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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识举例之二
马家窑彩陶舞蹈纹盆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20世纪初首次发现

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早期彩陶据碳l4

测定距今6000年左右，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

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

宁夏南部。其分布范围广泛，制陶工艺精美。花纹瑰丽富于

动感变化是马家窑彩陶最主要的特征。胎泥为橙红色，以

粗线条的黑彩绘出弧形的长短几何状线条，多见水波纹、

旋涡纹、圈点纹，也有鸟纹、蛙纹、鱼纹、蝌蚪纹等，最为著

名的作品是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出上的马家窑人

物舞蹈纹彩陶盆，盆大口微敛，卷唇翻沿，下腹微收，小平

底。红色陶胎，以黑彩于口沿画弧线圈点纹，内壁粗宽的装

饰带上有三组舞蹈人纹，每组五人，手拉手在跳集体跨步

舞，姿态优美场面热烈，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陶器上描绘的

最早的舞蹈图纹样。(图1)

    此件彩陶舞蹈纹盆的绘画神采飞动，线条流畅，呈宽

带状展开的舞蹈纹展现了周而复始，极富变化与韵律的视

觉效果，作为原始文化的实物例证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弥

足珍贵。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共发

现四件，上述彩陶盆为第一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

件出土于青海同德，同德的彩陶盆所绘人物最多，一组为

11人，另一组为l3人，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图2)第三件发

现于甘肃武威，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图3)第四件是形制特

大的舞蹈纹壶，为甘肃王新村先生私人收藏，壶腹两面中

部各绘一组舞蹈人物，一组3人，另一组2人。(图4)据资深

彩陶专家张朋』Il先生介绍，此壶出土于甘肃永登蒋家坪。

“巫”与“舞”在字源字义上似有联系，许慎《说文解字》阐述

了巫和舞的关系：“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以舞蹈祈求神的降临，是原始巫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上

图3马家窑文化人物舞蹈纹彩陶盆(线图)
1991年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出土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述四件舞蹈纹彩陶都来自黄河北岸的大通河流域，表明史

前这一区域流行的巫风歌舞已经成为先民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石器时代彩陶数量巨大是不争的事实，由于黄河流

域的彩陶文化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分布地区遍及北方数省，

广袤的原野下有数不清的原始部落，其文化遗存的出土实

物亦相当多。在除木、石、树叶之外没有任何可为容器的时

代，若贮存水或剩余食物时，就要依赖于陶器，其遗存数量

巨大是十分正常的，而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以及私人行为

的挖掘至今没有使其穷尽。与瓷器相比，彩陶在民问市场上

还是可以见到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直至tJ20年前，在

民间的交易市场上马家窑彩陶罐比比皆是，而现在大多是

很一般的经过粘补修复的东西，精美器物明显地减少。马家

窑舞蹈纹彩陶由于纹样生动，制作精美，历来受到收藏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