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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仁湘编著的这本《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系统收集整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
庙底沟文化彩陶；探讨了彩陶八大艺术原理；构建了彩陶纹饰分类体系，明确了“大鱼纹”分类系统
；研究了彩陶的象征意义；由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大范围传播，探讨了远古文化认同与文化一统化进程
。

《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是一部艺术考古专著，可供考古、文物、文物鉴赏
、艺术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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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在田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多年，先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西藏队、甘青队、三峡
队、云南队的工作，在边疆作过多次大范围考古调查，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
关注发掘成果的文化解读，推动大众考古学的发展，十多年的尝试有了一些明显收获。
有各类著作近50种，如《拉萨曲贡》、《临潼白家村》、《中国史前文化》、《人之初－华夏远古文
化寻踪》，《饮食与中国文化》、《饮食考古初集》、《往古的滋味——中国古代饮食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饮茶史话》、《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等。

论文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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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庙底沟文化的居住建筑多数仍为半地穴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面建筑，平面有方形
的，也有圆形的。
居址面积较大，立柱开始使用柱础。
墓葬发现不多，成人采用单人仰身直肢葬式，很少有随葬品。
不见多人二次合葬，儿童用瓮棺埋葬，葬具组合较多变化，有的是专门的瓮棺，有的是日用陶器。
庙底沟文化的分布范围，比半坡文化要大一些，典型遗址还有陕西宝鸡福临堡、扶风案板村、华县泉
护村、山西芮城西王村、夏县西阴村、河津固镇和甘肃秦安大地湾等。
在大仰韶系统中，以庙底沟文化的地位最为重要。
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很广，影响很远，其实大仰韶中影响最大最广的阶段，正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学者们近些年所论道的“仰韶时代”，主要指的也正是庙底沟文化时期，这所谓的仰韶时代，可以说
其实就是“庙底沟时代”。
庙底沟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900-前3600年，延续时间虽然并不算太长，只有300年上下，但它的文化
冲击力却显得非常强劲，这种冲击力最集中体现在彩陶的播散上。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一定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传播，彩陶文化的大范围播散，
应当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
彩陶发现：河南西部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最初的发现，应当就是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时间是在1921年。
接着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那是在1926年。
后来的一些比较集中的发现，主要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这
些是20世纪50～80年代史前考古重要的收获。
近些年来也陆续有一些重要发现，也还有相当多的资料未及正式公布。
本书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梳理与研究，主要是以一些重点遗址的发现为依据，它们大多显示有比较准
确的地层年代关系，在进行纹饰的类型学研究时这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一些典型遗址中的重点遗址，我们的叙述将尽可能详细一些，特别是对于有分期意义的材料，将
尽可能做到全面收集。
在这里将大体以现行省区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为序，概括叙述若干重要遗址的发现。
庙底沟文化外围相关典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要单立一节叙述。
其他一些零星的发现，将在后文进行研究时提及，在此不拟细述。
河南地区发现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一带。
出土彩陶较多的比较重要的遗址，在这里要提到的主要有渑池仰韶村、陕县庙底沟和灵宝西坡与北阳
平等处。
这其中有最早发现的资料，也有最新发现的资料，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河南境内的其他相关发现，并人外围文化的发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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