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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河挑由民民俗文化史概述

河挑山民地区是指我国古代河州、桃州、由民州地区，现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

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临潭、卓尼及定西市的临桃 、 渭、源、由民县、漳县等地区 。 地理坐

标为东经 10204 1 '~ 1040 1 9 ' .北纬 340 1 0' ~36012 ' ; 总土地面积 26804 . 72 平方公里;总人

口 3582530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 这里交错杂居着汉、 藏、回、东乡、撒拉、保

安、土、蒙古等二十多个民族 。

河挑山民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中原农区与西部牧区的结合部，

也是藏区进入汉地的门户，地处"西控番戎，东蔽徨陇" "南接生番，北抵石岭" 的战略

要冲。自古以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地区杂居融合，和睦相处 。 这些少数民族分布地域较

广、民族种类较多、人口规模较大。古代有羌、戎、底、月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吐

蕃等民族在这里交错杂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磨册，彼此消长，融合发展; 现代有

回族、汉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蒙古族等二十多个民族在这里和谐

共处。 河挑由民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自秦汉以来就设县、置州、建郡 。 这里曾是

大禹治水的西部极地，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唐蕃古道重镇，茶马互市中心，长期以来一

直充当着汉藏两地"民族走廊" 的角色 。 由于河挑出民地处祖国西障，随着历代王朝经营边

疆的能力和拓边开疆的主观意志的变化， 这一地区的行政建制废置不定，经常发生变更 。

要考察和研究河挑由民地区的民俗文化，首先要清楚该地区的文化渊源、历史演变、民族形

成以及由民族融合、文化涵化而产生的民俗兼容性、多元性等特点。

第一节 河洪山民民俗文化渊源

早在旧石器时代，在河挑出民地区的东乡县境内就有人类活动。 1986 年，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就从东乡县锁南镇下王家村南 (东经 103 022'28" ， 北纬 35 034'36") 挖掘出土了

"加工相当精致，器形更为规整"① 的石制品七件，据考证，该遗址的时代为距今约1. 5 万

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 。

① 说t骏义"甘肃西部和中部旧石桥考古的新发现及其展望"t (人类学学报 ) ， 1991 年第 1 期，第 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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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更为频繁，他们开始在挑河、 白龙江、大夏

河流域繁衍生息。 1923~ 1924 年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 (Andersson ] • G) 

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在挑河流域的临挑马家窑 、 辛店 、 l恼夏广河、和政等地考察时，

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辛店文化及寺洼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1945 年 4 月，

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夏南先生在挑河流域考察时，也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解放后，国家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河挑峨地区挖掘整理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 可以说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遍布河桃眠地区， 最具典型性的是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辛店文

化、 寺洼文化及土著文化 。

一、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因发现于甘肃临挑马家窑而得名的，是甘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

代中晚期文化，内容相当丰富，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东起陇东山地， 泾河、渭河上游，西

到河西走廊及青海东北部的兴海、同德县境内，南抵甘南山地及四川北部的眠江流域的汶

)11一带，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的清水河流域。 她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地沟类型，下接齐

家文化 。 其年代大约在前 3300 年至前 2050 年，距今 5000 年左右，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

新石器时代中期稍晚阶段 。 从地层学与年代学的角度分析， 马家窑文化遗址似乎是自东到

西发展，发展期大约一千年左右， 整个文化发展大体有 "石岭下类型一马家窑类型-半山

类型一马场类型"四个阶段①。 据不完全统计，仅马家窑文化遗址就有四百多处，其中挖

掘清理出房屋五十余座，窑穴和制陶窑址一百多处，墓葬一千六百多座，出土文物约六

万件 。②

马家窑文化有以下 7 个方面的特点:

(1)马家窑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约占 20 %~50 % ，随葬

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 80 % 以上，在中 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 ，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 ~陶纹饰

的部位也比其他文化广泛得多，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不少大口径器物的里

面和其他夹砂的吹器上也常画彩，纹饰繁缚多变而又具有明显的格律，表明画彩技术已达

到成熟的程度 。③ 有一种说法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新疆、河西走

廊传到中原的，但通过大量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可以肯定，包括彩陶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

是在黄河流域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自 东向西发展

的，并且在扩展过程中，很可能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生变异，这就进一步表明:

中国的彩陶是独立发展的，中国西部的彩陶是源于中原的，不是 "西来"的 。@

(2) 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说明，早在 5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青藏高

原东北部边缘河挑眠地区的挑河、大夏河流域繁衍生息，如:在河挑由民地区的马家窑文化

中，可以寻找到半坡、庙底沟类型西进的线索和石岭下过度类型风格的文化遗存;在甘肃

① 安金槐主编 (( 中国考古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2 年，第 271- 272 页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宵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 ，文物出版社. 1 984 年 ， 第 105- 106 页 .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1 986 年 ， 第 302 页 。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羁部，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第 302-303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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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潭县境内的陈旗乡吊坪遗址和迭部县境内的然老遗址的句叶圆点纹陶片， I临潭陈旗乡磨

沟崖遗址和总寨乡庙台子遗址出土的鸟眼圈线弧纹彩陶片，都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实证。

马家窑文化类型，在挑河、大夏河流域留下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反映了河挑由民

地区高度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生产及生活面貌 。

( 3 ) 马家窑文化的遗址类型，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河桃由民地区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

展 。 如:在甘肃舟曲县丰迭乡的掌坪遗址，迭部县洛大乡的催古磨遗址，卓尼县挑砚乡的

纳尔遗址，临潭县陈旗乡吊坪的磨沟崖遗址，都普遍发现了钻孔、有肩磨制石斧、石僻 、

缺口刀、穿孔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臼件等，这说明磨制石器较之打制石器更加规范，

使用更加方便得力 。

(4) 在河挑由民地区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鹿角 、 兽骨及家畜残

骸，也发现了用于持猎活动的骨铺在、骨刀、石弹丸、石球等工具，这说明持猎活动在当时

的社会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也表明梓猎技术有所提高，同时也证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

展，家畜养饲等原始畜牧业及持猎业也出现了 。

(5) 从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 石制特别

是陶制纺轮在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制陶业比较发达，这在所有的原始手工业中是首屈一

指的 。 陶器也是最为丰富的，按陶质可分为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等不同的陶

系，夹砂红陶表面多饰有绳纹和附加堆纹，泥质红陶除素面外，主要是彩陶;由于制作陶

器的陶窑结构简陋，窑室封闭不严，陶土部分氧化或充分氧化，大多数彩陶的底色呈楠黄

色或砖红色;彩陶表面打磨光滑，且大多用单一的黑彩描绘，施在器表的局部或全部，有

的还饰在器物的内壁上;花纹以几何形花纹为主，动物、人像纹为辅;器形有盆、钵、

碗、瓶、壶、罐、由、瓮和带嘴锅等 。 当时的人类已经摆脱了先用框篮涂抹泥巴，再到火

中蜡烧的原始制作方法;他们精选陶土，淘洗杂质，或掺以适量的沙子、碎陶末，以备容

器、炊具耐火之需;陶土调和好后，先搓成泥条，再盘筑成粗土坯，经过修饰打磨，嵌上

附件耳、把手和附加推纹等工序，然后以赤铁矿或氧化键作颜料，在细泥陶器上描绘彩画

制作而成。 其他掺沙陶器或为素面，或拍印各种饰纹 。 至于小件，则多系直接捏制而成 。

当时的陶窑虽然结构简陋，窑室封闭不严，但窑室温度还是能达到 1000
0

C左右，所以烧制

的陶器硬度很强 。

(6) 原始农业和制陶业的发展，促使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开始定居生活 。 马家窑文化遗

址中也发现了氏族村落。这些居住遗址， 一般都选在避风向阳、依山傍水、有利于农业生

产和温猎的地方 。 当时的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聚落遗址的面积一般在

十万平方米左右，布局由居住区、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 。 在挑河、白龙江和大夏河

流域都发现了这类遗址，尤其在东乡县林家遗址发现的马家窑类型房屋有三十多座，分方

形和圆形两种，房屋周围和附近有贮藏东西的窑穴和墓地，形制有袋状和长方形的几种 。

从这些居住遗址的断面来考证，当时的房屋还是半地穴型的建筑，坑内穷实，用火烧烤方

法处理，以坑壁为墙， 加涂草泥，断面呈烧结块状，屋内平地上多有灰烬、陶片及烧坏的

残骨堆积物 。 这说明屋内偏前有火炕，以备人们烧烹食物、取暖和防御野兽之用 。

(7) 马家窑类型的墓葬大多在居址附近，形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挑河

流域的吊坪和石旗崖等遗址中发现的葬式有二次葬、 仰身直肢葬、瓮棺葬等 。 马家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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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瓮棺葬小孩的葬俗与仰韶文化的葬俗是一样的 。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其次是骨珠、蚌

壳、绿松石饰品等，此外还有用牛蹄、牛尾、羊、鼠类等动物作为随葬品的①。 随葬品一

般放在死者两腿近端，也有置于死者头部近端摆成半圆状的。

马家窑文化的发掘，充分证明了河挑出民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文化

是历史的缩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 马家窑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新石器时代华夏文明晨曦

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出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

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她还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 。 马家

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

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国文化的

根、绘画的源，马家窑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创造了绘画表现的

许多新的形式，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画，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 。

二、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因 1924 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原宁定县)齐家坪遗址而命名 。 它是在

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

支流渭河、挑河、大夏河、涅水流域;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 4200~3900 年，大约和黄

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当。齐家文化的遗址较多，在河桃由民地区经过正式挖掘的主要

有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张家嘴遗址、广河齐家坪、阳洼湾遗址、临潭陈旗乡王家湾遗

址、卓尼纳浪乡朝勿遗址 。 1956 年 5 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永靖刘家峡水库及其附近

的黄河、挑河、大夏河流域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 176 处，其中齐家文化遗址 65 处 。 至今，

齐家文化遗址共发现遗址 350 处 。② 通过挖掘研究，基本揭示了齐家文化的文化特征和社

会经济状况，尤其对墓地和葬俗有了较多的了解，为我们研究河挑眠民俗中的葬俗提供了

历史依据 。

齐家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齐家文化独具特色的是陶器，在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张家嘴遗址，广河齐家

坪、阳洼湾遗址， 11面潭陈旗乡王家湾遗址卓尼纳浪乡朝勿遗址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

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还有少量灰陶 。 从上述几个遗址中挖掘出的陶器可以

看出:陶器表面除了素面的之外，主要有篮纹和绳纹;还有少量的彩陶，既有黑彩，也有

红彩或紫红影，花纹有菱形纹、网格纹、 三角纹、波折纹、蝶形纹等 。 器形以平底器为

主，也有一些三足器和圈足器。 典型器物如临潭陈旗乡王家湾遗址出土的细泥质双耳圈足

红陶器，卓尼纳浪乡朝勿遗址出土的泥质双耳红陶罐、双大耳泥质长颈底折腹红陶罐，还

有如高领双耳罐、浅腹盘、深腹盘、楼空圈足豆、袋足高、 三耳罐、侈口罐等。

• (2) 在齐家文化遗址上，还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这是齐家文化的另一特点，这些

铜器都属于生产工具及装饰品一类的小型器物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方志出版社， 2007 年 ， 第 108- 1 09 页.

② 黄河水库考肯队甘肃分队..临夏大河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挖掘简报飞 《考-;1; >> ， 1960 年第 3 期 ，第 9-12

.!J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t作队..甘肃永蜻大河庄遗址挖掘报告"， (考芮学报> ， 1974 年第 2 期，第 29-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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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齐家文化的人们过着比较固定的定居生活 。 与马家窑类型相比较，生产工具和生

产方法有了大幅度的改进，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仅仅表现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

更重要的是以铜制工具为主要标志的冶铜业已经出现 。

①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齐家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有斧、刀、镜、镰、

铲、磨、盘、样、纺轮等，在材料上选用硬度较高的石料来制作，有些刀、斧、锈还是用

玉料磨制而成的;粮食作物以粟为主，加工也比马家窑类型精细，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展，粮食作物也比以前丰富，还有了储备，在永靖大河庄、秦魏家遗址发现大量的储藏粮

食或饲料的窑穴，窑穴形状规整，穴壁平齐，容积较大，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过上了长期的

定居生活 。 畜牧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有猪、羊、狗、牛、马、驴等 。 大量

猪霄'的存在，说明当时的养猪业已很发达 。 各种类型的骨镰的出现，野生动物如鹿、融、

雇等的骨髓的存在，说明了持猎已经是人们补充生活资料的手段之一。

②齐家文化中的制陶业也很发达，各遗址出现的大量陶器就是实证 。 陶器制作一般采

用泥条盘筑法，慢轮修整;从陶器的色彩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

的烧窑技术。制出的陶器大多比较精致，器形呈多样化。

③在齐家文化类型的居址与墓葬中，还普遍发现石纺轮和骨针等纺织工具，制作特别

精巧 。 在永靖大河庄遗址，发现布纹痕迹，在大双耳罐上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布纹说明当时

就已经有纺织品出现。①

④在房屋建筑方面，齐家文化的村落遗址大都选在便于人们生活的河旁台地上。房屋

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型的地面建筑，有单间和双室，屋内有圆形小灶，半地穴式房屋

基础开实，以火烧结，涂革泥，在革泥面上再抹一层白灰。 这种房子大多坐北向南，既坚

固、防潮，又平整、光滑而美观，在挑河沿岸的卓尼挑砚、纳浪及临潭的陈旗、总寨、新堡

等乡都有发现。自灰面房屋是齐家文化在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成就，虽然其他类型的文化也有

这种房屋，但不如齐家文化普遍。齐家文化的这一建筑技术是我国先民的一项杰出创造。

⑤冶铜业的出现是齐家文化在生产上的一项突出成就 。 在河挑 ~I民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

上，发现大量的红铜器和青铜器，种类有刀、锥、凿、环、匕、斧、钻头、泡、镜、铜饰

品及铜渣等，这些铜器的制法比较复杂，多数采用冷锻法，有的采用简单的合范铸造 。 这

就表明齐家文化发展到晚期已进入了青铜时代 。

⑥从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齐家文化居民的埋葬方式多种多样，他们有自己的氏族

公共墓地。一般位于村落附近，既有完整成片的墓地，也有分布零散，与居址交错在一起

的墓地，规模大小不一。 基葬的形制结构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基为主，部分是圆形土坑墓与

"凸"字形墓。墓葬的方向绝大多数朝西北方，也有朝西、西南方向的，这反映了人们一

定的思想意识或宗教信仰一一日落西山，死者的头必须向西，或人从哪里迁来，头就得朝

向哪里的墓葬习俗 。 在齐家文化葬俗中，还有在死者的头部和脚部覆盖麻布并撒上红色椅

石粉末以表示"鲜血" 二 生命复活的象征的墓葬和宗教习俗 。 齐家文化的墓葬分单人葬

和合葬墓两大类 。 在葬式上，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侧身葬、二次葬、俯身葬等 。 其中

仰身直肢葬是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而随葬品因死者身份地位不同，在种类、数量上有明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II'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第 369-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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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差别，主要是死者生前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也有饲养过的家畜 。 此

外，在齐家文化基葬中出现了殉葬人的现象，这些殉葬者中有死者的妻妾、奴蝉，也有战

俘。① 在永靖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内，还发现"石圆圈"遗迹五处，都是利用天然的扁平

烁石排列而成的，圈内没有发现路土的痕迹 。 "石圆圈" 附近分布着许多墓葬，圈的旁边

有 卡 骨或牛羊的骨架，以羊的肩』甲骨为主，也有牛和猪的肩 H甲骨 。 卡 骨一般都不钻不凿，

只有烧灼的圆孔或烧灼的痕迹 。 这些现象说明当时人们曾在这里举行过某种宗教祭祀活

动 。 齐家文化的墓葬说明，齐家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行将崩溃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氏族社

会已发展到父权制社会，男子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石圆圈"遗迹和 卡骨的出现，表

明占卡、牲祭已有一套规范化的复杂程序，专职的精神文化从业者阶层出现了 。

三 、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因瑞典学者安特生在 1 923 年至 1924 年期间发现于甘肃临挑县辛店村而得

名 。 安特生在辛店发掘了 25 座基葬，清理了 20 座，在辛店村以北的灰 l嘴币遗址也发现了

同类遗物 。 1947 年，学者裴文中在挑河、大夏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辛店文化遗存 9

处 。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永靖县发现辛店文化遗址 86 处 。 后在临夏马路塘、甘谷毛家

坪发现了以圆底、鼓腹、绳纹为特征的另一类辛店文化遗存 。 辛店文化有以下特点:

(1)辛店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分布区域基本清晰，其范围主要在黄河、挑河、大夏河、

徨水的交汇地带，向东可达渭河中上游 。 辛店文化是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文化遗存，在河

挑山民地区的永靖、 l临挑、东乡等县分布最广 。 主要的遗址有 : 位于永靖县南部的张家嘴遗

址、姬家川遗址和位于临夏县莲花乡莲城村的莲花台遗址 。

(2) 辛店文化遗址主要位于河谷两岸的台地上 。 房屋形制较单一，多为长方形半地穴

式建筑，门道设在西边，呈斜坡状，在居住面中间有一圆形灶 。 辛店文化的房屋与齐家文

化的房屋比较，有其独特的风格: 一是房子较窄长 ; 二是齐家文化常见的白灰面建筑，在

辛店文化中不见; 三是灶炕呈锅形，与齐家文化高出居住面的灶址相异 。

(3) 辛店文化基葬主要是氏族公共墓地， 墓葬形制主要是长方形竖六土坑基，还有长

方形竖穴偏洞墓和近似椭圆形或三角形的不规则形基 。 葬式多样，既有仰身直肢葬、屈肢

葬、 侧身葬，也有二次葬和迁霄'葬 ;随葬品一般是 1~3 件，也有 5~ 6 件的，但属于装饰

品一类的小件器物却很丰富，既有石制品、骨制品，也有铜制品 。 此外，辛店文化基葬还

流行随葬动物的习俗 。

(4) 辛店文化的陶器有两种造型 : 一类器形浑厚，多是环底、凹底式，平底器少见;

另一类器形显得较轻巧，以平底器为多，环底或凹式底少见 。 器形都是罐，口沿微翘，高

顶，肩部较高，腹部以下束成小环底，略向内凹入，小罐口缘处附双耳，大罐腹部有两个

对称的把手，最典型的器形是大口双耳罐和高颈双耳罐 。 辛店文化的陶器中彩陶较多，以

夹砂粒和属有石英粒的细泥做陶坯，外表施黄色、紫酱色或白色陶衣，用黑色描绘，有从

① 谢端琼' :"略论齐家文化墓葬 "， <<考古 >> ， 1 986 年第 2 期，第 1 47 - 1 6 1 页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铠部 :

4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 ， 第 370 - 37 1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方志出版社. 2007 年 ，第 123- 1 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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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角纹演变而来的双钩曲纹，兼以太阳纹 。 这种纹样是辛店文化彩陶的特色纹样，接近甲

骨文中的"羌"字 。 双钩曲纹是由一对相向的犬纹复合而成的，左右两侧向上勾曲的纹样

好像一对犬的尾巴向上卷曲，可以看作是古代羌人带有族f敬意义的纹样太阳纹，具有寒来

暑往、循环往复的寓意 。 有些陶器上绘着与畜牧、养殖有关的马、鹿、犬、羊的形象，个 庐

别陶罐上还绘有人的形象 。

(5) 辛店文化彩陶中有不同的花纹特征与组合形式，常见的图案花纹有宽带纹、双钩

纹 、 三角纹 、 折线纹、涡形纹、十字纹、 S 纹等。 |临挑出土的影陶壶 ， 肩部两个回旋形的

小钩子形纹左右对称展开，中间连接处隆起的部位又绘以小钩子形纹 。 小钩子形纹左右部

两个太阳纹相穿插而对称 。 彩陶壶颈部为一周回形纹，其下为并列的两条弧线纹，其上两

带纹之间夹绘一周曲线折纹 。 这种相对相连两个小钩子形纹与太阳纹组合的特殊纹饰组合

形式，展示了太阳循环往复、寒热相对、互为依存的寓意 。 辛店文化影陶中这种宽带纹等

纹饰，在形式组合中以直观的太阳图像为特征，表示季节划分和周年回归，是自然规律的

象征 。 辛店文化的分布地都是古代羌人生活区 。 辛店文化影陶经碳 14 测定，其年代为前

1400~前 700 年 。 这一时期正是古代羌人在黄河上游活动最重要的时期 。 后来才向东向南迁

徙，进入四川 。 古文献中对这一时期羌人活动多有记载 。 如《诗经 · 商颂》记载"昔有成

汤，自彼底羌。莫敢不来事，莫敢不来王"; ((竹书记年》 记载成汤与武丁时有两次"民羌来

宾";殷墟 卡辞中有关羌人的记载也很多。 这些记载表明辛店彩陶的制造时期和古代羌人活

跃的鼎盛时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括地志》一书中说"陇右、由民、桃以西，羌也"; ((后汉

书 · 西羌传》 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河关之西南应包括兰州西南部及青海东部地区，

即黄河上游的挑河、大夏河、温水流域 。 这些地区恰好是辛店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

(6) 古代羌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和持猎为主 。 型11养的动物有牛、羊、狗、猪等，以羊

为主 。 在辛店文化墓葬中，羊骨的数量往往数倍于其他动物骨髓。 由于羊在古代羌人经济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将羊视为图腾崇拜物 。 辛店文化彩陶中有大量的羊角纹饰 。

(7) 据古文献记载，古代羌人曾有过火葬的习俗。据 《苟子 · 大略篇 》 记载"民羌

之虏也，不忧其系虏也，而忧其不焚也。"这说明他们更担心的是死后不能被焚烧，灵魂

不能上天 。 又据 《太平御览 · 四夷部 》 记载"庄子曰 : 羌人死，孀而扬其灰 。"在辛店文

化墓葬发掘中，也出现过棺材内是被焚烧过的人骨髓，棺材外面随葬着辛店文化的典型陶

器的葬俗。

(8) 辛店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保存完整的骨筒，这种乐器被学者们认为就是羌笛 。

唐王之换 《 出塞 》 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马融 《长笛赋》 也有"近

世双筒从羌起"的说法。这些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吻合 。

现在四川羌人生活中使用和流行的纹饰，许多都能从辛店彩陶找到它们的祖型。由此

推断，辛店文化的族属是古代羌人文化。①

通过对比研究，学者们发现辛店文化早期遗存与齐家晚期遗存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发展

关系，同时，辛店彩陶也接受了不少马厂类型彩陶的文化因素 。 另外，辛店文化的某些特

征也被沙井文化吸收，足见影陶文化的融合与分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中国的考11发现与研究 )，方志出版社 ， 2007 年，第 35 2-3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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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寺洼文化

距今约 3300~2500 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和两周早期，陇中挑河、渭河流域的先

民们继承更早期的影陶艺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因首先发

现于临挑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而命名 。 经过后期更多的发掘，发现寺洼文化分布的中心区

域是甘肃中部挑河中上游地区，即今临潭 、 卓尼、 dJ民县、 l恼挑、漳县、渭游、等县 。 夏鼎先生

认为，寺洼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继承关系 。 从器形和纹饰看，寺洼文化具有辛店文化的

特征，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 根据其火葬的葬式，初步定义为fí;羌原始文化 。

寺洼文化的彩陶器形，以罐最多，罐器都是灰砂粗陶，表面磨光，颈部都有对称的双

耳，高肩，深腹下杀.马鞍形口沿，平底，表面多为红褐色，面有褐色斑点， 一般不具纹

饰，有的仅在耳和颈部有附加的泥条堆纹，作曲线状或指压纹 。

寺洼遗存中高、鼎较少，但高却侈口，素面，短腿窄档，乳状空足，颈和腹部有时附

有泥条堆纹 。 鼎，形小，鼓身浅腹，柱状小腿，都是泥质红陶 。 还有长颈圆腹双耳壶。 三

足形小罐和单耳杯(呈筒状)、彩陶罐，形制酷似辛店陶罐，底微凹入，侈口鼓肩，肩在

腹适中处，肩附双耳，彩绘黑色，口沿处有条纹和曲线纹，肩部有交错的三角形带纹，腹

部横以二平线。从器形和纹饰看，都具有辛店文化的特征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寺洼文化

陶器上不仅饰以"一"字、"人"字纹，而且还刻画有众多的符号和字形，这被学术界认

为是汉字的前文字形态 。

有学者认为:在甘肃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四坝文化(前 1950~前 430 年)、卡约文化

(前 1600~前 600 年)、辛店文化(前 1400~前 700 年)、诺木洪文化(前 2195~前 1935 年)、

寺洼文化(前 1400~前 700 年)、沙井文化(前 900~前 409 年〉均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

存 。 这些文化遗存都与古羌人生活有关。其中寺洼文化与古代羌人关系最为密切 。

《括地志》一书中说"陇右、峨、挑以西，羌也 。 " ((后汉书 · 西羌传》 载"河关之

西南羌地是也 。"河关之西南应包括兰州西南部及青海东部地区，即黄河上游的挑河、大

夏河、涅水流域。这些地区恰好是寺洼文化(还有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

区 。 寺洼文化彩陶经碳 14 测定，其年代为前 1400~前 700 年 。 这一时期正是古代羌人在

黄河上游活动最重要的时期 。①

古代羌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和持猎为主，羌人即为游牧人之意 。 从寺洼文化遗存发现

的陶罐罐口均为马鞍形，因此有学者初步断定其为羌文化遗存 。

夏商周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分为九州，关中和陇右属于古雍州地界，当时的河挑山民地

区是古羌族、民族和戎族的集聚区，"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 赐支者， (( 禹贡 》

所谓析支者也" 。 析支，即今之甘青交界的河惶一带地区，他们部落众多，名称各异，"不

立群臣 ，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后来随着华夏部族的形成，甘青

二带的羌人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尤其在夏商周时期，羌人的文
化及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羌人得以空前强大，以致推翻了西周政府，并借机进入

了陕西、河南等地 。

① 甜端黯"路论辛店文化"， (文物资料丛刊 ) (9) ，文物 ~M 版社. 1 985 年，第 66-6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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