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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
三足钵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 

大地湾一期遗 

址。

高 12.5 
厘米，口径27 
厘米。用细泥 

红陶制成。大 

口，圜底，钵下 

有三个实心锥 

形短足。器物 

施彩绘，口沿 

外有一圈红色宽带纹，在此宽带纹下有一片灰斑。外壁表 

面颜色不纯，为红褐色。内壁为灰黑色。造成内外颜色不 

一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烧制陶器的技术很低，尚处于原始 

的草创阶段，掌握火候的技术还不熟练。该三足钵是大地 

湾一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大地湾文化是分布在渭水上 

游的一支距今约八千年的远古文化。是中国境内发现的 

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由于该钵时代久远，因而收藏价 

值很髙0 ,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双耳三足壶 新石器时代早期。1978年出土于河南 
省新郑县裴李岗遗 

址。

高13.9厘米， 

口径6厘米。用细 
泥红陶制成。形状 

为圆口，直颈，圆 

肩.深腹部呈球形， 

圜底，底部附实心 

锥状三短足，足向 

外撇，肩上装饰有 

半月形双系耳，器 

表面磨光。由于长 

期受水侵蚀，器物 

表皮多已剥落，而 

且在颈部有两道裂缝，其中一道裂缝延伸到了陶壶腹部。 

此壶是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之 

一，亦是中国境内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生活用具之一， 

距今约八千年。具有比较髙的收藏价值。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中期。五十年代出土于陕西省西

高17厘米。口径31. 5厘米。用细泥红陶制成。盆 

外壁用黑彩绘成单体鱼纹三尾，构成连续纹饰。鱼为圆 

目，巨口，露齿，扬鳍，反映了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居民同渔 

猎生活的密切关系。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分布广阔，延续 

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文化，半坡类型代表了仰韶文化两千 

年发展史的早期阶段。鱼纹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 

纹饰,大多施绘在盆类的内外壁。有单体，也有复体。有 

写实鱼纹,也有写意鱼纹。还有从鱼纹演变而来的人面鱼 

纹、对顶三角纹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鱼纹，是仰韶文化半 

坡类型居民奉行鱼图腾的证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人面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中期。五十年代出土于陕 

西省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

高16. 5厘米，口径39. 5厘米。盆中绘有黑彩的人面 
纹和鱼纹，对称排列。人面纹外廓为圆形,额的左半部涂 

成黑色，右半部是一黑色半弧形,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当 

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 

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之两耳旁 

的两条小鱼，构成形态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 

像力。人面纹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发髻外有 

鱼的鳍刺形的装饰，显得华丽威武。这种奇特的装束，不 

会是半坡人平时的穿着打扮，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 

动时的化妆形像。至于鱼纹,基本上是写实，但也稍有变 

形，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此器物制 

作精致，彩绘绚丽多彩，巧妙地表达出生活中人鱼紧密联 

系和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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