县马厂遗址，它的西北是甘肃的河西走廊，表明迁徙到张掖的

马厂文化居民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部落，先期过着分散的游牧生

活，河西走廊广袤的天然牧场，是马厂文化人迁徙、扩展的直接原因。

五坝遗址发掘现场

东灰山遗址距今 5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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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制

作石器、陶器和土器。从发现

的遗址和墓葬来看，当时人死

后实行单个安葬，葬式多为单

身仰身直肢葬。墓葬中的殉葬

品有陶器、石刀、骨匕首等，其

文化内涵显示出父权制的特

点，随葬器物、随葬品的多少

说明了贫富的差异。后来随着

生产的发展，男性在生产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父权

制的产生形成聚落址并逐步趋向定居，由马厂期发展到齐家文化，再

后来发展为四坝文化，其文化内涵比马家窑类型文化有了更大的进

步，生产力有了发展。

从遗存出土的彩陶片、器物来看，这一时期彩陶的制作装饰性极

强，陶器上除了施红色的陶衣外，还施白色的陶衣。彩绘纹饰以三角

折线纹、雷纹、回纹、网纹、菱形纹和

平行线纹为主，花纹趋向简化，具有

刚健庄重的特点。通过匀细的直线纹

和粗壮的宽带纹斜正、疏密的组合所

构成的图案，形象丰富，变化多而生

动，达到了高度严密的工艺水平。从

彩绘陶器、纺轮、玉器的制作及使用

可以看出，生活在张掖的马厂文化居

民，在生活物质感受与美学感受方面

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下面介绍几件在

五坝遗址出土的陶罐

图说张掖未解之谜·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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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出土的珍贵的马家

窑文化马厂期陶器：

【回形网纹彩陶罐】

高台县红崖子乡古城村

六洋坝遗迹出土。高 15

厘米，口径 10.5 厘米，一

耳缺失，侈口，直颈，溜

肩，鼓腹，平底，颈部饰三

角纹，肩部饰竖条纹，腹

部饰连续回纹，回纹内饰

细密网纹。现藏高台县博物馆。

【网格纹双耳彩陶罐】1999年 5月，甘州区大满镇西闸村出土。

口径 14 厘米，底径 6 6厘米，腹径 18．5厘米，高 14．9厘米。泥质红

陶，敞口，束颈，口肩部两侧有桥形耳，鼓腹，平底，口沿内外绘黑褐色

三角纹，耳部绘黑色宽带纹，颈下与耳下均匀分布八个圆形嵌窝，上

绘三条弦纹，腹部主体纹饰以经纬细线交绘成网格纹，间有两个醒目

的横竖条带构成回形纹

样，两耳下方分别绘回

形纹饰。此彩陶罐的出

土，是马家窑文化西渐

发展的有力见证，同时

也为研究马家窑文化在

张掖的发展及分布提供

了十分重要的依据。现

藏甘州区博物馆。 网格纹双耳彩陶罐

回形网纹彩陶罐

东灰山遗址距今 5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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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纹双耳彩陶罐】1987年

11月，山丹县龙首山草场洼遗迹出

土。泥质红陶，高 13厘米，口径 10

厘米，直口，双耳，鼓腹，平底，通体

饰橙红色陶衣，黑彩，颈部饰三角

纹，肩部饰短竖条纹。腹部饰连续回

纹。现藏山丹县博物馆。

【平行折线纹单耳彩陶杯】

1987年 11月，山丹县龙首山草场

洼一处墓葬出土。泥质红陶，高 12

厘米，口径 5.4厘米，单耳，侈口，下

腹微鼓，平底，通体施橙红色陶衣，

黑彩，口部绘折线纹，耳部绘平行条

带纹，杯身间绘三条折线纹和平行

竖带纹，口沿内一周绘重弧纹。器物

造型优美，纹饰鲜亮如新。现藏山丹

县博物馆。

【平行折线纹彩陶罐】高 12．9

厘米，口径 19厘米。泥质红陶，敞

口，弧形短颈，斜肩鼓腹下收，平底，

颈腹间有弧形耳一对，器表及器内

颈部施红色陶衣，口沿一周饰波折

纹，颈部及双耳饰不连续八重平行

线纹，颈与腹之间饰平行线纹。线纹

间有“一”形符号一圈，腹部饰三角

平行折线纹单耳彩陶杯

回形纹双耳彩陶罐

平行折线纹彩陶罐

图说张掖未解之谜·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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