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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6 年， 河 南 陕 县 庙 底 沟 和 三

里桥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有别于

1954 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的

文化遗存，主要是文化面貌较为单纯的

重唇口尖底瓶、以弧线三角形纹饰为代

表的彩陶等，使得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仰

韶文化内容的庞杂，并对其内涵进行了

重新辨识，将仰韶文化划分为若干类型。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张忠培先生首先

提出了庙底沟文化的概念，之后陕、晋、

豫等省的考古学实践证明，这种提法绝

不是由“类型”到“文化”的简单升级，

而是仰韶文化研究实践及理论认识上的

一个重大进步。也有学者认为 1926 年在

山西夏县西阴村也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

存，因而将这一类型遗存命名为“西阴

文化”。

庙底沟文化处于仰韶时代的中期，

陶器的颜色绝大多数为红色和褐色，还

有少量的橙黄陶和灰陶，陶器的主要器

形有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盆、曲腹钵、

葫芦口平底瓶、夹砂鼓腹罐、敞口罐、釜、

灶、大口小底缸等。陶器装饰方式主要

有线纹、绳纹及彩陶纹饰，也有大量素

面陶器。庙底沟文化彩陶比半坡文化时

期要多，以黑彩为主，也有白彩和红彩，

图案有鸟纹、蛙纹、花瓣纹等。这一时

期的陶器上有的还附着动物形泥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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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的崛起

庙底沟文化分布示意：1. 水

北遗址 2. 黑豆嘴遗址 3. 白

水下河遗址 4. 河津固镇遗

址 5. 上亳遗址 6. 小赵遗址 

7. 班村遗址 8. 三里桥遗址 

9. 西王村遗址 10. 西关堡遗

址 11. 兴乐坊遗址 12. 邓家

庄遗址 13. 北牛遗址 14. 南

殿村遗址 15. 北堡寨遗址 

16. 尹家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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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简单的鸟头、蛙、人物面部形象等。

陶器大多制作精良，基本为手制，也有

部分陶器上有慢轮修整的痕迹。

从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庙底沟文

化主要分布于关中盆地、运城盆地、临

汾盆地、灵宝盆地（平陆芮城谷地）等

地理单元。还有少量遗址分布于以盆地

为中心的外缘，如盆地以北的北山山系、

吕梁山脉、盆地以南的秦岭山地、盆地

以西的甘青地区，盆地以东的垣曲地区

也有少量庙底沟文化遗址分布，从整体

来看，大都属于晋陕盆地带。

农业大发展

晋陕盆地带是全国十大盆地之一，

面积五万余平方公里。盆地四面高山环

绕、地势险要，南部以秦岭山脉连绵横贯，

隔绝南北 ；北部以北山山脉——吕梁山

脉为屏，阻隔了与北方的交通 ；东侧为

太岳山、崤山纵列，作为屏障 ；西部陇

山、汧山隆起，形成一个独立的“新月

形”盆地。在古代交通和武器落后的情

况下，只要坚守四面山岭间的关隘，敌

人是难以攻入的，属于典型的“被山带河、

四塞以为固”，这也是不少帝王选择在此

建都的原因。该区域整体地势较为平坦，

渭河、汾河及南北两侧山系形成了丰富

的河流水系，为农业生产、人类生活提

供了充沛的水源，加之盆地地处暖湿带，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原始农业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

半坡文化时期，鱼化寨等遗址植物

浮选结果表明，盆地内的农业生产类型

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而且秦安大地

湾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当时居于主导地

位的为黍，粟其次。距今 5500 年左右的

庙底沟文化继续坚持半坡文化时期北方

旱作农业中种植粟、黍的传统，但该时

期粟已经取代黍成为主要农作物，高陵

杨官寨粟的数量百分比为 35.81%，黍的

数量百分比仅为 15.27%。关中地区的兴

乐坊、白水下河和扶风案板、豫西地区

的三门峡南郊口和灵宝西坡等遗址的浮

选结果也显示该时期粟居于农作物的主

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新引进了水稻的种

植、生产，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

扶风案板、灵宝西坡等遗址均发现了水

稻遗存或水稻扇形植硅体。农业生产工

具方面，从半坡文化时期以斧为主要生

产工具变为以铲、锄等为主，刀、镰类

收割工具所占比重增加，反映了这一时

期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随着农业的繁荣，剩余粮食的出现

成为一种可能。庙底沟文化诸遗址中发

现了大量大口小底缸，其用途可能就是

储藏粮食，这也可能是人口增加的直接

诱因。杨官寨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成

人墓地总面积达 9 万余平方米，根据目

前 的 发 掘 结 果（5000 平 方 米 内 发 现 394

座墓葬）推测，墓葬可能达数千座，反

映了当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这也促

成了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规模的迅速膨

胀。

聚落大繁荣

大型聚落与环壕的发现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半坡文化时

期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在 2—5 万平方米，

发展到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大聚落规模达

十几万平方米，有些遗址甚至超过百万

平方米，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

超 100 万平方米，潼关南寨子遗址总面

积约 150 万平方米，还有咸阳尹家村 130

万、华县泉护村 93.5 万、夏县辕村 90 万、

灵 宝 北 阳 平 90 万、 汾 阳 峪 道 河 68 万、

扶风案板、高陵马南达 60 万、灵宝西坡

约 40 万、渑池笃忠约 30 万、陕县庙底

沟约 24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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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壕一直是关中地区史前聚落的主

要防御设施，如半坡文化西安半坡、鱼

化寨、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有环壕，

但规格普遍较小，钱耀鹏估测半坡遗址

环壕周长在 600 米左右（包含利用断面

部分），环壕内环绕面积约 2 万平方米。

姜寨遗址揭露面积大，聚落布局清晰，

环壕可分为四段（另说三段），总长度约

270 米， 环 绕 面 积 约 3.36 万 平 方 米。 鱼

化寨遗址的环壕为内外双重结构，内壕

环绕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外壕环绕面积

（残存）约 3 万平方米。发展到庙底沟文

化时期，环壕的规格、体量、环绕面积

都有了巨幅增加。如高陵杨官寨遗址发

现了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环壕，周长

达 1945 米，壕宽 10—15 米、深 3—4.5 米，

环绕面积 24.5 万平方米。2013 年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对扶风案板遗址进行了抢救

发掘，发现的壕沟口宽 13—17 米、底宽

9—11 米、深 3—4 米，探明其是西、北、

东三面挖建壕沟，并结合南侧渭河断面

围合而成，壕沟环绕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西坡遗址南壕沟经解剖发掘，口宽 11—

12.2 米，口至底部深达 5.6—6.4 米。夏县

西阴遗址的壕沟 G1 口宽约 6 米、底宽约

2.8 米、现存深度 4.02 米，另一处还发现

了更宽的壕沟。这一时期环壕的布局也

有改变，半坡文化时期环壕多见圆形布

局，而杨官寨遗址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环

壕南北段平行，东西段对称，呈现基本

对称的布局。

聚落规模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人

类与自然环境、生存环境之间的真实关

系，也是不同聚落、不同团体之间对土

地资源占有权进行争夺的结果，残酷的

战争也变得更加频繁，是社会转变和生

杨官寨遗址环壕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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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塘（灶坑）、葺顶、室内修整和墙面、

地面装饰等。

许 多 学 者 对 这 类 大 房 址 进 行 过 不

同层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它具有多种功

能，如下河遗址 F1 发现了涂红色颜料的

动物骨骼，水北 F1 的墙壁上涂有红色颜

料，可能与某种仪式或宗教有关。宋兆

麟认为这类房子“是母系大家庭的公共

住宅……具有综合的作用，既是公共住

宅，也是公共活动场所”。汪宁生根据民

族学资料，将其用途分为四类：公共住宅、

集会房屋、房子公所或妇女公所、首领

住宅，认为华县泉护村的 F201 与半坡 F1

及姜寨五座大房子功能略同，属于聚会

房屋之类。

总之，这种大型房屋在聚落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早期宫殿建筑的萌

芽，其浩大的工程、精湛娴熟的建造技

术都反映了庙底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繁

荣，也是社会组织形式转变的一个重要

标志。

社会大发展

男性地位的提升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需要充

足的空间来扩展自己的聚落，为争夺土

地、物产、人力等资源的战争一触即发。

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一时期一些灰坑内

埋人的现象，如庙底沟遗址、临汝中山

寨遗址、渑池西河庵遗址、彬县下孟村

遗址、扶风案板遗址等，这些死亡个体

没有被埋入成人墓地，甚至有些人骨还

身首异处。学界认为这些墓主人的身份

普遍比较低下，可能与战争后处理战俘

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和背景下，保护整个

部落的安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以狩猎为主业的男性的作用得到了更全

面的体现，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提

存危机的真实写照。

大型宫殿建筑的出现

特大型房址的发现，是庙底沟文化

聚落高度发展的另一表现。目前发现的

有陕西华县泉护村 F201、白水下河遗址

F1、F2、F3、彬县水北 F1、河南灵宝西

坡 F102、F104、F105、F106 等。 这 些 房

址平面面积远大于同时期的普通房址，

如 下 河 F1 残 存 建 筑 面 积 263.4 平 方 米，

室内面积 217 平方米，复原后的建筑面

积 364.85 平方米，西坡遗址 F105 复原面

积约 372 平方米，水北遗址 F1 总建筑面

积 约 190 平 方 米 , 室 内 面 积 约 125 平 方

米，华县泉护村 F201 居住面东西宽 15 米，

南北残长 4 米，严文明先生从其残存形

状和尺寸，推测其复原面积达 225 平方米。

这些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都经过非常

细致和复杂的建筑工序，如立柱和筑墙、

地面处理和室内柱设置、建造大型门道

白水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房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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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的“陶祖”（陶

塑男性生殖器），制作十分形象。在下集

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同样的陶祖，洪山庙

遗址的三座妇女瓮棺葬具陶缸上彩绘了

三组（6 个）男性生殖器的图案。

近 年 来， 杨 官 寨 遗 址 发 现 了 大 型

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经对墓葬内人骨

DNA 全基因组初步研究，目前已获得的

108 例个体数据显示，墓地内男性 DNA

多样性较低，女性 DNA 多样性极高，且

来源多样 ；墓地内男性与男性之间、男

性与女性之间呈现出非常稳定的遗传现

象，女性与女性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很少。

据此推测男性长期居于本聚落，在社会

生产、生活中起主导地位，而女性多为

周边聚落移居而入，不仅说明“族外婚”

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也反映了男性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

身份、土地、财富的继承符号。

早期礼制的形成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至少

在西周时期就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礼仪

制度。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庙

底沟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礼

制。

首先，这一时期的彩陶不仅在庙底

沟文化核心圈内普遍使用，同时向外传

播，影响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半个中国。

彩陶器形态规范、图案标准，具有十分

特殊、强大的文化穿透力，代表着这些

文化的拥有者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社会认

同。

其次，《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

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

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

方”，是非常完善的祭祀礼制。杨官寨遗

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璧和石琮，

其中石璧由大理石磨制而成，璧呈扁圆

形，中心有一圆孔，外径 16.9 厘米，内

径 5.5—5.9 厘米，肉宽 5.5 厘米、厚 0.6—

1 厘米，残石琮为大理石制作，表面打磨

光滑，截面呈扁状，外方内圆，折角处

残损。一边残长 5.3 厘米、另一边残长 5.9

厘米、厚 1 厘米，是目前所知琮的最早

形态。王炜林认为璧、琮类祭祀礼器应

该起源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并深刻影响

了古代中国某些礼玉器的发展，对研究

后期礼制的起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特殊器物，

杨官寨遗址出土巨型陶祖 洪山庙遗址出土瓮棺葬具，上彩绘男性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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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是实用器物，可能与祭祀或者巫

术有关，是特权阶层在进行大型祭祀活

动时使用的祭祀用器。如陕西高陵杨官

寨遗址发现的镂空人面陶器座，在陶盆

的腹部镂空雕塑成人面的模样，眼睛、

嘴巴中空，眼睛略弯曲、嘴巴微张，俨

然一副微笑的表情，中间是突出的鼻子，

形象十分可爱。该类器物在同时期的考

古发现中极为罕见。山西吉县沟堡遗址

发现一件同类器物，用泥条贴塑出面部

轮廓、柳叶眉毛、高挺的鼻梁、两侧凸

出的颧骨，镂空圆瞪的眼睛和微张的嘴

巴，整体形象显得十分狰狞。宝鸡北首

岭遗址发现的陶塑人面像，整体制作十

分 精 细、 传 神， 具 有 很 强 的 神 秘 色 彩。

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鹰鼎，出土于一

座成年女性墓葬中，又称作鹗鼎、鹗尊。

此器形是原始先民模仿神鹰而制作的，

鼎口位于鹰背中央，双腿粗大与尾羽巧

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将“鼎”

形器物特征与“鹰”的高傲神态特征完

美结合在一起，通体打磨光滑，质感很强，

充满桀骜猛厉的气势，显示出古代艺术

家的大胆想象与精巧设计，更体现了当

时先民丰富的精神追求。

此外在庙底沟文化的多处重要遗址

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迹，如杨官寨遗址

西门址门道两侧环壕内出土了大量完整

陶器，堆积中发现了镂空人面像的陶盆

三件，还有器座镂空成人面的两件陶豆

以及大量的陶鼓形器，我们推测这一区

域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组织祭祀活动的场

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 2002 年发掘时

发现一座平面十分规则的圆形坑 H9，堆

积可分为上下两层，出土完整器物数百

件，仅彩陶就有 202 件，而且这样的灰

坑不止一处。我们认为该类遗迹就是祭

祀活动形成的堆积，出土的各类文化遗

存应当是史前先民在祭祀活动中献祭的

用品。

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璧

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琮

杨官寨遗址出土镂空人面陶盆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

陶塑人头像 华县泉护村 M701 发现的鹰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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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依托于晋陕“新月形”盆地带的优

越自然条件且继承了半坡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农业生产传统新发展起来的庙底沟

文化，大约从公元前 4000 年开始，积极

发展旱作农业，并引进了水稻的种植、

生产技术，出现了大量的大型中心聚落，

发展了大型宫殿类建筑，男性逐渐主导

了社会生产、生活，逐渐形成规范的礼制。

由此，积蓄了充足的力量，开始冲出晋

陕盆地，走向渭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从

考古学材料来看，庙底沟文化以其极具

特征的彩陶和尖底瓶，在这一时期以晋

陕新月形盆地为中心形成一股巨大的彩

陶浪潮，像巨石激起的巨浪一样，向四

周传播开去，对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形成

了强烈的影响，如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

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伊洛郑州地

区的大河村三、四期文化、胶东半岛的

大汶口文化，乃至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

化、四川东北部的同时期文化等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

石 兴 邦 先 生 曾 高 度 概 括 ：“ 中 国 大

地庙底沟文化时期就以彩陶为规范性传

播符号与周边诸氏族部落文化结成了大

的中华原始文化共同体。西至青海，东

至东海，南至长江流域，北至蒙辽地区。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民族与

文化的同一体。其领域之大，文化认同

之广且深，历史影响之深且长久，世界

罕有其比”，形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

中国”。

本文是在《与华相宜·陕西古代彩

陶》书稿中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炜林研究员的

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

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项目批准

号 ：13&ZD099）研究成果。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

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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