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今5000年前后，
是早期中华文明加速
发展的重要时期。马
家窑文化，就像一抹霞

光，照亮了这片区域的历史，让中华文
明的脉络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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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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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寺洼遗址发现的聚落是
马家窑社会的肌理，那么彩陶则可
能是它的灵魂。黑色的线条在红陶
之上蜿蜒交错，仿佛风在天地间回
旋，亦似流水在山谷间低吟，牵引着
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思索。

然而，马家窑人的艺术创造力
似乎远不止于此。寺洼遗址新出土
的众多陶器展现出全新的造型与纹
饰风格。如其中一件带有“猪鼻”的
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色泽深沉灰
黑如夜，一只鼻子自陶胎中缓缓隆
起，上方的弧形纹理像舒展的眉骨，
又像张开的羽翼，一场古文明的梦
境由此展开。

马家窑人为何如此擅长制陶？
在寺洼遗址内部，考古工作者发现
多个制陶区，并在其中发掘出大量
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
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馆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已
经掌握成熟彩陶制作工艺的马家窑
先民可能已形成专业化的陶工群
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
发展的重要标志。

“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
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
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寺
洼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
说，相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农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马家窑文化
可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
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并逐渐成为
其鲜明的特色。

立于历史的峰峦回首，那一抹
抹绚烂不仅仅只属于这片土地，更
如古老的符号在时光中呢喃，与世
界文明的回声相应和。在彩陶文化
同样繁荣的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
址、中亚的安诺文化遗址，甚至黑海
沿岸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址，
都出土过与马家窑彩陶风格相似的
器物。

这是贸易往来所致？抑或是平
行演化的巧合？目前尚无定论，但
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在丝绸之
路尚未开辟的时代，可能存在一条
更为古老的“彩陶之路”，让欧亚大
陆的先民们以陶器为媒，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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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5000 年前后，是早
期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
时期。马家窑文化，就像一
抹霞光，照亮了这片区域的
历史，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更
加完整。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
农业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
显、宗教色彩浓厚的东部考
古学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
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在
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
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
游的马家窑文化以农业为基
础，同时重视手工业和商业

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显，
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
程度同样较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
的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马家
窑文化考古发现中目前最为
重要的，不仅揭示着马家窑文
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文
化向外拓展的动因提供重要
线索。

韩建业介绍，马家窑文化
在我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以
甘青等地为主体，向南向西远
距离影响到云南、西藏、新疆
等地，奠定着我国西部地区的
史前文化基础。“寺洼遗址的
考古新发现在提醒我们，发
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
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
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关键
原因。”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随着西北地区马家窑文

化逐渐兴起，彩陶愈发精美，
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而在黄
河中下游地区彩陶文化却开
始沉寂。这种反差意味着什
么？是文化上的演化时差，还
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四
川盆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
陶，有的陶土成分竟来自千里
之外的黄河流域。是人口的
迁移，还是商贸的往来？抑或
跨越千里的文明交汇？持续
的考古工作仍在追问。

目前，寺洼遗址的考古工
作仍在进行，考古学家期待在
未来的发掘中还能发现更多
马家窑文化的居住区、墓葬区
等，让中华文明的血肉更加丰
满。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能离
答案更近一步，对文明源头的
探寻更深一步。

文图均据新华社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半山类型陶器。

寺洼遗址“围壕”内侧西北角发掘区。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马家窑类
型泥质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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