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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

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

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

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

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

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

身。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

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

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

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

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南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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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

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

表现得非常充分。 

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

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

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

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

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

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

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

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

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

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

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

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

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

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

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

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



6）。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

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

前便开始形成。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

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

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

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

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

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

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

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

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

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

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

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

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

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

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

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

制较为精细（图11，下）。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

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

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

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

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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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收藏品成为家居装饰热潮   高科技保护文物 

中国最大王妃墓尘封400余年后开放   星巴克事件 

重阳菊酒    文物学会重阳祝寿会   中秋应节食品来历 

为中国文物奔走的70年 

中国书画市场因何辉煌 

山东陈庄西周城址 

新农村建设中古建保护 

红木家具今年达150万元 

古玩交流古玩交流古玩交流古玩交流 

合作伙伴： 

中国文物学会 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 中国收藏家协会 文津书画院 中国黄金投资分析师网 中国工商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 国家文物局 | 北京市文物局 |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 故宫博物院 |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 | 国际友谊博物馆 | 文物出版社 | 中国文物研究所 | 中国文物信息网 | 首都博物馆 

北京文网 |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 新浪网收藏频道 | 新华网收藏频道 | 中新网 | 中都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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