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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积陶在中国，中国农陶在甘

肃，甘肃农陶当属马家窑 。 马家窑文化

将支菊积陶推后1 歹巅峰，马家窑积陶是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明珠，谱写歹世界积

陶夫J二最为辉煌的二贺 。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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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子 preface 

当我们在探究和讨论华夏文明之源远方面间题时-;主7主不约

百币用地看p妃目先转向支肃文化遗存陶器。 在许多不为人知的王长

时空中，立解和认识这些文化遗存的主友、用途、如何制莲、为

什乞是这个模样时，就自然成为人们火然足荣的)Õ{题 。 因此，对

文化遗存涟汗料学的探究并逐步形成的考古学是近两个世且以来

的事。 从己知的成果来看. 18世主已由欧洲 1专入的考古在学大约早

?我国近80年 。 币事实上，中国早在北宋元枯七年吕太姐就编才真

立 《 考古图 ) .书中既给有器形图，还记录歹每器的尺寸、铭文

和出土地点情况，也比1842年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安著述的 《 丹麦

早期古扮 ) -书，足足早立 11个世主已 。 此后，诸如宋漱安款才宾的

〈 宣和博古图 ) ( 1123年 ) 、薛 f古气功的 〈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

枯 〉 、欧阳11乡的 〈 阜古图 〉 、赵明诚的 〈 金味 〉 等等，因此，可

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出版古扮研究专著最早、考古学

萌发最早的国家。 然币，另人惋惜的是，未能在科学探圳、发据

等方面早?欧洲形成一门学料一-一考古学 。 20世主已初，随着北女

大学考古学研究工咋的开展，尤且是20世主已80年代以来，我国的

考古学和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均逐渐成熟起来，许多成果为文拗学

的深入研究奠定立完善生田容的理论依据与实拗参照基础，提示和

印证歹华夏民族自身文明的生友和延续的规津 。 诸如磁山文化、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均建立在

这一学料成果基础之上。 如果说，剥寓土层以再现地下文份是考

古学的重要内容，那么，对具有情世性质的文拗涟汗综合研究乃

至鉴别真伪、料学保护、综合价值评估号则应是文份学研究和关

注的范畴。 然币，未来文拗学或是考古学的发展 s 乃至?揭示深

层式文化遗存的现实价值并应用?社会币言，火是两者容切统一

的、相王参照印证的 。 两者研究成果的王为1乍用火将推动民族文

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学的学料地位不是有



力地说明远-点吗?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舍友展支J二划时代的文仇丰未足，它的

产生和发展，用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不可

回遇的重要卢l容 。 有人说，绚丽的权陶和薄女口9fJ壳的黑陶，当冶

炼弄铜的炉太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先农就日趋黯淡。 就

二者材质及人文JXl)~币言，我则不敢苟用 。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我们的面菊弄现这些用汽土制成的人类支菊手工制品时，我们的

心灵被深深地震挺立，正是这用*..~闻和后的粘土为口」二先民神奇的

双手再借助天地间圣九土克制的陶器，再一三欠有力地印证歹华夏文

明的演进和传承。 1918年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持主来到中国 。 3年

后，在河南通过县仰韶村发现立以农陶为主要文化持3正的新石器

时代文忆道存，提出歹仰韶文化的命名 。 当仰韶文化的农陶艺术

在昔河中涛地区走后1极至在后，回各晚?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

的马家窑文化羊毛每日显，百起甘肃、贵海东部，东至河南大部，

南至丹江流域. ;f t 至3 户l 蒙古与牙北南部广大区域，也是昔河上涛

及百止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类型，是壳中原仰韶文化

的影响币发展形成的，过去也曾称为 "甘肃仰韶文化" 。

1923年，她仰韶文化发现之后约两年，在甘肃省归汰县说河

西岸的马家窑镇发现立马家窑文1t.i1t士止并进汗歹初步发坷，后?

1961年开始命名为乌家窑文化，主入写T J' 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

化J亩底沟类型之土的地层关系 。 日才至今日，经过立近一个世民的

考古发掘，对马家窑丈忆的认识和研究怪?具备立丰富的实拗杏

件和理论基础，从币确立立马家窑丈T匕是和陶艺术的鼎盛时期。

本书的1乍者王海东先生自妨对民族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主要是果?他也主在甘肃归诀，这块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神

机土地是1也深深眷边着的，正是这样二个契机使海他从事马家窑

文北研究近二十年，并最终凭藉自己之毅力成为马家窑积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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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收藏家，具有丰富研究经验、成果的马家窑文化学者。

多年以来，许多重要考古成果未能上升到人类文化遗产学层

面上及时地深入研究借鉴，诸如马家窑文化现象 。 考古工咋者才巳

宅剥富土层之后，文扮保管部门自然地注入立保管职能的工1乍状

态，这样一来，对许多夫伪的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受到立严重制

约，许多重要文协至今尚未发挥其文扮居，中主以外的更大咋用，为口

之许多管理工咋和政策的蒲后，政府考古汗为和文份研究部门式

间的容切连续性、实效性也受到歹不用程度的局限。 从根本上

讲，如何运用民族文扮的丰厚道存，对认识和推动当下民族文化

事业虫性发展的迫切性等)01题尚处在蒙主期 。

20世主巳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咋用下的文扮事业道发出前所

未有的蓬勃主机，对夫伪的收藏和研究不再是普通会民的禁区，

这无疑给当代民族文拗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注入歹二剂强化针 。

王海东先主的寻宝、爱豆、护宝、鉴宝乃至辜二十年之4点，将

400余帧实扮图片用 〈 马家窑农陶鉴识 〉 的方式奉献给世人，远

不能不令人感足且多 。< 马家窑权陶鉴识 〉 二书，确是科学士也运

用歹己知的考古学成果，真中对相关文化类型陶器的发现、士也层

关系、文化持j正、士也士或走后1等等均注汗歹细致入嫩的研究工咋，

币后交换为文份学的角度来鉴识马家窑文化农陶的组合价值，这

确属难能可贵 。 1屯在正确运用前人己有的学术成果的用时，对马

家窑文化但陶的注一步研究、歪理，主豆豆吉、接别，也许王海东由是

第二人 l 与王海东先生的认识时间岳不久，然币，从王先生执著

的治学精神、朴素的τ谈之中让我看到立料学研究民族文份学的

无限曙光。 古欠乐为序!

陈步一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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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概述

4人20世主已30年代初期在·习南遇也í~P韶村遗址友王见我国第二如耘陶至今，

己友现歹许许多多的权陶文北遗址 。 4人友细情况看，我国但陶文t历日才久

远，二步有区域广泛，图索千变万忆，器里千奇古状，谷文f匕类型之间的关军

因素复杂 。 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之一。 1999年日本

弄森县太平山元遗址出土立元但陶器，经破14;则足为16520 - 14920年 。 在俄罗

斯远东至百才白利亚的一些遗址中 发现;了距今13000年前的陶器。 在我国江苏

深水神仙洞和江西方年灿人洞以及广西桂林骸皮岩都发现立年代浪早的陶片

或陶器。 1977年，在江苏深水毛主神仙洞遗址æ土的元质红陶经破14;ýJ~ ;定年代距

今12320年:t 100年 。 尤其是经考古专家20多年对甘肃泰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

发掘研究印证立六项中国考古之最.一是中国最早的旱农悻拗标本。 二是中

国最早的农陶 。 二是中国最早的大~雏形。 四是中国最早的营殿式建筑。 王三

是中国最早的 "iR凝土" 地面 。 六是中国最早的绘画。 由此可矢口，中国5之前

陶器的起强和文忆基因的外在持j正风格形成应看件是多元化的文忆产扮。

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经过i呈长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主活与主产实

践活动，在认识自然和改建自然的过程中建渐积累歹用木经验，立解到陶土

具有可塑性和经烧制后具有二定硬度的挣点后，7-是发明立制陶拉术，刑1乍

出立 运应谷种用途形状的陶器。 在日常生活中制咋歹用作饮食、汲;>1"- 盛 ;>1"- 、

贮藏、烹饪苓的器皿。 在生产活动中有用1乍捻绒的纺轮、拉底的佳、神猎的

弹丸、捕鱼的历1 1坠、收割的刀、制陶的如孚工具 并且创莲积累立装饰的主E

弦、压印弦、坑点生文、划纹，附力口的军LT弦、指甲弦、凸钱款及二支细绳主文孚

主文tfl; 。

陶器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由渔猎非口禾宾为主的涛牧生活方式，友展到以

农耕粮食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的产拗 。 也不仅太太改善立人们的原始主活状

况，并1足涟立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币且也推动着原始社令组织形式与义肃

文明结构的变革。

在早期陶器发展的几千年中，制陶工艺由不成熟，军乏陶的生产拉术条件

还不具备，因此，陶器产主约四五千年后才出现农陶 。 从出现陶器到生产耘

陶主又是二个长期续繁、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的过程。 陶器生产之初，没

有刻意装饰的生文饰，但为口工过程中手提、片打孚7主7主令留下一些印痕，随着

马
家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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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帘头 ，意识与汗为的使然，逐渐将这种不规则的印痕交为有意的、规则的

原始装饰纹样 。 随着制陶扶术的不断革新，除去在陶器表面刻划或压印出生文

饰苓装饰手法外王出现:了用颜色在陶器上但给后注3于大克制的原始担陶 。 在

陕西和甘肃的男污、 i圣71 <..;末域队及二又7I<- J二涛等遗址出土的老官台文T匕是我国

农陶友好、的一个重要例证。 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九l'卖不富，陶质大

部万为夹生回吵的交褐陶或主工陶 。 考官台文化的泰安大地湾一期遗址的破14测

定年代为距今约8230 - 7400年 。 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赘河中立湾地

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但陶的区域之一。

生口上所花，但陶是在制陶扶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因为制咋但

陶有三个重要条件.首先要熟鲸掌握颜色的使用知识。 距今7000年左右的宝

鸡大首岭下层遗址中也土立紫和生工色两种颜料，并且还将颜料制成立权快;

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甘肃归洗县马家窑遗址出土立 200多文黑色的矿协质颜料

块，表明当时人们己掌握立边材和为口工颜料的拉术。 其式和陶兴起的另一条

件是要有较高的烧制扶术，如果烧制的混度不京 陶器上给制的颜料就会脱

落，这就火须具备容封斗口高退的条件。 泰安大地湾一期晚一阶段出现歹二定

数量的农陶，说明陶器的土完制技术有立提富 。 但陶的兴起在农给土完刑之甫还

要有一个条件，需要在质地光二开的主回走陶J二才能绘出颜色的色但J恙，并且3号

以用笔洗申多元阻。 由予以上因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和陶的发展

比较续慢，豆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制T乍坊出现立专业的陶工，相传当时制陶

的陶工全部;为妇女，所队"陶女"一词也由此币来。 至此制陶技术才有立飞

跃式的发展， ~人币真正进入繁荣兴庭的阶段 。

i乏一时期在陶器制咋方法上大致可万三勺子制、模制和轮刑 。 从最早的手

制以及慢轮修垒，到中央轮制陶，经历歹一个没长的发展过程。 大约在距今

7000 - 6000年后产生立慢轮 在距今6000 - 5000年后发明使用立中央轮 。 每然

慢轮巳普遍使用，但无法使陶器成型，只能1乍为辅助手段修堂坯体，所以予

刑法中的提塑浩、;足土贴筑法和:足各筑成法仍在使用 。 一般器扮上的附件，

如霄、主旱灾、军L丁等都用坦智法来完成 。 从对大地湾早期的陶器研究发现，

此时的陶器制1乍使用的是模具敷先去。 甘肃农陶除大地湾文化之外，基本主

都使用汽条筑成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谷个民族和谷个民族都落，从?民

早起就散居弄口杂居在全国谷地 。 1也们用勤劳智主的双手-g~注着远古文明， ~人

币出现立我国不用地区和不用类型的陶器发展迹象。 由?我固地域辽阔，自

然气愤冷暖的差别，所以出现歹具有明显地方挣点的陶器格局和谷白的友展

序列 。 但是从谷地己经友现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二期陶器形状持j正来

看， 1电们之间的共中主也是明显的，这就反映出当时制陶工艺扶术在不用地区

在j'Ell相互渗透、交:宋与影响 。 所以这应是研究新右器时代，主少有在全国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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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民族与民族都落亲容交注与文:末的重要实协17~ "Ï正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中

至今还保留着儿千年前的原始制陶工艺和方法。

根据已经发妮出来的谷地新右器时代早、中、晚期陶器发展序列的主要

陶器挎汪来看，主主友展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二是表现在陶器的胎质与刑法上。 新石器时代早期诸文忆的陶器胎质，

太多是用粗细吵咋为参和料 在氧T匕焰气氛下烧制币成的吵质生工陶和走质生工

陶及橙赘陶 。 陶器的刑法基本上都永用手捏与;足各盘筑，并在部万元质陶器

表面施有二层细汽陶衣。 新石器时代中期，告13 ./7'遗址中出现歹用京岭土 ( 士甘

子土) 1下月色质原料烧制币成的 " 白陶"器。 用日才己使用立慢轮修堂等为口工工

斗

z... 。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我国陶器制遣扶术灾飞猛进的时期。 随着烧制窑炉的

进一步改道，陶器多是在九11柔软富的还原焰气氛下士克制币成，因币陶质是以

失黑手口黑陶为主，生工陶则大为:咸升。 山东泰安也土的-些黑陶，基本上都禾

用立中央轮刑1乍，因币不T又陶器的道主主主见垒，器璧厚薄土句句，可币且出现立-些

月8璧薄虫口'否壳的所谓 "奋壳黑陶" 。

二是表现在陶器的器类与器种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器类-般只有1乍为

炊煮器的吵质陶罐、交炭陶釜 咋为食器的;足J贡陶钵、碗和1乍为汲71<..辛辛的主田

吵或走质的陶瓶、陶壶等二L类，品种比较单调 。 至~]距今五六千年肃的新石

器时代中期，陶器的器类与品种则较站大为增多，常凡的炊煮器有罐、鼎、

武;饮器中有单旦又宵杯;食器中有钵、碗、豆;汲71<..器中有小口丑又霄或二霄

尖底瓶与大口双官或二官尖底瓶、罐号，并出现歹较多的盆、壶等盛f诸器，

至3 立距今四千多年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谷地、态部落制陶工艺技术相互

交珑的情况下，陶器的器类与品种软肃又有明显交忆次煮器出现;了甭、

曾反;食器出现立直 ~i诸器出现歹缸、尊;饮器出现立京才到丰衣、卑、垂青、

盖、瓢等。 另有-些器庄和器盖、二支滤器苓。 尤二步呈现出我国先民的聪明才

智和新右器时代陶器业的建勤友展。

二是表现在陶器的注型能力上。 新石器时代早期 制陶上各然也讲究陶

器的外现美感， 1旦还是以日常实用为主 。 新右器时代中期，随着人们对陶器

帘头葵求的提京，陶器的实用与美现兼币有之的创件，电想占着主导地位，女口

有些陶钵、陶壶的底都有意识地为口J:..]-=-足 既实用又美观。 还有仰韶文化

半城类型的陶船开三双霄壶， i~P韶文忆庙底沟类型的陶人头器口瓶、陶鹰形

鼎，乌家窑太忆齐家类型的鸽子开三大口壶等，~造型无不精美，匠心持臭。

四是表现在陶器的修饰和装饰艺术尘。 在修饰和装饰艺术方面，二种是

在陶器表面进汗修正，穿陶衣，然后打磨，在制建陶器坯月色的过程中，用

劳、竹、石等坚硬币无漠的工具，在陶还表面二是汗打磨队士曾为口陶器表面的主团

军军度和光泽，女口山东龙山文忆中的许多夸克黑陶，看i31T磨 j号品亮发光，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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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陶器表面装饰谷种花纹，常见的有锥刺主文、指甲主文和建纹，也有一些刻

划动植扮图像生又怖的 。 主口陕西宝鸡北首岭1l'P韶文仇的一件 /1、口生回颈锥刺主又

壶，通体锥刺也排列有序币现垒的三角形、菱开豆、长方开豆、麦粒形组合的花

纹装饰至~口甘肃广河县也土的一f牛马家容大忆半山类型的生工陶器.l:-队平汗

纹的形式锥刺也排列有序的麦粒开豆花钱 。 另一种是在陶器表面施有二些贯主文

和附为口堆主文等装饰 。 生口弄海出土的马家窑文北乌厂类型的罐上通体堆塑有男

人体和女人体等。

五是表现在陶器表面的给画艺术尘。 在陶器的诸多装饰艺术中，绘画艺

术精领风骑，电又写T二步为和陶、非乏给陶和漆给陶二手中。

但陶始?新石器时代早期，盛开?中期。 也是在制遣陶远过程中，在陶

器远月色表面海上一层组;足陶衣，其用几种矿协质原料1乍为色剂，在陶器表面

给出谷种图繁花生又带夺或动植协主又等，然后入窑土完制，即成为有权给主文饰又

不易脱落的征陶 。 幸三陶的底色和陶衣多呈紫红、号音、白等色，币非主给颜色则

多为黑、褐、生工、白等 所队在农陶中就形成立 "生工衣陶"与"白衣陶"之

二步 。 当然新石器早期积陶只是在口注音[3.万施用一道或两道简单的主工农布各性

为装饰。 ~口甘肃太地湾早期的和陶二及钵的口沿外i91~ 就装饰有一条红褐色

宽布条，也是我国目菊友现年代最早的农陶器。 从后来在生文带的 i寅交形式中

可以窥见宽带纹的原始霄 ，意 。 许多迹象表明但陶发生时的宽带弦是日月轮

回、季节支替、 1乍协主长、歹E主轮回用其月规7幸的主主象升华 。 所队，许多农陶

的在纹中，宽带主文与其1也在主文带并存，宽丰有生文成为所有平之陶文化不用形式在

纹的母体一直延续至今。 至3 立新石器时代中期，但陶开三制繁多歹百美观，常凡

的耘陶在主文中出现立58"弦、带条弦、坚条主文、圆点弦、远点弦、二L角弦、袤

开豆豆文、圆圈主文、曲折主文、 2又钩生文、方格弦、回织、云霄弦、×开三弦、 S形弦、

0型生文、+形弦、 A 型主文等几何形图素主文饰 。 ;至出现歹取材?自然形象的太阳

主文、月亮弦、六角呈弦、 71"-;.成弦、旋涡主文、螺旋生文、花瓣主文、句叶弦、树叶

弦、蝶须主文、用弦、主扁豆只生文等五人及汲取动协形象的鱼弦、挂弦、庭生文、鸟

主文、眼睛主文、 E民睫弦、人面鱼主义、驶鸟弦、人1象及舞蹈主文等。

军乏给陶有另~T农陶，也是在陶器土1).Jl~入窑士克制成陶器之后，在陶器表面

用不用颜色给制币成的在纹装饰。 这种农给在生文容易脱落，幸乏给陶器多见?

新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龙山文化谷种类型中 。 目却也土的元质房光黑陶表

面，用生工、白、赘等色绘制有圆点弦、革布条款、旦又钓弦、云营生文等图饰。

?案给陶主葵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R浩大忆中 。 也是先在房光黑陶的

表面滞.l:-一层黑漆，存在后再用不用色农给制出夜色在生大 。 色农醒目鲜亮，具

有持殊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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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彩陶的

初始发展鼎盛和衰落

我国是陶器大国，全国许多地区均有发现。 赘-习、长江i末士或是我国古代

先民的重要聚居地，在这些地区，万有着丰富的古文忆遗址。 随着田野考古

的发施和资料歪理，对新石器时代万别界定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这二个

时期经历立五千年的发展，积陶花生文也呈显: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产生到

成熟，由1恳纽至3京组的演变，经历立起强、发展与消亡的全过程。

一、农陶的初始期

磁山文化-:3'-1975年首先发现?河北武安丢在瑞山币浑名 。 是我国目茹苦河

洗域己友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较早的文t。 陶器以敞口 i累月复罐、 /1、口

2又霄啤、 f缺口环底钵或二L足钵为主，还有一些i足鼎、口杯和靴形器形，器

表多饰绳、雀、划织，但陶较头。

表李岚文化-:3'- 1977年首先发现?河南新郑息表李岚币溥名。表李岚文化

的陶器以直口或主义口深腹啤、 /1、口双霄壶、碗、钵为主 。 还有一些瓢形器，

器表以雀、划主又几长，基本没有纯弦 。

寿官台文化是我国农陶最早强起的文化类型之一.~主要二步布在英牙、

王 71<:.洗域 。 在f立?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山荒地带都二步有着老官台文化遗

址。甘肃境户l队泰安县太地湾二期遗址为代表，并发现立大地湾二期这存被

叠压在i~P韶文北半城类型这存在下的地层关豆 。 太地湾一期早一阶段的太多

陶器为颜色不均匀的交褐色陶，没有发现农陶 。 大地湾二期的晚二阶段出现

歹枉陶，生工陶占多数并且还有土量的汽质陶 。 大地湾一期的年代距今8000年

左右 。 吾有农陶发现. i旦数量i民沪，且在主文简单交暗主表明当时的农陶还

处?初萌阶段。

主、但陶的发展期一一一仰韶文化

甘肃、陕西一布的仰韶文化是以权陶为持汪的，且起;原?老官台文f匕 。

在仰韶文化早期，由?不用文化类型发展的道路不用，一支声1东发展支

后1百发展 。 后1 东的一支，文忆中心莲;斩庐1关中平原和陕西、河南、山西发

展，并且与中原地区的文化频繁文珑，发展较中央。 如距今5600多年的赘河中

下涛地区的龙山文忆、大汶口文化、大i莫夫北等。 币后1百发展的二支，后1甘

肃中都富房、地带发展，由?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比较结慢，与向东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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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文化差别愈来愈大，但仍保留着和陶制咋的传统工艺，自身的持点愈益鲜

明，其中的一支发展为后来的马家窑文化。

1.仰韶文化早期遗址

甘肃仰韶文化的早期道存 主要3少有在英河和泾;>1<..的上涛。 有森安大地湾i~P

韶早期和王家阴洼等遗址。 此外出土有完整农陶的还有正宁营家)11 、反浪3余家噪

孚遗址。

2 

f仰E叩F音韶召文T忆匕中笋期月白的台道址由甘弗肃「东告都F扩展至到H 中部及白龙江i珑末士域或， 宁夏南部和7寄:每

东北部 。 这期遗址又明显二步为早、晚两大阶段 。 早一阶段的遗址队太地湾为代

表，此外还有庄浪j余家咳、!泼百百二十里铺、甘谷西坪、泰安寺嘴坪、天;> 1 <.. 罗家

沟、武山滩儿丁、川笛说大乡等。 晚一阶段的遗址也后人大地湾为代表，还有甘谷百

坪、庄农?余家撮、正宁官家)11 、宁县王庄王嘴、陆洗马家窑、 7号海民和阳坡i麦等

遗址，注一时期用碳14圳定年代为距今5600年土 120年 。

3.i~P韶文化晚期遗址

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北晚期这存主葵二步有在庆阳和平苟地区及天;>1立地区北部一

布，有秦安大地湾和天*~币赵村等遗址。 卒二阶段的陶器以生工陶为主，交陶增

多，出现立二支橙赘陶，陶器忌主象J:;人宽平;g.为持证 。 但陶比倒下降，只占吉二步之二

左右，所发现的农陶去具有马家窑类型农陶的持点，但这类遗址和马家窑类型的

遗址在文化面扶上差别较大。

二L、非王陶的鼎盛期 马家窑文化

当陕西、山西和河南地区进入仰韶文化晚期时，农陶开始衰落，币在陕甘交

界和六金山百侧的仰韶文化自身的持点愈益鲜明 。 后1百发展的一支成为右峙下类

型，自身具有鲜明的文化持汪，和其他地区的仰韶文北晚期谷类型有着明显的区

别， h人币由仰韶文化中二步声写出来，发展为马家窑文化。

右岭下类型进入立马家窑文化的初期阶段。 也主要二步布在甘肃东部、中部及

弄海的东北部。 石岭下类型的典型遗址矿布在武山石山令下、甘谷失士也儿等。 石岭

下类型的破14 ，ýJj定年代为距今6000年左右 。 石岭下类型农陶的陶质队橙赘色陶为

多，橙红色陶只占户数，器开三以喇叭口圆腹平底罐和平底瓶为主要持色。 右吟下

类型农陶多用深失色给制在纹，也有用黑色的，还有用户量白色的。农陶祀主文主

要有两种:二种是中为夺圆形 两边为斜J旬弧形二角形的简北立的变体鱼主文 . 另

一种是中为旋也圆币上下为相对弧边二角纹构成的变体鸟纹。 在罐非口瓶J二这两种

在钱也有并置使用的般主层为变体鸟纹，下层为变体鱼纹。 另外 s 还有一种

变体的鸟结与鱼皇大共用组成的生文样，是以天J二飞鸟与 ;>1<.. 中涛鱼合用一个头，图素

本身具有?只京的艺术水平。 可以说，右岭下类型是处?承上启下的转折期，将马

家窑文仇的农陶.31 入立新的繁盛时期。

马家窑类型是石岭下类型的延续，它后1百发展到牙西走廊，市至3弄海东先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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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止部，止至宁夏南部，东西包括垒个甘肃的东部，因最早发现?甘肃归洗县

洗河百岸的乌家窑镇币浑名，距今约5800多年 。 1923年8月 -1924年瑞舆地质学家

安持立在甘肃、 7号i每调查发现立马家窑遗址并进汗立初步发掘 。 1975年后，甘肃

省政府多式组织调查研究，友王见立马家窑类型垒压在íCP韶文T匕庙底沟类型之上的

地层关豆 。 在1961年出版的 〈 新中国考古收获 } -书中开始使用马家窑文t这一

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马家窑文ít. o 20世民50年代初，马家窑遗址被甘

肃省列为省织重点文拗保护单位。 1988年1 月 13 日归洗马家窑遗址被国务院含有

为第二队全国重点文拗保护单位。 2001年被评为20世妃中国古项考古重大发现之

乌家窑文f匕遗址-般都在普河及主主支洗洗牙、大夏-习、 i皇*.;可等两岸的台地

上，接近水果，面庐1 阳光，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J.;;人方形房屋最为普遍，房内有

圆形九绪，门外常担一窑穴存放食协。 墓地一般和性地比较远，墓葬比较杂乱没

有二定规津。 莽式-般为íCP 身立月支 侧身应月支 随葬品男性多为斧、镜、凿等生

活用具，女性多为主方轮和曰用陶器。 主义映也男主外、女主州的矿工现象，妇女一

般在家道汗纺织制陶，从币进一步证实立 "陶女"现象的在确性。

马家窑制陶业非常友边，也在仰韶文化的陶艺基础上有立进二步的升华，并

注:斩运到歹炉九纯7号的地步，一些马家窑遗址中还发现歹窑场和陶窑、颜料瓶、

颜料钵、调色石案和颜料。 马家窑文忆的积陶，早期队纯黑但给制fE纹，中期使用

纯黑或黑生工相间的农给制在纹，晚期以黑生工商耘并用绘制在纹，马家窑文T匕剌陶

工具开始使用中曼轮il乡土态并研究用慢轮给制用也圆织、平汗兰夫、5F生夫等主文饰 。 从陶

质看马家窑J.;;人橙赘陶为主，半山、马厂以生工陶为主 。 自荒普遍认为，马家窑文化

经历歹右峙丁、乌家窑、半山、马厂四个连续友展的文t类型，持续时间长远

1000多年 。

( 二 ) 马家窑文忆 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文化主要万布在甘肃中南部和弄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 陶器J.;;人植

赘陶为主，有介量交陶 。 和陶器里丰富多样，主文饰非常精头，以旋涡织、 71'-'-底

生文、用心圆弦、亏为拗生文为主 农陶上的图素表远立当时谷氏族音[3~容有着异用的得

拜 ，意识，也是先只们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太自然的产拗 所以在农陶J二也太多绘制

歹赘牙奔洗不 ，皂，旋涡J急i末，波涛i凶涌的自然晏观现象。 陶器形状出现立较大变

化，主、碗、钵依然存在，但存贮器瓮、罐、瓶远渐增多 。 土完刑陶器的报术和

陶窑较íCP韶日才期有立较大进步，大绪和窑二步霄，土完窑混度明显提富 。 并且出现歹

象中的作1方式制陶窑址。 比较完垒的遗址女口位?甘肃东乡自治县大夏河东岸的林

家遗址，包含有马家窑类型谷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之

一 。 在这个遗址中还友现立谷子的炭ít.1~ , 莲说明果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粮食之

f立?兰州市赘牙止路的王保保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工制咋，器里有

壶、瓶、罐、武、钵主笋，主文饰队3瓜妓弦、贯主文、平汗主文、*'-庭生文、月1格生文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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