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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大房子”功用的新认识 *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五边形大房子，绘制彩陶，社会复杂化

摘要：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是庙底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功用已有许多学者进行

过研究。本文通过对这类建筑的内部结构、周边遗存及相关因素的重新梳理，认为它很可能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彩

陶制作相关联。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和“华山玫瑰”等具有礼器性质的彩陶基本同生共灭，这种正相关关系的探

索为认识庙底沟文化的聚落结构和史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KEYWORDS: Miaodigou culture, Pentagon big houses, Painted pottery, Society complexity process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subterranean pentagon houses with complex internal structure represent on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Their functions have also been widely discussed by many scholars. Through 
reanalyz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surrounding remains,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this type of buil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idea that those big houses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production of polychrome pottery, the most influential type of 
ceramics at that time. The author highlighted that large-scale subterranean pentagon houses and ceremonial polychrome 
ceramics, such as those with “Huashan rose” motifs, always coexist.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positive correl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settlement structure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and the complexity process of prehistoric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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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仰韶时代典型庙底沟文化的界定，除

传统的标志性陶器重唇口尖底瓶和“花卉纹”

彩陶等特征外，其不断发现的半地穴式五边形

“大房子”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它似乎正在成

为庙底沟文化的一个新标志[1]。

关于仰韶时代的房屋，严文明很早就有过

系统研究，他将考古发现的面积在60～300平方

米的房址称为“大房子”[2]。依后来的考古新

发现看，仰韶时代这种所谓“大房子”出现的

概率和建筑规模的峰值似乎都发生在庙底沟文

化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灵宝西坡、白水

下河、翼城桃园等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就发现

了近20座这种“大房子”，其中河南灵宝西坡

遗址的F105，包括回廊在内整个房址的占地面

积竟达517平方米[3]，白水下河遗址的F1仅室内

面积就达300多平方米[4]。

庙底沟文化的“大房子”除数量多、面积

大以外，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平面形状，这

种平面呈五边形的房子虽早在半坡文化时就初

见端倪[5]，但庙底沟文化时期，其规模更为宏

大，结构更为复杂。

包括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房址在内

的仰韶时代大房子之功能，过去曾有多位学者

进行过研究[6]，我们也曾根据白水下河遗址的考

古发现，对其功能进行过讨论[7]。最近在对这种

建筑的内部结构、周边遗存及相关因素的重新

梳理中发现，它很可能还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

彩陶制作相关联，现就这一认识讨论如下。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编号：13&ZD09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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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房子周边的同时期陶窑与彩陶的烧制

彩陶的烧制离不开陶窑。陶窑不仅是史前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其在聚落中的分

布更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

因此，在仰韶时代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陶窑备

受关注。

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周边有

没有同时期的陶窑，是认识这类建筑功用的一

个重要参照。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一座大

房子周边都一定分布有陶窑，同时受有关遗迹

保存状况及考古工作局限等因素的制约，也不

可能在每一座大房子旁边都能发现或确认与其

同期的陶窑。另，即使是发现且确认了某些陶

窑与大房子年代相当，也很难确定这些陶窑就是

专门烧制彩陶的。但这种梳理无疑是认识庙底沟

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功用的新视角。

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房子最早发现

于陕县庙底沟遗址，当时发现的两座房址F301

和F302面积大约只有40多平方米，严格意义上讲

都够不上所谓的大房子，同时受发掘面积的限

制，在其周边也没有发现与房址相关的陶窑[8]。

2002年，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庙底沟遗

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共发现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窑14座[9]，其中位于T35的

Y2和位于T40的Y10从空间分布看，距离1956年

发掘的F301、F302都不远，它们是否存在某种

关联不得而知。

真正意义上的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

大房子，是1958年首先在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

的[10]。这座编号为F201的房址位于遗址中部的

第III工区，报告称其为正方形房址，实际上其

南墙是由以门道为中轴向外凸出的两段墙体构

成，两墙对称略作“八”字形，使整个房址的

平面呈所谓的五边形。房址坐北朝南，后半部

被破坏，其原有面积可达225平方米左右。房址

南墙保存完好，高达75厘米，在门道内侧有一个

方形操作间，东西宽1.3、南北长1米，深约0.95

米，方形操作间之后即为直径1.13、深达1.3米

的圆形火膛，操作间与火膛底部有一高1.1、宽

0.2～0.4、进深1.2米的狭长火道相连。房址的地

面和墙壁均涂有很厚的草泥，光滑平坦。

泉护村F201周边的主要遗迹除窖穴外，还

在其北部的I工区、南部的II工区发现了大致和

F201同期的7座陶窑[11]，其中距离最近的是I工

区的Y1和Y2，南距F201大约百余米，从空间

分布上看，这些陶窑显然与F201关系不大。但

在1997年的第二次发掘中，在IIT2101内发现的

97Y2，从空间分布看，东距1958年发现的F201

仅几十米[12]，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有

待进一步研究。

庙底沟文化这类大房子真正引起学界关

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一

系列新发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对西坡

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3座面积较大，形状

相近，布局与结构基本相同的庙底沟文化半地

穴式五边形大房子[13]。其后，发掘了占地面积

达517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址F105，该房址以面积

达20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设置

回廊，东侧有一斜坡式门道，其中出土了陶器

座、小蝶、小杯及一件涂有辰砂的石斧等[14]。

2004年，在西坡遗址F105以南约50米处又发现

一座大型房址F106[15]。他们还初步认定西坡遗

址的中部存在一个遗迹稀少的中心广场，广场

四角各有1座大型房址，F105、F106正是其中2

座，门道均指向广场。2011年，对中心广场东

南部的2座房址（编号为F107和F108）进行了发

掘，发现F107是在F108上改建而成的，并将F108

完全叠压。确认了F105、F106和F108等大房址

间的确存在一个中心广场，这几座门道指向中

心广场，凸显了其使用时期在聚落中的重要地

位。发掘者认为，西坡遗址F104、F107从层位

关系看，是在原来大型房址的基础上改建的，

年代可能稍晚，它们在使用时，中心广场或许

已经失去了当时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仍然是西

坡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F107门口东南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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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提供了重要线索。

庙底沟文化这种大房子旁边分布有同时期

陶窑的情况，西坡遗址F107并不是孤例，在陕

西白水下河遗址也见到类似的发现。2010年，

我们在下河遗址的南部边缘发现3座半地穴式五

边形大房子，结构基本相同，均坐北朝南。其

中的F1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室内面积最大的

一座房子，复原后的室内面积达304.5平方米。

F2、F3两座房址位于F1的西部，F2叠压并打破了

F3，应当是在F3基础上重新缩建的一座房子，复

原后的建筑面积约240.6平方米[17]。三座房址南

部大约20余米处现存一条东西向冲沟，在冲沟的

北部断面上残存一座陶窑[18]。当时虽未发掘，但

在陶窑断面堆积中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庙底沟文

个陶窑的周边，除上述三座大房子外再没有其它

房址，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这座陶窑的经营者很

可能是这些大房子的主人。也就是说，烧制彩陶

也是当时下河遗址大房子的功用之一。这或许是

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与

烧制彩陶相关的最为直接的证据了。

以上这些陶窑信息虽然还不足以说明庙底

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一定与烧制彩陶

相关，但对大房子周边这些同期陶窑的梳理，

一定有助于认识大房子的功用。未来在这方面

的田野考古中，首先要观察大房子周边是否有

陶窑，并且仔细判断其与房址本身的关系，尽

可能寻找连接它们之间的路土。其次，要注意

观察大房子是否为彩陶绘制的场所，在大房子

内部寻找与彩陶绘制相关的遗存，如颜料、研

磨盘及其它有机质绘画工具等。由于陶器的易

碎性，当时人们在绘制彩陶时不可能没有残破

品，这些未经烧制的彩绘陶坯残片也很可能就

丢弃在大房子及其周边。同时，还要积极探索

大房子周边的陶窑与聚落中其它陶窑的关系，

研究彩陶尤其是作为礼器的高等级彩陶在烧制

时是否需要使用专门的陶窑等这类技术问题。

图一  西坡遗址 2011 年发掘区总平面图

（改绘自《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图二）

图二  陕西白水下河遗址陶窑出土彩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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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编 号 为 Y 1 的 遗 迹 单

位，但简报在概述2011

年西坡考古的成果时，

没有提及这个遗迹的相

关信息[16]。从简报公布

的2011年发掘总平面图

看 （ 图 一 ） ， Y 1 的 操

作间在南部，而F107的

门 道 也 设 在 南 部 ， 从

F107出来不足10米即可

进 入 Y 1 操 作 间 ， 这 种

布 局 及 Y 1 的 形 制 决 定

了它们很可能属同时期

遗存。如此，这一信息

将 为 认 识 Y 1 可 能 为 陶

窑及F107这种大房子可

能与彩陶等陶器的烧制

化彩陶盆（图

二），彩陶盆

的年代约相当

于泉护村庙底

沟文化三段，

与 三 座 房 址

的年代大致相

当。由于在这



68

考古与文物   2024 年第 3 期

二、大房子周边的大型储水池与彩陶器的制作

陶器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结晶，但这种艺

术结晶的核心却是水，没有水就不可能塑造出

陶器。所以，仰韶时代与制陶相关的遗存经常

发现在聚落边缘临河的地方，在那里淘土、制

坯、烧窑等用水都很方便。如仰韶时代早期的

姜寨聚落、晚期的杨官寨聚落制陶区都设置在

临河处[19]。仰韶时代早期的制陶作坊区具有公

共性，“河边的公共窑场也许是整个聚落的财

产，由胞族公社组织部分陶器的生产”[20]，但

到了仰韶时代中后期，随着部分彩陶礼器功能

的突现及某些陶器的批量化生产，部分制陶工

作逐渐成为了少数人的专利，于是，相关陶器

的作坊区也逐渐被移到了制作者居所的附近。

作坊区远离河边，意味着制陶所需的汲水问题

在当时已经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这特定的

作坊区附近可能存在储水池一类人工设施，所

以，对聚落中诸如储水池这类水利设施的研究

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早对庙底沟文化聚落中的水利设施进行

研究的是灵宝西坡遗址考古。2000年，考古队

在西坡遗址南部发现了一座编号为G1的遗迹，

G1略呈长方形，底部略呈锅底状，中部深达1.5

米，西南—东北向，残宽约10、残长约30米，总

面积约300平方米。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个仰韶时

期的储水池，推测其储水量约300立方米左右，

并且对这种人工储水设施的年代、阻渗等一些具

体问题进行了分析[21]。

2001年，在西坡遗址北区又清理了2个灰

沟。其中，G102形状不甚规整，平面略呈长方

形，长约20、最宽处9.5米，平均深度在0.8米

以上。G103平面形状呈长条形，总长约19、宽

约2.5～9.5米，平均深约1.2米，G103还被仰韶

时期的H122等灰坑打破，打破F105的西部及生

土。两个水池的池壁及底部均有一层光滑的黄

褐色硬壳，硬壳厚1～2厘米，似用阻渗的料礓

砾粉末砸筑而成。发掘者认为这两个沟亦为仰

韶时期蓄水池遗迹，估算其蓄水量分别为150和

130立方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G102、G103

距离F102、F104等大房子都不远，G103打破

F105，东距F104西壁仅1米余，它很可能与F104

为同期遗存。

西坡遗址庙底沟文化水利设施的确认，为

认识当时的聚落结构提供了重要参照。西坡聚

落大房子周边这种相对密集分布的储水池，不

仅解决了大房子的日常生活用水问题，也为在

大房子中从事彩陶等高等级陶器的制作创造了

条件。

西坡遗址大房子周边设置人工储水池的

这种布局，是否就是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

形大房子的一种“标配”，目前还难以确认。

但在大房子周边找人工水利设施，应该是未来

有关庙底沟文化聚落考古的一个方向。反之亦

然，在杨官寨遗址庙底沟聚落环壕的中部，就

曾发现有一个面积达370平方米，深2.8～3.1米

的大型人工储水池[22]，目前在其周边虽然还没

有发现同期的大房子，但从西坡的聚落布局

看，杨官寨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如果存在，

其最大可能会分布在这个水池的附近。

三、大房子内部结构及空间与干坯等制陶流程

从以往制作陶器的流程看，陶器生坯在

成形后一般并不能马上入窑烧制，入窑前还要

经过一个干坯的过程。因为生坯如果不经过干

燥，直接入窑烧制，大量的水分就会在短时间

内消失，陶坯也因此急剧收缩，内部结构会快

速改变，很容易造成陶坯本身的破裂。彩陶的

制作过程可能更为复杂，除了干坯的流程外，

还要经过对陶坯进行修磨、设计图案和施彩等

过程，这些过程都需要合适的空间，庙底沟文

化大房子的内部结构和空间为完成制作彩陶相

关流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火膛是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

子最重要的内部构成，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

几乎所有的这种房址都在正对门道靠近房门处

设置有一个大型火膛，火膛的底端多有一个通



69

庙底沟文化“大房子”功用的新认识

道与火膛的操作间相连。这种形式的火膛基本

上继承了半坡文化，只是庙底沟文化火膛的规

模更大结构更复杂而已。火膛设置在门道的附

近，或许是出于送风排烟的考虑，但这样的设

置，客观上有利于房间内部空气的对流，能使

室内保持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以白水下河遗址F1为例[23]，火膛位于房址

中部偏南正对门道的位置，朝向门道一侧有与

火膛相关的操作间等设施。火膛平面呈圆形，

口大底小，斜壁，平底，口径1.8、底径1.3、深

2米。操作间设在门道北端，北与火膛的火门

相接，长方形，口底基本同大，东西长1.6、南

北宽约1、残深1.5米，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在

其中操作。火门位于火膛与操作间之间，圆角

方形筒状，直通火膛，火门底部南高北低，宽

0.4、进深约0.6米，南端高0.7、北端高0.8米。

火膛的壁面、底部均涂抹一层厚2～3厘米的草

拌泥，经火烧已形成青灰色烧结面。操作间及

火膛内的堆积为松散的青灰色土及草木灰、红

烧土块、石块等，其中火膛的堆积明显可以分

为三层，可见其被长期使用。堆积中出土的陶

片以泥质红陶居多，另有少量彩陶片，为其年

代的判断和大房子功能的分析提供了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考古研究中，

我们习惯于将位于这个位置的烧火遗迹称为

“灶”，但像F1这样直径1.8、深达2米的烧火坑

显然与传统理解的用于炊㸑的“灶”无关。不排

除这种火膛与取暖和举行某种祭祀活动相关，但

这种大而深的火膛最有可能是为了使大房子长期

保持某个需要的温度，为干坯创造条件。

关于干坯，笔者曾经咨询过一些陶艺师，

他们的经验是，陶坯最好在没有风的环境中阴

干，除了避风以外，还需要避光，要让陶坯

里面的水分自行缓慢蒸发，温度也不能忽高

忽低，25度左右的恒温阴干陶坯的效果最好。

干坯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传统制陶业中也有反

映。据汪宁生20世纪80年代对滇西南傣族传统

制陶业的调查，勐海县曼贺等6个村寨傣族居民

在以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器的器坯后，会采取将

其置于屋檐下、“干栏式”房屋下层处阴干及

悬于火膛上的竹架上烘干等方式进行干坯[24]。

我们不知道像白水下河F1这样的大火膛上当时

是否有类似于曼贺村那样的竹架，但F1巨大的

火膛足以使房屋内部保持较高的温度，加之其

避风、避光的环境，都是干坯的理想场所。

干坯需要一定的环境，更需要一定的物理

空间。白水下河F1宽阔平整的地面和室内一圈

内墙上端均可以成为晾置器坯的空间。在西坡

遗址的考古中，就曾经在F104的后墙壁中部上

端发现过一件平置的泥质灰陶盆，说明这种房

子地穴以上部分平整的内墙顶端是可以放置什

物的[25]，那么当然也可以用于晾置陶坯。

庙底沟文化大房子的室内空间不但为干坯

创造了环境，其宽敞程度也非常适合先民们完成

对陶坯的修磨和施绘图案等彩陶制作流程。修磨

陶坯及绘制彩陶诸如刮磨的器具及毛笔等，或许

因其有机质构成的特点，基本上都难以得到保

存，但有一些工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辨认。

我们知道，在姜寨遗址二期的M84中，过

去曾经出土过包括石砚、研磨棒、水杯及颜料

在内的一整套随葬品，发掘者认为其中的曲腹

水杯应是当时专门用于绘彩陶的盛水器[26]。在

西坡墓地M11中曾出土一件曲腹陶钵，这件器

物不论是从形制还是大小看，都与姜寨M84的

水杯相似[27]。如果这种水杯就是当时的绘彩工

具之一，就应注意观察，看半地穴式五边形大

房子中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器物。

另外，过去曾在泉护村F201房址的西南角

及靠近东部南墙中间的地面上各发现过一涂

朱石块[28]。在北阳平遗址的一座坐北朝南的半

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F5中部还发现过一块“磨

石”，其上保留有红色颜料（据北阳平遗址考

古现场会资料）。泉护村石块上的红色颜料可

能是朱砂，而北阳平F5“磨石”上的颜料据说

是辰砂，因为F5地面的涂朱现象与附近西坡遗

址F105等房屋居住面、墙面及柱础坑周围发现

的涂朱现象非常一致，西坡的红色颜料曾经

被鉴定为辰砂[29]。也就是说，北阳平F5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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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与灵宝盆地庙底沟文化这种建筑装饰涂朱

所用的辰砂加工相关，没有与彩陶颜料加工

相关的信息。但这种“磨石”既然可以加工辰

砂，当然也可以加工绘制彩陶所需的矿物质颜

料。在西坡遗址F102火膛的北侧，以前曾发现

过一块略呈长方形的灰白色石块，石块嵌入并

略高于居住面，表面光滑中部下凹，残留有疑

为颜料的红色物质，紧邻石块周围还见零星的

类似物质，当系研磨颜料时撒落而致[30]。这个

发现向我们展现了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

房子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固定设施—颜料加工

设备。从研磨程度看，这种磨石不可能只是为

了向大房子涂朱提供辰砂而设，它一定具有长

期使用和多种加工的性质。这种设施是否与彩

陶颜料的制作相关，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

四、大房子与制作彩陶的正相关及其反映的社

会复杂化

彩陶的制作是制陶技术发展的标志，它不

仅需要密封程度强而窑温较高的条件，还要准

确把握陶系与颜料的色彩知识及具备相当水平

的绘画技能。

早在半坡文化时期，绘制彩陶就成了一

种专门的手艺。在宝鸡北首岭遗址的77M15、

M17、78M3和M162等墓葬中，都曾发现过以

留有颜料痕迹的研磨盘随葬的现象，其中M162

的梯形大理石研磨盘，平面形状很像后世的

“风”字砚，长18、厚4.5厘米，正面有两个凹

窝，大窝略作长方形，小窝呈椭圆形，背面平

坦，一般认为，这种研磨盘与绘制彩陶相关。

在北首岭78M20等墓葬中还发现有以颜料棒

（块）随葬的现象，这种颜料经鉴定是与彩陶

相关的三氧化二铁和石英等[31]。北首岭的这些

墓葬均为单人葬，说明它的主人生前可能是绘

制彩陶的能手。在姜寨遗址同期的M84中，也出

土了类似的随葬品，而且是包括了石砚、研磨

棒、水杯及颜料在内的一整套绘画工具，颜料

经鉴定与北首岭的一样，也是三氧化二铁[32]。

M84是一个埋葬有32人的合葬墓，随葬器物50

余件，绘画工具主要放在一壮年女性（7号人

骨）的脚下，说明在这个家族中，这位女性可

能擅长绘画。

可见，半坡文化时期，渭河盆地彩陶的生

产基本上是由各聚落自行完成的，但聚落内部的

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当时绘制彩陶的能工巧匠。

与渭河盆地毗邻的三门峡盆地，仰韶时代

早期彩陶的生产基本上与半坡文化差不多，也

没有出现由哪一个聚落垄断的情况。据研究，

相当于半坡文化时期，三门峡地区各遗址彩陶

陶坯黏土的成分并不完全一致，显示了其就地

取材的特征。与此同时，各遗址彩陶最常见的

黑彩颜料的化学成分却基本相似，没有哪一个

聚落的彩陶在颜料的配制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

特性[33]。

上述情况显示，至少从彩陶的制作上，黄

河中游地区至半坡文化时期，还看不出聚落之

间存在有等级划分的现象。

这一局面至庙底沟文化时期发生了一些变

化。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聚落的内部，事实上

聚落内部的不平衡现象早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

经出现，如大房子及周边与其相关的遗迹单位

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器物，但明显的变化发生在

庙底沟文化时期。据研究，仰韶时代中期的三

门峡南交口聚落中，彩陶等重要器物多出土于

核心区的大型房屋周围面积较大的灰坑等遗迹

中，说明这一时期的彩陶主要掌握在于大型房

屋内生活的人群手中，这里的彩陶纹样复杂，

除简单的几何图案外，还发现了像生性鸟纹、

复 杂 的 横 扁 “ X ” 形 纹 、 新 月 形 等 纹 饰 。 同

时，在与遗址核心区相关的G2中，出土了石磨

棒和器身带有红色残留物的研磨器等，暗示着

彩陶的生产也是在遗址核心区完成的[34]。大房

子拥有更多彩陶的情况在西坡遗址也有反映，

如西坡的F102仅出土的彩陶盆就达3件之多[35]，

这种对诸如彩陶等珍贵陶器集中占有的情况说

明，在庙底沟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史前聚落内

部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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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不同聚落的彩陶也显

示出了等级的分化。在一些超大的庙底沟文化

聚落中，常常会发现一些普通聚落所罕见的彩

陶，如杨官寨遗址的“龙纹”彩陶盆、钵，泉

护村遗址华丽的彩陶器盖和白衣彩陶盆，大河

村遗址的特大型白衣黑、红彩彩陶盆、桃园遗

址的彩陶瓮等，这些器物均为同时期普通聚落

所罕见。彩陶所显示的聚落间的分化，说明在

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凌驾于其他聚落之上

的高等级聚落，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分化。

聚落间的分化还表现在彩陶的制作技术

上。在对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M176进行发

掘时，在墓主尸骨旁边发现了一块状颜料，经

检测分析其主要成分为赤铁矿，颜料的颗粒度

极其均匀、细微，在颜料中还附着有较大的石

英、碳酸钙等物质，红外光谱和色谱分析发现

颜料中有动物胶类的粘合物。研究认为，这样

的颜料可能经过了煅烧、研磨、筛选、掺和动

物胶凝结成块等一系列的精细加工过程[36]，表

明杨官寨先民已经掌握了更为先进的颜料加工

工艺。在陶器的烧制过程中，颜料的配制往往

需要高超的技能，汪宁生在对云南傣族制陶的

民族学研究中就发现，其中的景洪曼角人的彩

釉器物的配“药”(指制作彩釉)就不是一般制

陶人所能掌握的技术[37]。可见，像杨官寨这样

的庙底沟文化都邑性聚落，在制作彩陶方面很

可能掌握了别的聚落所难以企及的技术。

彩陶的纹饰最初也许只是为了美的追求。

至半坡文化时期，被人格化的鱼类图像和各种

形式的鱼纹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而各种姿态的鸟纹，亦可能是庙底沟人的保护

神。这个时期的具象图形彩陶与自然对象基本

相似或极为相似，具备比较强的可识别性，与

之相应的彩陶虽然已经作为祭器使用了，但它

还没有冲破血缘和文化的束缚，只是在较小的

社会集团中得到认可的一种“礼俗”。“伴随

着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不断积累，具有理性

思考的抽象图形开始介入，在具象图形表现的

过程中，出现了半具象半抽象的图形表现形

式。”[38]鱼、鸟两种图像的拆解组合应该是半

具象半抽象的开始，这种具有明确设计意识的

图形变化，可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远古先民意

识形态及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它很可能是仰

韶时代鱼、鸟两个社会集团联合的一种反映。

庙底沟文化的陶工们“走过了感性与理性表现

相对独立的时代，已经能够根据需要将两者

综合，进行比较自如的设计表现”，“华山玫

瑰”彩陶纹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39]。

彼时，庙底沟文化彩陶终于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

中国的历史舞台。以“华山玫瑰”为代表的规范

的彩陶纹饰在较大范围和不同文化中得以流布，

这种彩陶的流行，宣告中国新石器时代古礼完成

了由祭器向礼器的转化，这种转变，标志着管理

复杂社会古礼的初成，高度一致、统一规范的彩

陶纹饰应该就是这种礼制的体现。

“华山玫瑰”等彩陶礼器的制作，需要制

陶、绘画等技术支撑，更需要具备复杂社会思

维的精英们去设计。在发达的氏族制度下，军

事首领、祭司和工匠三种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

高[40]，他们应该是当时社会精英的主要构成。

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是庙底沟

文化这种类似于哈尼族村寨“寨心”[41]的五边

形半地穴式大房子的主要占据者。这些精英们

虽坐拥聚落中最为显赫的建筑，占据着比氏族其

他成员及家族更为优越的地位，但并没有完全脱

离劳动，他们利用大房子独特的环境，设计绘制

了彩陶的神秘图案，升华了当时建立在血缘纽带

关系下的祭天礼地和祖先崇拜的形式，将庙底沟

社会推向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

针对考古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

形大房子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许多颇具启发性

的认识，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有关

研究并未能很好地将其纳入到聚落的视角中进

行考察[42]。本文对其周边的陶窑、水池及其内

部火膛、地面等设施的分析，目的就是想从聚

落和房子本身的结构等角度，尝试对这种独特

大房子的功能从聚落考古的视角进行审视。庙

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与陶窑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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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格局，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既强调血缘关

系和平等原则，又显示出初步分化的庙底沟文

化社会[43]。

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和“华山玫瑰”等

具有礼器性质的彩陶都是庙底沟文化的突出特

征，它们同生共灭，这种正相关关系为认识中

国早期文明提供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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