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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ＺＤＡ１７２）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仁湘曾指出：“（中国）彩陶的繁荣期大致是在距今６５００－４５００年前，延续也有２０００年之久，有些学者为了强调彩陶艺

术的成就，甚至将这个时段径直称为 ‘彩陶时代’。”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页。

②　蒋乐平：《义乌桥头遗址 （考古进行时）》，《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５日。

彩 陶 时 代 与 前 文 明 社 会＊

韩建业

摘　要：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虽然

不是每个流行过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

时代。究其原因，彩陶时代和前文明社会在经济上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彩陶技术和前

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恰好相适应，彩陶的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的社会习俗、宗教观念及艺

术风格亦相适应。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拓开了文明社

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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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彩陶，是指在器坯表面绘彩，然后一次性烧成的陶器。在烧好的陶器表面绘彩的一般

叫彩绘陶。本文所谓 “彩陶时代”指狭义彩陶流行的时代，而 “前文明社会”指文明起源阶段的

社会。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 （见图１）。这是一个颇值得

关注的重要现象，本文拟加以分析。

一

亚欧大陆东半部，仅中国境内有过彩陶时代，①主体在大约公元前７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０００年

之间，对应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

中下游地区，波及西辽河流域。

１．肇始期 （约公元前７０００－前５０００年）。公元前７０００年左右，在浙江的上山文化中就已出

现原始彩陶，②这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如果考虑到长江流域南部和华南地区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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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已有２万年的历史，则上山彩陶的出现就反而显得姗姗来迟。到了约公元前６０００年，以钱塘

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①和渭河－汉水上游的白家文化②为代表的东、西两大彩陶系统初步形成，

前者多色鲜丽、图案复杂，后者崇尚红褐、点染随意，但基本上都为几何纹和符号。

图１　亚欧大陆不同时期彩陶分布示意图③

２．发展期 （约公元前５０００－前４２００年）。基本仍分东、西两大系统，以西系更加发达。西

系以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仰 韶 文 化 半 坡 类 型 最 具 代 表 性，④ 崇 尚 黑 彩，以 直 笔 几 何 纹 为

主，拘谨，舒朗，常见鱼纹、拟人面鱼纹题材；偏东的河北平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则仅有

少量简单红彩，并影响到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东系彩陶以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为

代表，数量较少，黑或红彩，有四分构图内彩，有的题材略似半坡类型的拟人面鱼纹；⑤ 长江中

游的大溪文化初期也有少量彩陶，与长江下游存在较多联系。

３．繁荣期 （约公元前４２００－前３３００年）。西系的弧笔花瓣纹彩陶虽有 “一统天下”之势，

但东系彩陶因素也向西流播，两系趋于融合。花瓣纹彩陶的中心，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仰

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⑥ 彩陶比例和半坡类型相若，⑦ 仍主要为黑彩，构图弧笔旋幻，灵动

活泼，常见鸟纹。花瓣纹彩陶还大范围流布到整个仰韶文化区，西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南

达汉水中游，北到阴山以北；影响则东北至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东至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南达洞庭湖至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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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１９９４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世界地图为底图绘制。

半坡类型彩陶约占全部陶容器的１．４％－８．８３％。参见严文明 《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载 《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

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２０－３４９页。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

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１９７３年第１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庙底沟期彩陶的比例约为４％－８％。参见张鹏程 《仰韶时代彩陶的量化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王仁湘：《史前中 国 的 艺 术 浪 潮———庙 底 沟 文 化 彩 陶 研 究》，文 物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 版；韩 建 业： 《庙 底 沟 时 代 与 “早 期 中

国”》，《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４．变革期 （约公元前３３００－前３０００年）。东衰西盛，晋南、豫西、关中等仰韶文化核心区

彩陶数量逐渐减少，纹样简化，终至基本消失，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已罕见彩陶；仰韶文化

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并分化为不同的地方风格；① 甘青地区彩陶反而更加发达，纹样繁缛，
以至于和仰韶文化有了较大区别，被称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②

有趣的是，彩陶时代的上述四期，恰好对应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上山文化晚期和白家文化已有原始农业；“卦画”、太

阳、对顶三角、箭镞、×等形状的彩陶符号，或许已具特殊含义，与文字的起源当有关系；白家

文化排列较有秩序的 “族葬”，体现祖先崇拜、社会秩序和历史记忆。这说明虽然当时尚处于平

等社会阶段，但文明要素已经涌现，开始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期或新石

器时代晚期早段，在半坡类型出现成组布局、门朝中央广场的环壕聚落，③ 显示对于向心凝聚社

会秩序的强化；④ 半坡类型黑彩带钵上有较多刻划符号，后岗类型有蚌塑龙虎墓，⑤ 可见记录系

统、天文观测、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仰韶文化出现

具有军权象征意义的石钺，⑥ 纪念碑性的彩陶 “鹳鱼钺图”，⑦ 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
数百平方米的大型 “宫殿式”房屋；⑧ 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出现随葬玉石钺等的富有大墓。这

显示战争日益频繁，军事首领地位凸显，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迎来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
彩陶时代的变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早段，仰韶文化有了秦安大地湾⑨、巩义双槐树瑏瑠等大型

中心聚落和大型 “宫殿式”房屋，崧泽文化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墓，瑏瑡 红山文化形成牛河梁大

型宗教中心，瑏瑢 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很多区域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半坡类型的直笔彩陶拘谨有序，而社会崇尚秩序和集体主义；庙底沟类型的

弧笔彩陶旋幻灵动，而社会趋于分化、崇尚威权。彩陶风格和社会形态也正相吻合。
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晚段，除西部地区外，中国大部地区彩陶已基本退

出日常社会，彩陶时代结束；残留的个别彩陶，以及相对更多的彩绘陶，主要用于明 器、祭 器

等。这时期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已经明确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阶段，瑏瑣 黄河和长江

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也都和良渚文化相仿，西辽河流域社会则全面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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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严文明：《马家窑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驳瓦西里耶夫的 “中国文化西来说”》，载 《史

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７－１７１页；谢端琚：《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 安 半 坡———原 始 氏 族 公 社 聚 落 遗 址》，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６３年 版；半 坡

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１１期；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的天文学研

究》，《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西峡老坟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严文明认为河南汝州阎村 “伊川缸”上的 “鹳鱼石斧图”或 “鹳鱼钺图”，可能是白 鹳 氏 族 战 胜 鲢 鱼 氏 族 的 “具 历 史 意 义

的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河 南 一 队 等： 《河 南 灵 宝 西 坡 遗 址１０５号 仰 韶 文 化 房 址》， 《文 物》

２００３年第８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白水县文物旅游局：《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１年

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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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１９８３－２００３年度）》，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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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后，西部甘青宁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更加发达，① 一枝独秀，经历了马

家窑、半山、马厂等不同阶段，② 影响扩展到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新疆东部，并与克什米尔和

中亚南部等地互动交流，形 成 早 期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彩 陶 之 路”。③ 约 公 元 前１９００年 至 公 元 前

５００年之间，在甘青和新疆还存在许多包含彩陶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西部地区这些

彩陶文化的社会，虽然存在一定的贫富分化，有的墓葬随葬上百件陶器，但并未出现大型中心聚

落和王权，社会分化程度有限，基本都属于前文明社会。

二

亚洲大陆西半部，最先在西亚开始出现和流行彩陶，彩陶时代的主体在大约公元前６８００年

至公元前３５００年之间，主要对应有陶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大致也可分为四个时期。和

中国相比，西亚的早期彩陶产生以后，短时期内就比较发达，可谓后来居上。

１．肇始期 （约公元前６８００－前６５００年）。西亚虽然迟至公元前７０００年左右才出现陶器，但

在约公 元 前６８００年 以 后，扎 格 罗 斯 山 地 和 迪 兹 河 流 域 的 古 兰 （Ｇｕｌａｎ）④、乔 加·博 努 特

（Ｃｈｏｇｈａ　Ｂｏｎｕｔ）⑤、耶莫 （Ｊａｒｍｏ）⑥、萨腊卜 （Ｓａｒａｂ）⑦ 等遗址便有了原始彩陶，主要为简单的

几何纹红、褐彩。⑧

２．发展期 （约公元前６５００－前６０００年）。在 伊 朗 西 南 苏 萨 地 区 的 古 苏 西 亚 那 期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ｕｓｉａｎａ），两河流域偏早的哈苏 纳 文 化 （Ｈａｓｓｕｎａ）、萨 马 拉 文 化 （Ｓａｍａｒｒａ），流 行 各 种 题 材 的

红、褐、黑色彩陶。古苏西亚那期彩陶直笔拘谨的风格类似半坡类型，但构图却要细密繁缛得

多，尤其密集平行的直线、斜线、波线图案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动物、人物形象。⑨ 哈苏纳文化

彩陶也是直线元素为主，但构图比较疏朗。瑏瑠 萨马拉文化典型彩陶块体元素增加，复杂而充满韵

律，活泼多样，四分内彩图案最具代表性，流行各种动物题材，充满旋动意象。瑏瑡

３．繁荣期 （约 公 元 前６０００－前４０００年）。伊 朗 西 南 的 苏 西 亚 那 期 早、中、晚 段 和 巴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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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无论生活用品还是随葬品，彩陶器占全部陶容器的比例都在５０％左右。

参见张朋川 《中 国 彩 陶 图 谱》，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严 文 明、张 万 仓 《雁 儿 湾 和 西 坡 山 瓜》，载 《考 古 学 文 化 论 集》
（三），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３１页；李水城 《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０期。

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创刊号）。

Ｊ．Ｍｅｌｄｇａａｒｄ，Ｐ．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ａｎｄ　Ｈ．Ｔｈｒａｎｅ．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ｅｐｅ　Ｇｕｒａｎ，Ｌｕｒｉｓｔａｎ．Ａｃｔ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３４，１９６３，ｐｐ．９８－１３３；

Ｊ．Ｍｅｌｌａａｒｔ，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６５，ｐｐ．５０－５１．
Ａ．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ｏｇｈａ　Ｂｏｎｕｔ，Ｋｈｕｚｅｓｔａｎ，Ｉｒａｎ：Ｓｅａｓｏｎｓ　１９７６／７７，１９７７／７８，ａｎｄ
１９９６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２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３．
Ｒ．Ｍ．Ａｄａｍｓ，Ｔｈｅ　Ｊａｒｍｏ　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Ｖｅｓｓ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Ｚａｇｒｏｓ　Ｆｌａｎｋ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０５），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Ｊ．Ｂｒａｉｄｗｏｏｄ，ｅｔ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８３，

ｐｐ．２０９－２３２．
Ｃ．Ｃ．Ｌａｍ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ｏｖｓｋｙ，Ｊ．Ａ．Ｓａｂｌｏｆｆ，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ｅｎｌｏ　Ｐａｒｋ，ＣＡ：Ｔｈｅ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７９．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０－６３页。

Ｐ．Ｄｅｌｏｕｇａｚ，Ｈ．Ｊ．Ｋａｎｔｏｒ，Ｃｈｏｇａ　Ｍｉｓｈ　Ｖｏｌｕｍｅ　１：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ｖｅ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６１－１９７１（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０１），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９６；Ａ．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Ｃｈｏｇｈａ　Ｍｉｓｈ　ＩＩ：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Ｓｕｓｉａｎａ，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ｒａ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ｉｘ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Ｅｘ－
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８．
Ｓ．Ｌｌｏｙｄ，Ｆ．Ｓａｆａｒ　ａｎｄ　Ｒ．Ｊ．Ｂｒａｉｄｗｏｏｄ，Ｔｅｌｌ　Ｈａｓｓｕ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ｒａ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１９４３ａｎｄ　１９４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Ｎｏ．４，１９４５，ｐｐ．２５５－２８９；Ｒ．Ｍ．Ｍｕｎｃｈａｅｖ，Ｎ．Ｙａ．Ｍｅｒｐｅｒｔ，ａｎｄ
Ｎ．Ｏ．Ｂａｄ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ｊａｒ　Ｖａｌｌｅｙ，１９８０．Ｓｕｍｅｒ　４３，１９８４，ｐｐ．３２－５３；Ｎ．Ｙａ．Ｍｅｒｐｅｒｔ，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ｓｓｕ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Ｎ．Ｙｏｆｆｅｅ，Ｊ．Ｊ．Ｃｌａｒｋ（ｅｄｓ．），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ｏｖｉｅｔ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ｑ，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Ａｒｉｚｏｎａ，１９９３，ｐｐ．１１５－１２７．
Ｊ．Ｍｅｌｌａａｒｔ，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７５．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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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ｋｕｎ）遗存①，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 （Ｈａｌａｆ）②、南部的欧贝德文化 （Ｕｂａｉｄ）③，安纳

托利亚的哈奇纳尔遗存 （Ｈａｃｉｌａｒ）④、堪 哈 桑 遗 存 （Ｃａｎｈａｓａｎ）⑤ 等，盛 行 彩 陶，各 种 大 小、直

弧、纵横不同的纹样灵活组合，复杂多变，弧笔纹样尤其是花瓣纹增多，仍有较多四分构图的内

彩，出现了仅在肩部装饰徽章式花纹的简化彩陶。其中哈拉夫文化彩陶弧线纹增多，流行比较写

实的飞禽、走兽、人物、植物等题材，尤以牛头形象最多。哈奇纳尔文化以大色块元素和图案化

的兽头 （牛头）形象最具特色。

４．衰落期 （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前３５００年）。作为西亚核心区的两河流域进入乌鲁克文化前期，
彩陶已很少见。只是有些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如伊朗高原中北部的锡亚尔克三期 （Ｓｉａｌｋ）⑥、
希萨尔早期 （Ｈｅｓｓａｒ）⑦ 彩陶，构图纵横相间，流行成排成列的动物、人物纹样。

西亚彩陶时代的四期，也大体对应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农业和畜牧业初步发展，流行大乳肥臀的女

性雕像和祭室，出现权杖头、铜器、印章、符号、原始筹码等，已经孕 育 着 神 祇 崇 拜、权 力 象

征、青铜器、文字、商业等早期西方文明的因素，开始了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

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中期，两河流域中南部地区有了灌溉农业⑧和刀、凿等铜工具，偏早阶段哈

苏纳文化的村落有公共陶窑作坊、公共库房和中央广场，和半坡类型的社会类似；偏晚阶段在萨

马拉文化出现带围墙和 “瓮城”的聚落，高度一致的 “品”字形建筑格局，家庭或家族地位开始

凸显，社会等级出现。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偏早的哈

拉夫文化村落内建筑缺乏秩序，氏族社会趋于解体，出现跨村落的宗教区，⑨ 社会复杂化趋势加

强，进入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偏晚的欧贝德文化等出现大量易于制作的收割工具陶镰，农业产

量迅速提高，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出现等级差别，神庙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出土石权杖头、泥质

筹码、原始的泥版文书等，可能已经有了兼具神权和世俗权力的酋邦首领，两河流域南北空前统

一。彩陶时代的衰落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业，农产量大增；村

镇和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聚落层级增多，西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乌鲁克横空出世，瑏瑠 并向

周围急剧扩展影响，社会大范围整合，进入高级酋邦社会。至约公元前３５００年进入乌鲁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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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两河流域发 生 “城 市 革 命”，出 现 城 邦 王 权 和 多 个 以 城 市 为 中 心 的 城 邦 国 家，进 入 文 明

社会。①

受西亚的影响，公元前６０００多年以后在东南欧、东欧、北非、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也都

先后开始出现彩陶。
东欧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 （Ｔｒｉｐｏｌｊｅ－Ｃｕｃｕｔｅｎｉ）有发达的旋纹、花瓣纹彩陶，② 与仰

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近似，流行于约公元前５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之间的

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该文化偏晚阶段出现面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但这些聚

落是有中央广场的环形向心结构，聚落和房屋都只有大小之别而无功能上的显著差异，尚属于前

城市或前文明社会阶段，③ 之后逐渐消融于草原畜牧文化当中。
中亚南部彩陶流行于约公元前６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２５００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

青铜时代早期，从早到晚依次为哲通文化 （Ｊｅｉｔｕｎ，约公元前６０００－前４２００年）的细密平行线

纹彩陶，④ 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 （Ａｎａｕ－Ｎａｍａｚｇａ　Ｉ，约公元前４２００－前３５００年）的粗犷花

瓣纹、折线纹彩陶，⑤ 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 （Ｎａｍａｚｇａ　ＩＩ－ＩＶ，约公元前３５００－前２５００年）的

金字塔纹或锯齿纹彩陶。⑥ 青铜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四期有颇具规模的灌溉农业，出现阿尔丁特

佩 （Ａｌｔｙｎ－Ｄｅｐｅ）、萨拉子目 （Ｓａｒａｚｍ）等初期城市。至青铜时代中期的纳马兹加五期以后彩陶

消失，进入较为繁荣的绿洲城市文明阶段。⑦

北非尼罗河流域彩陶时代约在公元前４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３００年之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涅伽

达一期 （Ｎａｑａｄａ　Ｉ）文化有交叉线纹彩陶，铜石并用时代的涅伽达二期文化有船、树、女人等题

材的装饰彩陶。⑧ 社会则由氏族社会逐渐演变为拥有众多地方性小国诺姆 （Ｎｏｍｅｓ）的前国家社

会，再整合成更大范围的初始国家社会。至约公元前３３００年以后进入涅伽达三期或者 “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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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剑桥古代史》对埃利都 （Ｅｒｉｄｕ）陶器和建筑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尽管在埃利都的底层发现的彩陶在艺术

上高度发达，设计精巧，但最初的建筑物本身却很简单……而当建筑渐趋精巧，在布局上也更趋标准化时，陶器却丧失了

图案丰富的特征，趋向重复，变成类型相对有限的、更加机械而呆板的制品。”参见 ［英］Ｉ．Ｅ．Ｓ．爱德华兹 （Ｉ．Ｅ．Ｓ．Ｅｄ－
ｗａｒｄｚ），Ｃ．Ｊ．嘉德 （Ｃ．Ｊ．Ｇａｄｄ），Ｎ．Ｇ．Ｌ．哈蒙德 （Ｎ．Ｇ．Ｌ．Ｈａｍｍｏｎｄ）等编 《剑桥古代史 （第一卷第一分册）：导论与

史前史》，汪连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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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早期国家时期，彩陶基本消失。①

巴基 斯 坦 西 南 和 印 度 河 流 域，在 约 公 元 前 ４８００ 年 进 入 铜 石 并 用 时 代 的 梅 尔 伽 赫

（Ｍｅｈｒｇａｒｈ）三期以 后，开 始 流 行 动 物、植 物 纹 和 几 何 纹 彩 陶，② 尤 以 巴 基 斯 坦 南 部 的 纳 尔

（Ｎａｌ）阶段彩陶最为复杂繁缛、色彩斑斓。至公元前３千纪前半叶已经出现卡利邦岗ＩＩ（Ｋａｌｉ－
ｂａｎｇａｎ）等原初城市社会。③ 在公元前２６００年左右进入以摩亨佐－达罗 （Ｍｏｈｅｎｊｏ－ｄａｒｏ）和哈

拉帕 （Ｈａｒａｐｐａ）为代表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之后，④ 彩陶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奢华精美，只

是数量减少，或许主要变成宗教祭祀用品。

东南欧爱 琴 海 地 区 从 约 公 元 前６４００年 以 后，就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中 期 的 赛 斯 克 罗 文 化

（Ｓｅｓｋｌｏ）等当中出现折线、三角等直笔几何纹彩陶，后出现旋纹等弧笔彩陶，有了防御设施严

密的卫城，步入前文明社会。⑤ 例外的是，公元前３千纪至前２千纪的青铜时代，基克拉迪文化

（Ｃｙｃｌａｄｉｃ）、克里特文明 （Ｃｒｅｔｅ）和迈锡尼文明 （Ｍｙｃｅｎａｅａｎ）等仍然流行各种动植物、人物等

题材的彩陶，制作愈加精美；公元前１千纪的古希腊彩陶更是精美异常，达到顶峰。⑥

三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大致对应，有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彩陶和前文明社会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

农业生产保证了更稳定的定居生活，为彩陶的制作和使用提供了条件；农业促使人口增加、

技术进步、社会复杂，是文明起源的必要前提。进一步来说，彩陶和农业都离不开土。彩陶多为

泥质陶，所需泥料一般为较细腻的第三纪红土、早期黄土和淤积土，最容易在植被比较稀少的中

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获得；而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主体为黄土、类黄土以及冲积平原地

貌，土壤深厚，水热条件适中，正好适合发展谷物农业。

白家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就主要分布在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黄土地区———黄

土高原，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制作泥质陶所需的第三纪红土和早期黄土，又有适合粟、黍类旱作农

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粟 （黍）作农业保障了该地区彩陶文化数千年的连续发展和文明的起

源。仰韶文化还曾被称为 “黄土的儿 女”所 创 造 的 文 化⑦或 者 “黄 土 高 原 的 产 儿”。⑧ 特 里 波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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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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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库泰尼文化彩陶也基本分布在东欧黄土区，以种植小麦、大麦、黑麦等麦作农业为主。两河

流域、印度河流域彩陶则以有丰厚土壤的冲积平原为基础，有比较发达的麦作农业。
（二）彩陶技术和前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由于易熔黏土的易得和制作的简便，陶器自产生之初就作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用品存在。作为

陶器中特殊的种类，彩陶的彩料主要是赤铁矿、锰矿、磁铁矿、石膏等，比一般陶土难寻，却还

谈不上珍稀；彩陶多是制作较精细的泥质陶，绘彩更需费心费时，对制作技术的要求比一般陶器

要高，但又不像青铜器、玉器那样达到很高的专业化、协作化程度；彩陶陶器本体的颜色多为红

色、红褐色、黄色等，一般需要在陶窑中以开放式的氧化焰气氛烧成，但这类陶窑比半封闭式的

还原焰陶窑要相对简单。这就决定了彩陶当为人类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陶器制作积

累了较多经验之后的产物，但多数情况下还不属于高技术产品，正好与前文明社会阶段的技术水

平相适应。

在文明社会形成期前后这段时间，多数地区彩陶趋于衰落或消亡，但表现方式各有不同。就

中国境内来说，约公元前３３００年，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溪文化晚

期、崧泽文化末期－良渚文化早期，在彩陶极度衰落的同时，出现了轮制陶器技术①、以还原焰

烧制灰陶的技术、窑内渗碳烧制黑陶的技术。轮制陶器坯体更加均匀紧致，标准化程度和制陶效

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灰陶比红陶耐碱性、耐久性更好，黑陶更加坚固，② 烧制灰、黑陶所用的

上部变小的半封闭式窑和 “饮窑封顶”等方法，技术上更为复杂。这样看来，彩陶的消失和灰、

黑陶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技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这些新的制陶技术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风

行于大江南北。而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西王类型等，在彩陶衰落的同时并无轮

制出现，陶器反而变得更加粗陋，仅能从陶窑结构的变化③和灰陶的出现看出至少在烧制技术方

面发生了革新。

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的情况和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近似。在约公

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５００年之间的乌鲁克文化前期，彩陶衰落的同时，两河流域开始流行轮制

陶器，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的陶器生产，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④ 尼罗河流域、中亚南

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是彩陶消失、轮制陶器流行；印度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彩陶大为减

少，轮制陶器流行。与中国境内不同的是，西方这些地区的轮制陶器大部分为红、黄色，少量灰

陶也是浅灰、黄灰色，罕见深灰陶和黑陶，可见仍主要采用氧化焰烧陶。例外的是迈锡尼、古希

腊文化利用快轮拉坯技术制作彩陶。

（三）彩陶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相适应

彩陶多数不仅是普通生活用品，而且是 “新石器时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⑤ 承载着丰富

的信息，具有比一般陶器更突出的界定社会、愉悦民众的功能。进一步来说，彩陶承载的信息比

较笼统和模糊，适合表达某些共同的社会习俗和宗教观念，而不方便传达确切、具体的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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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杰：《关于快轮制陶的新概念、新判断和新理论》，《文物春秋》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李仰松：《从瓦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５期。

庙底沟类型期的陶窑一般为横穴式，窑室底部周边有一圈火孔，窑室 大 体 为 直 筒 状；火 焰 水 平 进 入 窑 室，升 温 速 度 较 慢，

效率较低，形成氧化焰气氛。半坡晚期类型期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期的陶窑变为斜穴式，窑室底部中间部位也开火孔，窑室

下小上大；火焰斜向或接近垂直状进入窑室，升温速度加快，效率变高，形成还原焰气氛。参见宋建忠、薛新民 《宁家坡

陶窑引发的思考》，载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７－２２０页；张明东：《黄河流域

先秦陶窑研究》，载 《古代文明》（第３卷），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５－１４９页。

Ｐ．Ｒ．Ｓ．Ｍｏｏｒｅｙ，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页。



同的彩陶图案和色彩，更容易界 定 “横 向”的 或 “族”一 类 的 社 会 空 间；① 彩 陶 艺 术 的 生 动 绚

烂，更适合抒发广大民众的劳动和生活热情。② 这些都正好与相对平等、崇尚集体、充满热情的

前文明社会相适应。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以文字来传达宗教、贸易、政治、军事等确切信息，以

珍贵物品来界定 “纵向”社会空间或强调上层阶级地位，以更奢华铺张的艺术形式来愉悦精英阶

级，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非精英阶级的审美权利，彩陶自然就趋于衰落甚至消失了。③

中国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西方的古苏西亚那期、哈苏纳文化、哲通文化等，彩陶都以拘谨

的直笔为主，流行致密的平行线纹，显得规矩有序；每种风格的彩陶分布范围都比较有限，多半

只占据大河的一两条支流的范围；社会则崇尚和平、平等、秩序和集体主义。中国的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西方的苏西亚那期、欧贝德文化、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

化等，彩陶都以灵动的弧笔为主，各种纹样组合复杂，显得变幻多端；某些风格的彩陶范围大为

扩展，如庙底沟式彩陶扩展至大半个中国，④ 欧贝德彩陶北扩至几乎整个两河流域；⑤ 社会则趋

于暴力、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庙底沟时代或者欧贝德时代之后，中国中东部地区以磨光黑陶和玉

器等作为强化社会阶级的 “礼器”，这 个 所 谓 的 “玉 器 时 代”⑥ 也 是 文 字 产 生 的 关 键 时 代。⑦ 西

亚、埃及、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等地区以青铜器、黄金、青金石等强调上层阶级地位，进入青

铜时代，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出现。可见亚欧大陆无论东西，彩陶时代衰落基本都伴随着文明社

会兴起。唯一 例 外 的 是 希 腊，精 美 彩 陶 和 其 他 珍 贵 物 品 一 样，成 为 上 流 社 会 追 捧 的 商 品 和 艺

术品。
总之，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虽非每个流行过

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时代。彩陶可谓是前文明

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拓开了文明社会的先河。
（责任编辑：陈炜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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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朋川说：“彩陶艺术是严格的族文化的表现，绝不是陶工个人任意的即兴创 作。所 以 彩 陶 艺 术 随 着 氏 族 社 会 的 衰 亡 而 接

着衰亡。”张朋川：《彩陶艺术纵横谈》，《美术》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李泽厚认为，仰韶彩陶 “还没有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动、活泼、纯朴和天真，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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