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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千纪马家窑文化东向传播的
考古学观察
魏 坚 常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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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iayao culture emerged and fl ourished in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during the 3rd 

millennium BC. Direct cultural interaction ensued between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central-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Majiayao culture when the latter expanded into surrounding areas. Both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share similarities in pottery typology, painted pottery patterns, as well as in dwelling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Majiayao Culture Phase I, such as double-handled ewers, long-necked 
bottles, painted jars with fl ared mouths, dwellings with protruding entrances and double hearths, were also 
found in association with Miaozigou cultural remains. Similarly, Miaozigou culture painted pottery patterns 
were also infl uenced by the Majiayao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Miaozigou culture period, double-handled jars 
with small mouths, pottery typical of the Miaozigou culture, were transmitted into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later evolving into double-handled jars typical of the successor of the Majiayao culture—the Banshan cultur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ed by pottery typology in the Ningxia region suggests that this double-
handled jar is indicativ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entral-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Gansu-Qinghai.

一、马家窑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从一开始就

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密切相关。自安

特生在临洮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并提出六

期说，至夏鼐证明了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遗

址的马家窑文化，中国学者开始逐步取得中

国考古学的话语权，中国史前考古学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马家窑文化分布于中西文

化交流的要道之上，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

热点。马家窑文化的考古发现可以分为三个

公元前三千纪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

化在此产生和发展，并显示出向周边扩张的

强盛态势。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

部地区，东达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

海东北部，南临四川北部，北接宁夏南部。

本文以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

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期研究，并就陶器

器形、彩陶纹饰以及遗迹特征等文化内涵的

来源与交流现象做一分析，阐释马家窑文化

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东向传播的动态路径与

原因。

作者：魏坚、常璐，北京市，100872，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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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以前。1923～1924

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进行考古调

查，首次发现了临洮马家窑遗址，他将其称

为“甘肃仰韶文化”，并随后提出了“中国

文化西来说”[1]；20世纪40年代，夏鼐在兰

州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了青岗岔等遗址[2]，

裴文中也在临洮一带进行过考古调查，发现

20余处遗址[3]；1948年，裴文中、贾兰坡等

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做了大量调查。以上

调查与研究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积累了珍贵

的资料[4]。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取得了很多

成果。50年代后期，刘家峡水库区调查，发

现马家窑文化遗址47处[5]；渭河及其支流流

域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62处[6]。

此外还在洮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湟水流域

以及盐锅峡等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至60年

代，甘肃省博物馆公布了157处马家窑文化

遗址[7]。随后，在武山县首次发现石岭下类

型遗存[8]。这一阶段的主要收获是弄清了仰

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相对年

代，并且首次提出了石岭下类型[9]。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展

了更多的发掘工作。在甘肃东乡林家[10]，

宁夏海原曹洼[11]，青海民和阳洼坡[12]、核桃

庄[13]、同德宗日[14]、大通上孙家寨[15]等地发

掘了大量马家窑文化遗址。1978～1995年，

在秦安大地湾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16]。

1981～1990年在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进行了

大规模的发掘[17]。至今，在甘肃地区仍在进

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发掘。这一阶段的收获

是通过对几处遗址大面积的发掘，马家窑文

化的居址及墓葬形态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二、马家窑文化分期

对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研究，是阐释其与

周边文化动态交流的基础。根据典型单位组

合关系、陶器器形、彩陶纹饰特征、房址形

态以及其他遗存特征，可以将马家窑文化分

为四期（图一至图五）。

第一期遗存有石岭下遗址、灰地儿遗

址、吕家坪遗址、傅家门H1、大地湾遗址、

师赵村第3层部分遗存、西坡坬H9及第3层遗

存、隆德凤岭遗址等。

本期泥质红陶最为多见，夹砂红陶、

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数量也较多。纹饰有绳

纹、弦纹、划纹，夹砂陶器多饰附加堆纹。

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瓶、小口双耳罐、

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直口罐

及盂、瓮等。尖底瓶为小喇叭口；平底瓶

口沿还带有重唇口的特征；小口双耳罐为侈

口，高领；壶有长颈喇叭口和矮领喇叭口

两种；曲腹钵一般为敛口；曲腹盆一般为宽

折沿，腹部圆鼓，下腹内收；侈口罐一般为

小束颈；直口罐多为夹砂陶，口部微侈。彩

陶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主要为黑彩，另有

红、白彩，颜色整体比较浅淡，一般在近器

身底部处留有空白；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

点纹、圆圈纹、波浪纹、旋涡纹、圆形十字

纹、黑白格纹、网格纹、鸟纹和动物纹等。

本期彩陶纹饰比较写实，注重细部描绘。

本期房址形态较简单，半地穴式，门

道朝西或朝南，平面为圆形或长方形，面积

较小，一般10平方米左右，地面中央为圆形

单灶，墙壁和居住面一般都经过烧烤。墓葬

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少量彩陶、石

器、骨器等。窑址均为横穴窑。

第二期遗存主要有傅家门第3层、师赵

村第3层部分遗存、林家F19及第5、6层遗

存、西坡坬H10及第4层遗存、塔儿湾F101、

马缨子梁遗址、阳洼坡遗址等。

本期陶器以泥质红陶最多，但泥质灰陶

比重呈上升趋势。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

瓶、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及直

口罐等。尖底瓶为喇叭口，双耳位置偏上；

平底瓶为直口，细长颈；壶有长颈喇叭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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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领喇叭口两种，长颈壶多带双耳；曲腹钵

一般为敛口；曲腹盆一般为宽折沿，肩部圆

鼓，下腹斜收；甑为卷沿，盆形；侈口罐口

沿较第一期更加外敞；直口罐多为侈口，鼓

肩。绳纹、划纹、弦纹及附加堆纹依然较为

多见。彩陶发达，色彩浓重，线条较粗，纹

饰繁缛，器身遍体布满彩绘，除黑彩外，还

有紫红彩与朱红彩，也有少数是黑红两彩相

间兼施的；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纹、圆

圈纹、波浪纹、圆形十字纹、黑白格纹、网

格纹、鸟纹和动物纹等。本期彩陶纹饰多

变，逐渐脱离第一期写实的风格，变得更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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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马家窑文化陶器分期（一）
1.大地湾H836∶6 2.甘谷王家坪遗址出土 3.兰州柳沟遗址出土 4.傅家门H2∶22 5.天水张沟遗址出土 6.
傅家门T37③∶31 7.师赵村T115③∶41 8.林家F19∶11 9.傅家门T28③∶1 10.师赵村T129③∶7 11.傅家
门T36③∶28 12.师赵村T101①∶39 13.师赵村采∶08 14.师赵村T205②∶41 15.雁儿湾H1∶64 16.林家

F21∶5 17.宗日M170∶1 18.五坝山遗址采集 19.王保保城M1∶2

分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尖底瓶 平底瓶
A型 B型

壶

C型
曲腹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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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感。

本期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多

为方形，面积在15平方米左右，出现带门斗

式门道和双连灶。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墓，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彩陶、石

器，葬俗比较简朴。陶窑为横穴窑。

第三期遗存主要有师赵村第2层、西山

坪第4层部分遗存、林家F4及第4层遗存、西

坡坬H3及H11、雁儿湾H1、曹家咀遗址、页

河子遗址等。

本期陶器最多见泥质红陶，泥质灰陶

和夹砂红陶数量也很多，还出现很多夹砂

分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曲腹盆 甑
A型 B型

侈口罐

C型
直口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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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马家窑文化陶器分期（二）
1.大地湾T320②∶16 2.师赵村T113③∶134 3.罗家沟遗址出土 4.蒋家坪遗址出土 5.傅家门H2∶31 6.师赵
村T213③∶100 7.傅家门T1③∶20 8.林家F24∶6 9.师赵村T245③∶1 10.师赵村T213③∶103 11.曹家咀遗
址出土 12.师赵村T208②∶18 13.林家T18④∶2 14.西山坪T11④∶7 15.林家F4∶1 16.林家F16∶25 17.林

家F21∶1 18.五坝山M1∶1 19.脑庄M1∶3 20.林家F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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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陶。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瓶、壶、

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及直口罐等。

尖底瓶底部尖锐；平底瓶为侈口，长颈；

壶一般为喇叭口，长颈，鼓肩，无双耳；曲

腹钵一般为直口，下腹内曲，有双鋬；曲腹

盆一般为宽折沿，腹部圆鼓并加深；甑为直

口，直壁；侈口罐为小束颈，腹部较鼓；直

口罐中腹略鼓，双耳位于最大腹径处。彩陶

纹饰种类较少，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

富于变化，内彩发达；纹饰有条带纹、弧线

圆点纹、波浪纹、黑白格纹、鸟纹等。本期

动植物纹、花卉纹变得图案化，多见几何形

花纹。

本期房址多为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

约15～25平方

米，多带门斗

式门道，一般

为圆形坎灶。

窖穴多为大口

直壁圆形。本

期西坡坬遗址

窑址平面为长

方形，与白道

沟坪马厂文化

窑址相似[18]。

第四期遗

存主要有林家

F21及第3层、

王保保城M1、

五坝山M1、照

壁滩遗址、曹

洼遗址、核桃

庄 M 1 、 脑 庄

M1、上孙家寨

遗址、宗日遗

址等。

本期泥质

陶与夹砂陶并

重，陶质一般

较粗。陶色多橙黄或橙红。陶器器形已经接近

半山文化，例如半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小口高

领双耳壶、单耳大口罐、短颈双耳瓮等，在本

期已经体现出一些初期的特征。主要器形有平

底瓶、小口双耳罐、壶、曲腹钵、曲腹盆、

甑、侈口罐及直口罐等，本期已不见尖底瓶，

新出现了Ⅱ式小口双耳罐。平底瓶为侈口，长

颈，鼓肩，器身变矮；小口双耳罐颈部较长，

鼓腹，双耳位置偏下；壶一般为侈口，长颈，

鼓腹，无双耳；曲腹钵一般为直口，鼓腹；曲

腹盆一般为侈口宽沿，腹部较浅；甑为侈口，

曲腹；侈口罐为束颈，鼓腹，新出现一种侈口

折腹罐，器身较矮；直口罐多为直口，鼓肩，

直腹。彩陶数量增加，纹饰又变得多样，并

分期

一
期

二
期

三
期

四
期

10.林家F16

9.林家F18

5.林家F9 6.阳洼坡F3 7.师赵村Y3 8.傅家门M1

4.师赵村M4
3.师赵村Y22.师赵村F281.傅家门F11

11.师赵村F29 12.核桃庄M1

房址 窑址 墓葬

图三 马家窑文化典型遗迹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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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注重整体性构图，常以红、黑两种线条组成

条带、螺旋、菱形、同心圆等几何形纹饰，并

且常见黑色大圆点；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

纹、圆圈纹、波浪纹、圆形十字纹、网格纹和

鸟纹等。本期彩陶纹饰格式化、几何化的趋势

明显，接近半山文化的彩陶纹饰。

本期发现的房址数量多，除常见的圆

形、方形或长方形外，新出现了吕字形房

址，即连间、隔间建筑，半地穴式，连间屋

和主室均为长方形，前后相连，主室内还隔

有小间，面积约30平方米，主室中央有一圆

形平底灶。圆形或椭圆形窖穴。墓葬新出现

正方形或圆角方形竖穴土坑墓，出现木质葬

具，随葬品明显增加，有彩陶、石器、绿松

分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条带纹 弧边三角与圆点纹 圆圈纹 旋涡纹波浪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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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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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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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分期（一）
1.大地湾T808②∶26 2.傅家门H2∶22 3.甘谷王家坪遗址出土 4.西坡坬T13③ 5.西坡坬T13∶12 6.大地湾T703
②∶46 7.蒋家坪遗址出土 8.师赵村T245③∶1 9.塔儿湾F101∶4 10.傅家门T35③∶15 11.林家F19∶11 
12.林家F24∶6 13.林家F24∶1 14.师赵村采∶08 15.雁儿湾H1∶64 16.雁儿湾H1∶36 17. 五坝山遗址采集 18.王保

保城M1∶6 19.林家T46④ 20.曹洼遗址出土 21.核桃庄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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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饰品等。陶窑为圆形窑室。

由以上分期可见，马家窑文化由早至

晚发展规律为：主要陶器器类由尖底瓶、

重唇口平底瓶、长颈壶等演变为喇叭口尖

底瓶、喇叭口平底瓶、小口双耳罐、曲腹

盆等，第一期器形接近庙底沟文化陶器，

第 四 期 器 形 接 近 半 山 文 化 陶 器 ； 彩 陶 由

流 行 弧 线 圆 点 纹 、 旋 涡 纹 及 较 写 实 的 鸟

纹 、 动 物 纹 等 ， 发 展 为 流 行 条 带 纹 、 圆

圈 纹 、 波 浪 纹 、 圆 形 十 字 纹 及 网 格 纹 等

几何图案纹饰；房址由设圆形单灶、形态较

为简单的圆形、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发展

为带门斗式门道、设双连灶的方形房址，最

后一期出现吕字形房址。马家窑文化没有明

分期

15 16 17
18

13

7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4

圆形十字纹 黑白格纹 网格纹 鸟纹 动物纹

图五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分期（二）
1.杜家台M1 2.渭源遗址出土 3.阳洼坡遗址出土 4.蒋家坪遗址出土 5.甘谷王家坪遗址出土 6.大地湾QDV∶2 
7.傅家门T9③∶36 8.师赵村T129③∶7 9.林家T35⑥ 10.傅家门T36③∶28 11.西坡坬T7② 12.师赵村
T244③∶16 13.林家F4∶1 14.曹家咀遗址出土 15.宗日M170∶1 16.五坝山M1∶1 17.王保保城M1∶5 18.王

保保城M1∶2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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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分区，甘肃东部、中部地区与甘肃西

部、青海地区略有差异。马家窑文化以甘肃

东部及中部为中心，从第一期起便随着人群

的迁徙传播至河西、青海、宁夏以及川西北

等地区，因此陶器器形及彩陶纹饰方面在不

同地区也显示出不同。

三、马家窑文化的东向传播

马家窑文化从第一期

开始，即显示出向外传播

的态势，其陶器器类、器

形，以及彩陶纹饰、遗迹

形态等，与周边同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内蒙

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有

着密切的联系。庙子沟文

化分布在以呼和浩特平原

为中心，北起阴山南麓、

南抵晋陕、东接张北、西

迄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域范

围内，包括黄河大回折的

东北部分、岱海-黄旗海

地区以及大青山南麓地

区。庙子沟文化是在庙底

沟文化的主导因素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区域性考古学

文化。庙子沟文化可划分

为三个区域文化类型，即

庙子沟类型、海生不浪类

型及阿善二期类型。依据

主要器物小口双耳罐、小

口双耳壶、尖底瓶、曲腹

钵及侈口夹砂罐的器形演

变特征，彩陶纹饰的发展

规律以及遗迹形态的演

变，可将庙子沟文化分为

前后相续的三期[19]。

根 据 碳 十 四 测 年 数

据，庙子沟文化第一期与

马家窑文化第一期时代相当，绝对年代为距

今58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第二、三期绝对

年代没有清晰的界限，第二期年代应与庙子

沟文化第二期相当，为距今5300年左右；马

家窑文化第三期可能在距今5000年以上，比

庙子沟文化第三期稍早；而马家窑文化第四

期则比庙子沟文化第三期稍晚，绝对年代为

距今5000～4500年（表一；表二）。

表一       马家窑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表[20]

实验室编号 标本单位 碳十四年代（B.P.） 树轮校正年代（B.C.）

ZK-0186 灰地儿遗址 5140±160 3980～3640

BK-79024 大地湾H201∶20 5140±90 3947～3697

ZK-1224 师赵村T104④ 4740±80 3502～3147

ZK-2775 傅家门T25H1 4635±83 3552～3036

ZK-2679 傅家门T28H2 4504±92 3264～2912

ZK-0523 林家F20 4675±80 3369～3098

ZK-0108 曹家咀遗址 4525±100 3308～2910

BK-75020 蒋家坪T12④ 4500±100 3265～2910

ZK-2261 西山坪T37H13 4455±100 3091～2788

ZK-1223 师赵村T109③ 4420±80 3028～2786

ZK-0521 林家H19 4360±85 2920～2700

ZK-0522 林家F21∶6 4230±95 2882～2504

BK-77013 上孙家寨M375 4450±90 3037～2788

宗日M192 5070±210

宗日M157 5040±120

表二       庙子沟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表[21]

实验室编号 标本单位
碳十四年代

（B.P.）
树轮校正年代（B.C.）

西园H7 5815±74

西园H10 5795±74

ZK-1183 阿善T7④ 5710±74 3760

西园H51 5340±92

ZK-1184 阿善H5 5365±92 3415

ZK-1182 阿善T9④ 4990±159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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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器器形来看，庙子沟文化第一、二期

的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期A型及第二期C型

双耳壶器形相似（图六）。另外，庙子沟文

化自始至终都流行小口双耳罐，形态类似马

家窑文化A型双耳壶，而后者至马家窑文化

第四期才开始大量流行，并延续至马家窑文

化之后的半山文化，成为半山文化的典型器

物。从地理空间来看，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

类型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南流黄河两岸，邻

近宁夏海原地区，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的东

北边缘接近，因此在陶器器形上表现出更多

的过渡性。海生不浪类型有一定数量的小口

双耳罐，口沿外侈，束颈，较之庙子沟类型

小口双耳罐在形态上更接近马家窑文化双耳

壶。而同时期其他地区则不见或少见小口双

耳罐和小口双耳壶（图七）。此外，庙子沟

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均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喇叭

口尖底瓶，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第一期

的尖底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期尖底瓶形态相

似。庙子沟文化的侈口彩陶罐、曲腹盆等器

类也见于马家窑文化（图八）。

从彩陶纹饰来看，庙子沟文化流行绞索

纹，常与网格纹或黑白格纹组合构图，饰于

小口双耳罐口部、颈部及上腹部，显示出独

特而浓厚的本土因素。马家窑文化第一期的

波浪纹与庙子沟文化第一期流行的绞索纹十

分相似，但是自第二期变得更加写实，线条

细密，波幅变长，如同真实的波浪。庙子沟

文化第一期即出现的圆形十字纹，在马家窑

文化第一期也十分流行，二者应是有相互影

响的关系。黑白格纹在两种文化中均比较常

1

3 4

2

图六 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双耳壶
1.大坝沟QDIH74∶1[22] 2.丰镇黄土沟F1∶2[23] 3.兰州

柳沟[24] 4.师赵村T129③∶7[25]

1

3 4

2

图七 庙子沟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半山文化的陶
小口双耳罐、双耳壶

1～2.庙子沟遗址出土[26] 3.宗日M170∶1[27] 4.边家林
遗址出土

1

3
4

2

图八 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侈口
罐、曲腹盆

1～2.庙子沟[28] 3.林家F24∶6 4.榆中麻家寺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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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且处于

整体构图的一

部分，为了填

补空白而饰。

此外二者在早

期均流行庙底

沟文化最常见

的 弧 线 圆 点

纹，二者均包

含 的 黑 白 格

纹、绞索纹和

圆形十字纹，

在庙底沟文化

中也能找到踪

迹（图九）。

总体来说，庙

子沟文化和马

家窑文化各期

彩陶纹饰不甚

相同，有各自

独特的风格，

然而从二者的

早期起便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说明庙子沟

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可能存在着陶器的交换或

交流。

从房址形态来看，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

化普遍存在着开间较小的半地穴式房址，带门

斗式门道和双连灶是二者共有的特征。马家窑

文化第一期房址形态十分简单，均为半地穴式

建筑，平面为圆形或方形，室内设圆形单灶。

第二期开始，以林家遗址为例，带门斗式门道

和双连灶的房子开始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

林家遗址多正方形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门

斗为正方形，朝向西北。室内多设双连灶，前

后灶均为圆形（图一〇，1）。到了第四期，

除常见的圆形、方形或长方形外，林家遗址和

师赵村遗址均新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吕字形房

址。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第一期即出现带

门斗式门道、双灶的房址。以白草塔遗址为

例，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方形，面积

约20平方米。门道大多朝向东南或南，流行带

门斗式门道，门斗为长方形，有的还在门道处

铺垫石板。大部分室内地面设两个灶，前灶一

般为圆形的坑灶，位于地面中央；后灶一般为

长方形地面灶，个别灶周围设坎或围石板（图

一〇，2）。第二期开始大量出现了双连灶房

弧线圆点纹文化 绞索纹 黑白格纹 圆形十字纹 鸟纹

庙
底
沟
文
化

庙
子
沟
文
化

马
家
窑
文
化

10
11

12

13 14

9
876

1
2 3 4 5

图九 庙底沟文化与庙子沟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对比
1.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29] 2.庙底沟A7bT301∶25[30] 3.杏花村采集011 4.夏县西阴村遗址出
土[31] 5.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 6.狐子山C∶6[32] 7.朱开沟Ⅶ区F7004∶16[33] 8.周家壕F5∶2[34] 
9.白草塔F21∶1[35] 10.傅家门H2∶22 11.林家F24∶1 12.渭源遗址出土 13.傅家门T9③∶36 

14.王保保城M1∶2

图一〇 马家窑文化与庙子沟文化的房址
1. 林家 F9 2. 白草塔 F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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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即前后两个圆形的坎灶相连。第三期房址

基本保持了双灶的特征，依然为方形、单间

建筑。

无论是带门斗的门道，还是室内双连

灶，在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均十分流

行，而这种现象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并不常

见。庙子沟文化尤其是海生不浪类型从第一

期即显示出成熟的房址形态，到了第二、三

期基本保持该形态；再之后的阿善三期文化

出现了更先进的带石墙房址。而马家窑文

化房址有一个明显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

程，第一期房址十分简单，第二期出现带门

斗式门道和双连灶的特征，第四期新出现的

吕字形房址不见于庙子沟文化遗址和同时期

其他地区。半山文化基本没有发现居住址。

大地湾F901属于大地湾四期晚段，绝对年代

为距今5000年左右[36]。该房址为多间复合式

地面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室内为

台式灶，居住面为以轻骨料、砂石、料礓石

粉混合而成的类似水泥的地面。大地湾F901

的文化属性还有待确定，但是在甘肃地区仰

韶晚期阶段出现这样的居址，无疑说明该地

区已经出现极为成熟的房屋建筑技术和高度

发达的社会发展程度。

从文化来源看，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

文化均来自于庙底沟文化，二者均是在继承

庙底沟文化基础之上，融入地方特色，逐渐

产生发展起来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从地层

关系来看，瓦家坪、寺坪[37]等遗址清楚地表

明马家窑文化层叠压在庙底沟文化层之上。

马家窑文化的尖底瓶、彩陶曲腹钵、夹砂侈

口罐等器形承袭自庙底沟文化，常见彩陶纹

饰也包含很多庙底沟文化因素，例如弧线三

角和圆点纹、圆形纹、鸟纹等。阳洼坡遗址

第一期的重唇口尖底瓶、敛口钵、折腹盆、

侈口尖底瓶等器形属于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陶

器，并且在第二期中有所发展，两期彩陶纹

饰也有传承关系[38]。1962年发现的武山石岭

下遗址填补了庙底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之间

的缺环——在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地层之下，

还存在一层文化面貌与庙底沟文化更相似的

文化遗存，即石岭下类型[39]。在甘肃临洮、

天水和青海民和等地也同样发现了石岭下类

型地层居于下层庙底沟文化和上层马家窑文

化地层之间[40]。这证明了在甘青地区，庙底

沟文化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文化的

因袭关系。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准格尔旗房塔

沟、棋盘堰[41]、官地[42]，凉城狐子山[43]、王

墓山坡上[44]，清水河白泥窑子J、L、K、D

点[45]，商都章毛勿素[46]等遗址，均发现了庙

底沟文化遗存。庙子沟文化中的喇叭口尖

底瓶、敛口曲腹钵、侈沿曲腹盆、侈沿夹砂

罐、平口夹砂罐等陶器器形，同庙底沟文化

中的小口尖底瓶、直口钵、曲腹彩陶盆、铁

轨式口沿夹砂罐、大口瓮等存在发展演变关

系；庙子沟文化彩陶纹饰常见的弧线圆点纹

也源自庙底沟文化。这说明在庙子沟文化产

生之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受到过庙底沟文

化的影响，并且进而发展成为庙子沟文化。

马家窑文化与庙子沟文化来源相同，

因此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必然表现出诸多相

似之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仅在这

两种文化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则是由于二

者之间存在过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

（图一一）。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在第

一、二期即存在交流。庙子沟文化第一期陶

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二期器形相似，

但马家窑文化双耳壶的彩陶装饰更加成熟，

纹饰繁复而整齐，庙子沟文化双耳壶则十

分朴素，并未施彩。庙子沟文化侈口彩陶罐

等器类也见于马家窑文化。庙子沟文化第一

期出现的圆形十字纹和折线几何纹也与马家

窑文化相似。庙子沟文化从第二期起，彩陶

纹饰发达，内彩和复彩较为普遍。海生不浪

类型的白草塔F21为带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

房址，与马家窑文化第二期林家遗址大量出

现的此类房址形态一致。因此可以看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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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窑文化在第一期就开始影响庙子沟文化，

将双耳壶等陶器器形、彩陶装饰与烧制技术

以及带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房屋建筑技术带

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并且直接传到了较远的

庙子沟类型分布区——岱海-黄旗海地区。

这种传播也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如离甘肃

较近的黄河两岸海生不浪类型、阿善类型，

泥质陶从第一期起明显多于庙子沟类型，带

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房址也仅见于白草塔遗

址。而在宁夏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第一、二期

遗存也发现有长颈壶、侈口彩陶罐。

到了马家窑文化第四期时，又呈现出

受到庙子沟文化影响的态势。庙子沟文化

自始至终都流行的小口双耳罐，形态类似

马家窑文化A型双耳壶，而后者至马家窑文

化第四期才开始大量流行，并延续至马家窑

文化之后的半山文化，成为半山文化的典

型器物。庙子沟文化早期即流行的曲腹盆，

与马家窑文化第四期出现的B型侈口彩陶罐

形态相似。从地理空间来看，海生不浪类型

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南流黄河两岸，邻近宁

夏海原地区，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的东北边

缘接近，因此在陶器器形上表现出更多的过

渡性。海生不浪类型有一定数量的小口双耳

罐，口沿外侈，束颈，较之庙子沟类型小口

双耳罐在形态上更接近马家窑文化双耳壶。

庙子沟文化第三期时，可能有一部分人经过

宁夏地区迁徙至兰州地区，因此马家窑文化

第四期出现庙子沟文化典型陶器，并且在半

山文化时期成为主要器形。宁夏地区马家窑

文化第四期遗址也发现有双耳壶和B型Ⅲ式

侈口彩陶罐，双耳壶形态也处于庙子沟类型

小口双耳罐、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双耳壶之

间的过渡阶段。

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产生交流的

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首先是气候环境

图一一 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交流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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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距今7000～5500年间，中国北方地

区气候处于稳定的暖湿期[47]。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北与半干旱草

原区相接，由于气候适宜，在中原文化影响

下，农耕文化逐渐发展。陇东地区属于半湿

润半干旱气候区，更加适宜农业发展。而到

了距今5500～3000年间，气候出现波动，趋

于湿冷。在接近距今5000年阶段的庙子沟文

化第三期，农耕文化开始衰落，一部分人留

在这一地区，增加狩猎与养畜业的比重以

补农业生产之不足。还有一部分人群开始南

迁，或许在南迁的过程中，将小口双耳罐、

曲腹盆等陶器类型经宁夏带到了甘肃东部，

融入马家窑文化。而此时的甘肃东部和中

部，虽然也经历了气候变冷，但是由于纬度

较低，气候状况较之于内蒙古中南部不至于

让人们放弃原有居住地而迁徙，为了抵御寒

冷，人们改变了经济结构，并且开始建造更

抗寒御风的吕字形房屋，在师赵村第四期和

林家遗址的发现均是如此。

另一方面，马家窑文化在第一期就显示

出强盛的输出态势，将彩陶、房屋构筑方式

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根据有些学者的研

究，由于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经济互动，马家

窑文化彩陶作为葬礼“必需品”需求量极

大，因此出现很多核心生产区，由核心生产

区大量生产彩陶，再输出至周边地区。或许

因为马家窑文化的这种彩陶生产机制，彩陶

作为一种产品逐渐从甘肃中部和东部核心区

传播至宁夏地区，为了寻求更多的消费者，

进一步传播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初步

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马家窑文化据发展演变规律，可

以划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其文化面貌在甘

肃东部、中部地区与甘肃西部、青海地区存

在地域性差异。

第二，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东部和中部为

中心，从第一期起便随着人群的迁徙传播至

河西、青海、宁夏以及川西北等地区，因此

陶器器形及彩陶纹饰方面显示出诸多差异。

第三，马家窑文化在公元前三千纪阶段

的甘青地区产生并强盛发展。在马家窑文化

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有一条重要的路线，即沿

着黄河向东北方向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

文化有过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四，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在聚落

形态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马家窑文化第一期

带门斗式门道的房址即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

偏西的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地区，马家窑文化典

型的双灶特点也存在于庙子沟文化同类房址。

第五，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在陶器

类型、彩陶纹饰等方面存在较多相似性。马

家窑文化第一期的双耳壶、长颈瓶、侈口彩

陶罐以及彩陶纹饰，影响了庙子沟文化的同

类器物。庙子沟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小

口双耳罐又传播到了甘青地区，并发展成为

马家窑文化晚期及之后的半山文化的典型器

物——双耳壶。

第六，宁夏地区作为马家窑文化和庙子

沟文化传播交流的必经之地，其陶器群显示

出明显的过渡地带特色。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

北方游牧与农耕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批

准号14AKG002）资助成果。文中墨线图由郝

晓菲绘制，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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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简介

《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由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文物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本

书为大16开精装本，正文共266页，约45万

字。定价350元。

本报告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3月至2012年7月对汉

成帝延陵陵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

也是西汉帝陵调查勘探系列报告之一。本次

工作确定了延陵陵区的陵园与陪葬墓范围，

廓清了陵园的范围、形制、规模、布局等，

探明了帝陵陵园、后陵陵园、祔葬墓、外藏

坑、陪葬墓、建筑遗址、陵区道路的分布

状况与保存现状，分析了延陵特殊形制的成

因，对陵庙、寝园、园寺吏舍、夫人居址等

建筑的分布加以推测。本报告为西汉帝陵的

研究与大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伊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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