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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酒泉艺术，包括现酒泉市行政区域内的肃州区、敦煌市、

玉门市 、 金塔县、 瓜州县、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的艺术;也涵盖了嘉峪关市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祁丰区的古代艺术。 这两个地区 历史上属于酒泉文化的范

畴。 嘉峪关地区 1971 年成立省辖嘉峪关市时从酒泉行政区

域中划出;祁丰区 1954 年划归新成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管辖。

酒泉艺术，是中国艺术史的一个辉煌篇章。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酒泉艺术的初创时期 。 先民创造

出许多造型生动的陶器，原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业

已形成。

西汉河西四郡的设立，丝绸之路的畅通，为酒泉艺术的

兴盛创造了条件。 两汉时期的酒泉艺术家怀着一种未曾有过

的喜悦、激动和自豪的心情，运用不同的手段发展了酒泉艺

术。他们或通过务土、砖瓦;或通过雕刻、拿捏;或使用节奏、

曲调;或通过动作、技巧;或用线条、色彩;或用造型、装饰，

抒发出艺术创作者的精神体验，表现出时代的风貌。 绘画、

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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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河西民族冲突的交锋时期，也是民族文化的

交流融合时期。 这一时期，佛教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

地区传播过程中，敦煌、酒泉、武威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

心，形成狭长的佛教塔、窟、寺、庙等分布带。 敦煌莫高窟、

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

殊山石窟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建造的 。 这些石窟一方

面保留了许多提陀罗与印度袜芫罗艺术特征，一方面结合中

国文化传统，融合发展了酒泉艺术。

隋朝建立，结束了三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朝通过

设州并县、发展经济等措施，加快了酒泉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业五年 (609 )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为

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政治的改革、经济的发展、

思想文化的繁荣，推动着艺术活动的迅速发展。 隋朝在短短

的 30 年中，在莫高窟开凿了 95 个洞窟，其中的绘画、雕刻

和彩塑作品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

发展阶段。

盛唐时期的涌泉，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

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也发

展到高峰，呈现出辉煌富丽、豪迈博大的风格。 "安史之乱"

以后，吐蕃乘虚进攻河西，但敦煌作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得到

了吐蕃的保护，并且其壁画艺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 晚唐时期，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义，收复河西地区，

建立归义军政权，涌泉艺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五代与北宋时期，涌泉先后为曹氏归义军、甘 ~'l'l 回鹊所

统治 。 南宋时期，酒泉为西夏政权所统治 。 五代、两宋时期，

酒泉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成就远不及隋唐时期。

蒙元统治酒泉的一百多年间，酒泉音乐、舞蹈不断丰富，

雕塑艺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信奉藏传

佛教，于是藏传佛教的造像一一梵式造像开始兴起。 如敦煌

莫高窟第 18 、 95 等窟的塑像，展现出元代佛教雕塑风格面

貌的丰富性和多方面艺术成就。 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

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

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敦煌莫高窟第 3 窟和第 465 窟

佛教密宗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 但元代莫高窟壁画

在整个敦煌历代石窟艺术中，已属走下坡路阶段。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但为加强边关而在酒

泉修建了大量边墙、 关城，体现了古代建筑艺术之精华;绘

画 、 雕塑和书法逊于前人，落入低谷;工艺美术和戏曲艺术

走向成熟，民间艺术的全面发展，玉器加工 、 工艺品制作工

艺达到较高的水平。

清代的酒泉地方官史，大多爱好书法绘画等艺术，但成

就不高。 清代的音乐方面，雅乐已经名存实亡，民间俗乐则

颇为繁盛。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

乐 、 戏曲音乐继承宋、元、明以来的传统，分支繁衍，品种

越来越多，乐器和器乐也有新的发展。 民间歌曲的流传发展，

对曲艺品种和地方戏曲音乐声腔之形成多样化起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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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清代的曲艺形式繁多，在继承宋、元、明说唱艺术的

基础上，结合民间创造，衍生出新的曲种，如秦腔、眉户、

曲子戏等。 宗教建筑，像肃州的钟楼寺、西峰宝寺、文殊寺、

药王宫，敦煌的西云观等，都表现出本地匠师的高度技巧和

独特风格。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民国时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旧道德，提倡

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社会思潮，逐渐形成了

一场猛烈冲击封建文化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

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化环境之中，平民文学以及以美育宗

教等进步思想对艺术家的创作和表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酒泉艺术全面发展的重要

历史时期。 20 世纪 50 年代，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广泛开展，

音乐、舞蹈、戏剧、美术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酒泉艺术迎来了繁荣的春天。 各类艺

术竞相发展，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明显提高，涌

现出一大批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

纵观数千年来酒泉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

征:一是长于概括，重于传神;二是含蓄典雅，体现了中华

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三是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劲之

风、刚健之骨;四是文化多元、融会贯通，弘扬了中西艺术、

民族艺术的精华。

《酒泉艺术史》是酒泉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从艺术



的起源到 21 世纪酒泉艺术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 全书论述

了各历史时期酒泉绘画、书法、音乐、舞蹈、雕刻、建筑、

工艺等艺术发展状况，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酒泉各民族的

艺术追求、审美趋向和主要成果。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定然

不少，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最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本书综合提炼了历代

有关涌泉艺术研究的优秀成果，重要的观点、结论，采纳了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意见。这也是政府主持编修各类史书

的通行做法。 二是敦煌艺术是酒泉艺术的一个奇花，形式多

样，博大精深。本书主旨是从宏观上展示酒泉艺术发展历程。

因此，对其中的敦煌艺术只能从主要形态、特征方面做一个

概要论述，不可能详尽考证。

编者

2015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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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先秦时期的酒泉艺术

先秦时期，是酒泉原始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阶段。主要艺术形式有:

岩画、陶塑、原始乐器、舞蹈等。 这些早期艺术特色鲜明，是中国

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第一节原始绘画艺术

一、彩陶纹饰

酒泉彩陶形成于新石器时代。 它是一定图案结构经过变化、抽

象化等手法绘制的规则化、定型化图形。 酒泉境内最早的彩陶是马

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其次是四坝文化时期的彩陶。

(一)马家窑文化晚期的彩陶纹饰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

肃省临挑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年代约在距今 435←-4050 年之间。 马

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

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 马家

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巳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

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 彩陶的大量生产，

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

师。 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

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

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根据地层关系和碳 14 测定的年代，考古学界目前一般把马家窑

、

文化分成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分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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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 1 J 

马厂类型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后段的彩陶艺术，因最早发现于

青海省民和县马厂摞而得名 。 马厂类型可分为东、西两区。 东区以

青海乐都县柳湾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于兰州以西及青海东部，此

区后发展为齐家文化;西区沿河西走廊向西北发展，以甘肃省永昌

县鸳鸯池遗址为代表，逐渐演变为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从古浪到

酒泉市肃州区、玉门市、瓜州一带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向西进入新

疆中部。

马厂类型在酒泉境内发掘的遗址有酒泉下河清(发现四坝文化

在上、马厂类型在下的地层叠压关系)、干骨崖(在十余座囚坝文

化基葬的填土中亦发现有马厂类型的彩陶片)、西河滩(遗址包含

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 ，玉门火烧沟(遗址包含

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 四坝文化因素)、玉门沙锅梁和瓜州兔葫

芦遗址等。 同时，在肃州区丰乐红寺村的高疙瘩滩、下河清古坟堆、

丰乐涌泉村大树台子等地也发现有距今 500命-4∞0 年前后的人类聚

落遗址。

马厂类型主要彩陶纹饰有: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

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 三角纹等，其中四大圆圈纹和变体神人

纹为马厂类型的重要特征。 马厂彩陶的绘画特点是:半山彩陶的锯

齿纹被去掉，有的彩陶将红彩直接涂成底色，在底色上以黑色线条

表现图案。 其画法粗矿、豪放、大胆、雄浑，类似于写意画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厂彩陶的绘画是中国写意画的源头。

马厂类型彩陶壶的圆圈纹中，出现了少量的肢节或肢爪纹，这

些是神人纹解体而演绎出的纹样。 彩陶上的神人纹始起于半山类型，

终结于马厂类型晚期，贯穿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始终，相延发展了

五六百年。 神人纹曾被称作蛙纹，其实这只是根据神人纹发展过程

中的某一阶段的形态来命名的。 神人纹的萌生期在半山类型的早、

[1]吴平{青海省氏和县古文化遗存调查} ，载《考古} 1993 年第 3 期 。



中期，这时期的神人纹多是全身，接近人的真实形象但都不画具体

的五官，而以圆圈来表现。 在马厂类型的早、中期，神人纹处于变

体期，神人纹以各种各样的变体形式出现，并且成为马厂类型主要

的彩陶纹样。 有的将头部省略，有的连身子也被省略，只余下分解

开的肢节爪指纹;有的简化成两节的肢爪纹;有的成为涡旋形肢爪纹。

到马厂类型晚期，神人纹进入衰退期。 连续的肢爪纹增多，最后简

化成三角折线纹，仅在关节处残存着爪指。 有的成为四端长着爪指

的十字形或曰字形纹。 这些变体的肢 A 

爪纹已成为一种徽号式纹样。 立革b

随着多种经济的发展，马厂类型 、w

彩陶的器形样式增多，有许多新创和

别致的器形，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新

的图案样式。 如马厂类型的一些彩陶

的造型变得挺直，图案纹样也以直线

为主。 如筒状彩陶杯的腹壁较直，杆

腹上常以几十根至百余根的竖线和横

图 1-1 彩陶蛙纹壶，马厂类型， 线组成回形的网状花纹，画得严密工

故宫陶瓷馆藏 整 ， 一丝不苟。 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

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出现了大量的墨绘符号，一般绘制在器物的下腹

部无纹饰处，常见的有 "0" x "r=巳" "+" "一" 等形状，这

些符号可能是当时一些氏族部落的族徽，也可能是文字的前身。 这

些符号已引起许多学者尤其是文字学家的极大关注，这对破解汉字

的最早起源和文字之谜具有重要意义。

马厂类型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当时生产技术进步

的一个侧面。 而且，从此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马家窑 、

半山、马厂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些彩陶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

的方法制作的， 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 大型器物的颈、

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

上修整成器。 绘彩时，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 3



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 纹饰的线条均匀、整齐、

流畅。~ 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

笔、落笔的痕迹，应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产生

这样的效果6 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 绘制

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

图案的画面若于等分，标出界点，而后

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

从而完成整幅图案。 利用轮盘绘制彩陶

图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

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金塔县金
图 1-2 几何三角纹双耳彩陶

塔镇五星村出土的彩陶双耳罐，高 11 厘
雄，马厂类型， 1987 年会塔
县金塔镇豆豆村出土，全塔 米，口径 12.7 厘米 ， 腹径 14 厘米，敞口，

县博物馆盖在 双肩耳，鼓腹，肩部饰菱格纹，腹部饰

几何三角纹。 器物造型美观，纹饰线条简洁流畅，其造型和纹饰反

映了典型的马厂风格。

(二)四坝文化彩陶纹饰

甘肃地区以影陶为特征的文化，到马厂期已分化为东西两区，

其后东区发展为齐家文化，西区发展为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更多的

吸取了西北潜牧部落的文化特点，呈现出与齐家文化不同的面貌。

酒泉四坝文化的影陶晚于马家窑文化，突出特点是上色极浓，纹饰

凸起。 部分影陶还有陶衣，花纹多为黑色，只有少数为紫红色。 线

条粗细比较均匀，多平行横线、平行竖线以及交错平行斜线等，也

有菱形纹、 变体回纹和网格纹，后几种与齐家文化的彩陶相似，说

明二者有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

囚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

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 它的某些器型和彩绘图案与马家窑文化马厂

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接受了它们的强烈影响。 但三角

形器盖、碑铜制品的大量存在，以及某些其他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

4 如彩陶豆 、方鼎、陶窃、皆有强烈的地方风格。酒泉境内西河滩、火烧沟 、



干骨崖等四坝文化彩陶的器形较小，有便于提携的设着四个系耳的

罐和壶，并有各种样式的单耳器，其中多为饮器。 如 2∞4 年在酒泉

境内发现一件罕见的双口提梁造型的彩陶壶，经甘肃省彩陶研究会

王海东等专家考证，该陶壶属于四坝文化类型。该陶壶为泥质夹沙陶，

高约 18 厘米，直径约 16 厘米。 陶壶腹部扁而鼓圆，上有两个直口，

两直口间有一扁平的提梁，提梁上和腹部均以颜料绘有菱形格纹。

此双口提梁彩陶壶的纹饰比较简单，但造型却非常独特。 一般的四

坝文化类型的彩陶壶多为一个口，而且往往利用腹部的耳把来携带

搬运，但此彩陶壶却独树一帜地拥有两个对称的直口，并以宽扁的

提梁巧妙连接，携带起来非常方便。 整个陶壶造型匀称美观，工艺

精湛，形状独特，实属文物精品。

四坝文化时期的酒泉先民喜爱彩陶艺术，生产的彩陶数量也较

多，在火烧沟墓地发现的彩陶占陶器总数的一半，均施紫红色陶衣，

红彩偏少，色彩浓重，有凸起感，既有烧窑前绘制的，又有出窑后

绘制的，部分彩陶的彩已脱落。 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 、

晰踢纹、回纹和圆点纹等。 彩陶器型有双小耳罐、双大耳罐、 单耳罐 、

四耳罐、 三耳罐、腹耳罐 、 杯、盆、豆、盘、鼎和器盖等多种。 彩

陶纹样多以均匀的直线、斜线、 三角、方块等构成几何形花纹，具

有对称整齐的美;还有以羊、犬等家畜和鹿、晰赐等动物为装饰纹

样者，其中，蜡赐纹及其变体是火烧沟彩陶最具有特点的一种花纹。

彩陶中出现了一批做工精细 、 造型新颖 、 装饰华美的珍品。 如双大

耳折腹彩陶罐，胎薄，制作精巧，花纹华丽，在肩 、 颈及耳面上都

遍饰复线三角、菱块或网格纹。 酒泉干骨崖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的彩

图 1-3 酒泉干骨崖彩陶纹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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