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丝绸古道的泾川县，自古以来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重镇，境内佛教文化

遗存丰富。呈东西走向的泾河川道，是古代丝绸贸易的重要驿站，也是佛教文化和

僧侣东行进入古都长安的必经之地，在泾川，沿泾河南北两岸存留众多石窟、石龛，

且呈现出连绵相接的“长廊”之势，形成了一条依河而居的石窟长廊。

（一）

“百里石窟长廊”西起泾河汭水交汇处的泾

川王母宫（回山）山下的王母宫石窟、南石窟寺，

向东延伸至“泾川智人化石沟”——白家太山寺

石窟及沿川石崖上的石窟群。

这些石窟或高悬在石壁上，或盘踞在红砂

岩上。掩映在泾河川石岩下，时隐时现，或断或

连，或群居或散居。累计一百余里，在泾河两岸

崖壁上呈“非”字形分布。这在我国石窟创建中

不可多见，被学术界称为“百里石窟长廊”。“百

里石窟长廊”，是泾川境内沿泾河两岸分布的石

窟集群的总称，是泾川县重要的佛教文化遗存。

据 2020年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数据显

示，长廊现存 13处石窟（群），窟龛 360个，主要以

王母宫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罗汉洞石窟群、丈

八寺石窟群、凤凰沟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为主。

其中始凿于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8年）的王母宫石

窟和始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 510年）的南石窟

寺，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汉洞石窟、丈

八寺石窟、蒋家坪石窟群、韩家沟石窟、千佛崖石窟、

太山寺石窟等6处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百里石窟长廊”主要开凿于北魏年间，后

世多有新开洞窟并持续在修复，因其石窟多开

凿于泾河两岸的红砂岩壁上，质地相对松软，风

化、毁坏严重，现存有造像 450 余尊，壁画总合

计 470 多平方米。

如今，大部分石窟中造像虽已面目全非，残

缺不全，彩绘、壁画斑斑驳驳，但它们的存在印

证了佛教文化在泾川地域起始之早、盛况之大，

影响之久远。

（二）

西出泾川县城，在泾河汭水交汇处，有一座挺

拔苍翠之山——泾川回山，因其山上建有西王母

祖庙王母宫，其山脚下的石窟被称为王母宫石窟，

也称“千佛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开凿

于北魏太和年间，是一座中心塔柱式佛教石窟。

王母宫石窟依山开凿、略呈长方形，形若

“凹”，高 12 米，宽 12.6 米，深 8 米。窟内造像分

三层，中间有方体塔柱，直连窟顶，中心柱及三面

窟壁均有石雕佛像，有千佛、力士、菩萨以及驮宝

塔的白象，多为北魏作品；中心塔柱是王母宫石

窟遗存的精华，宽 7米，深 7.6米，分两层，四面造

像，由八角柱分隔；龛内为圆拱形，内塑主像组合

以一佛二菩萨、释迦多宝对坐为主，现存石造像

200多尊，龛外浮雕有大量的佛传、本生故事。

这处佛窟设计宏大，造像生动、栩栩如生，

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精湛的艺术创造才

华，是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窟外为清代重修

的依山楼阁，与洞窟浑然一体，结构严谨，巧夺

天工。苍松翠柏掩映，蔚为壮观。

王母宫山犹如一座美丽的金字塔，屹立在

泾河汭水之畔，向人们展示着雄伟高峻的魅力。

（三）

在泾川泾河北岸，城关镇蒋家村境内北山

有一处著名的石窟寺——南石窟寺。因其与庆

阳的北石窟属同年开凿，且艺术风格相同，并称

陇上姊妹窟，号称“陇上石窟双明珠”。

北魏永平三年，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工督建

南石窟寺。南石窟开凿于白垩纪沉积红砂岩

上，坐北向南，现存 5 个洞窟，1 号东大窟和 4 号

西小窟仅存造像，窟门两侧分别开凿有长方形

神龛，龛内雕有掌管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

1 号东大窟窟顶为覆斗形，下为长方形，窟

高 11 米，宽 l8 米，深 13 米，方形窟门，前壁门顶

上开有方形明窗，窟内正壁及左右壁台基上有

高 7 米的 7 尊立佛，7 佛右手上举，左手下垂，头

饰螺髻，高鼻大耳，面部丰满，长衣垂膝，神态庄

严安详；每尊立佛两侧均有 2 尊胁侍菩萨，共 14

尊，高约 3.5 米，胁侍菩萨宝冠长裙，体形修长略

曲，俊美婀娜。前壁门两侧各有 1 尊弥勒菩萨，

高 5 米，神情自如，安详庄重。

窟顶残存佛传故事浮雕。其刀法纯熟精

致，线条流畅生动，画面妙趣横生，这些遗存是

北魏石刻艺术的精品，展示了 1500 多年前能工

巧匠们的高超技艺。

4号窟为中型方窟，两侧分排雕有 16尊罗汉

像、8尊菩萨像、6尊力士像，正中为 3尊菩萨像，均

为石胎泥塑，分别为唐代和晚清时期的造像风

格。窟内还存有几个唐代小龛，石质皆已风化，造

像剥蚀不清，当初风采已为多次泥塑彩绘所遮掩。

现存的《南石窟寺之碑》为开窟之遗物，碑额阳

文隶书，笔法朴茂，为珍贵的书法精品。从南石窟碑

文看，奚康生当年不只开凿了洞窟，还建起了香火旺

盛的寺院。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禅房、围墙早已

颓败在荒烟蔓草中。现已修建起古色古香的山门和

别具寺院风格的亭榭廊房，让其重放异彩。

（四）

长廊区域内还存留有罗汉洞石窟、丈八寺

石窟、韩家沟石窟、千佛崖石窟、蒋家坪石窟群、

南石崖石窟、凤凰沟石窟等石窟，这些石窟对研

究历代石窟营造方式和石窟形制都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及学术价值。

位于“百里石窟长廊”沿线的大云寺，雄踞

城北共池村，与天下王母第一宫遥遥相望，临泾

河依虎山。大云寺遗址先后三次出土舍利，曾

出土五套重函（金棺、银椁、铜匣、琉璃瓶、石

函）、舍利塔基以及精美的佛造像、造像碑、造像

塔等近 300 件珍贵文物。其宏大的规模、独特

的风格，尽显大唐时期佛教文化的繁荣。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

甘肃陇东地区的重要遗存，其规模宏大，体系相

对完整。石窟集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于一

体，多以禅修窟为主，堪称原生态的佛教石窟。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规

模宏大的崖壁禅修之地，蕴含着极高的文化价

值，还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见证。

□ 杨 树

林家遗址与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与马家窑文化

11月 8日，意大利返还的 56件中

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其中不乏

多件马家窑文化彩陶。

1924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

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了一处史

前 遗 址 ，命 名 为“ 甘 肃 仰 韶 期 遗

存”。1944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开

启了西北考察之旅，随后将甘肃仰

韶期遗存重新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自此，马家窑文化享誉国内外。

此次回归的彩陶让人们再次认

识了马家窑文化的艺术价值。甘

肃，有哪些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遗

址呢？为何要探寻马家窑文化遗

址 ？ 追 溯 远 古 历 史 ，礼 赞 悠 久 文

明。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

和深入研究，让人们对古老灿烂的

马家窑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马家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百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与研究，有关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成果日趋丰

硕 。 研 究 表 明 ，马 家 窑 文 化 距 今 5300 年 —

4000 年，以制作精美、黑红厚重、图案繁复多

变的彩陶为显著特征，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

的 艺 术 风 格 ，冠 名 史 前 彩 陶 艺 术 之 巅 的 美

称。其脱胎于仰韶文化，著名考古学家严文

明先生早年间将马家窑文化称之为甘肃仰韶

文化，并认为马家窑类型是继承庙底沟类型

在西北地区的继承与发展，在西北广袤的地

区独树一帜，素有“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

之称。马家窑文化分布广泛，以陇西黄土高

原为中心，东至陇东黄土高原，西到河西走廊

和青海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川北高

原。其文化内涵丰富，可根据其文化特质和

地域分布具体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与马

厂四个类型，四个类型各具特色，但又彼此之

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家窑文

化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为我们了

解和探索远古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岭下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陇

西、秦安、天水、武山一带，彩陶以泥质橙黄陶

的罐、壶、瓶最为典型，纹饰图案多为旋纹、变

体鸟纹、鱼纹、圆点、弧边三角、弧线组成的几

何纹和动物纹。

马 家 窑 类 型 遗 存 主 要 分 布 于 兰 州 、临

夏 等 境 内 的 黄 河 沿 岸 地 区 ，彩 陶 以 泥 质 橙

黄 陶 为 主 ，常 见 器 形 有 盆 、瓶 、壶 、葫 芦 罐 、

瓮 等 ，陶 制 细 腻 ，彩 绘 为 黑 彩 ，纹 饰 图 案 主

要有条带纹、圆点纹、漩涡纹、变体鸟纹、弧

线三角纹等。

半山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我省陇西河谷

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区，彩陶

以红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罐、瓶、壶，纹饰图案

常见有黑红彩相间的条带纹、锯齿勾勒成几

何纹饰、象生性纹饰，如漩涡纹、网格纹、圆圈

纹、菱形纹、锯齿纹。

马厂类型遗存分布与半山类型遗存大致

重合，只不过西界更向西，已延伸至河西走

廊、青海地区，彩陶以红陶为主，常见器形 有

罐、瓶、壶、豆、双联罐等，较之半山类型器形

更加瘦长，腹部内收明显，制作技术粗糙。纹

饰图案主要以蛙纹、四大圈纹、三圈纹、折线

三角纹为主，部分陶器表面存在紫红色陶衣。

目前，甘肃省经过正式发掘的马家窑文

化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天水师赵

村、武山傅家门、东乡林家、民乐五坝墓地、青

海乐都柳湾、海原曹洼等。众多遗址的发现，

不仅展现了马家窑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还

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

宗教信仰，通过这些遗址遗迹让我们得以窥

见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为我们深入了解远

古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众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林家遗址作

为马家窑文化代表性遗址，在整个马家窑文

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林家遗址地处甘

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一处

典型的马家窑类型遗址。1977 年—1978 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前身）等单位联合对林家遗址展开首次大规

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 3000 平方米。

清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汉、唐代遗迹共

计 135 处。其中马家窑文化房址 27 处、窑址 3

处、灰坑 98 处，从地层上厘清了林家遗址马家

窑类型存在早、中、晚三期的堆积关系，此外

出土了包含陶、石、骨、铜等各类器物 3000 余

件。其中石器多以板岩、花岗岩、鹅卵石为原

材料，大部分石器通体磨光，表面光滑，使用

痕迹明显，骨器则以动物的肢骨制成，常见有

骨锥、骨针等，其中部分骨针保留针孔，反映

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发现数量较多的陶器，陶色以泥质橙黄

陶为主，表面饰以黑彩，造型独特。其中编

号 为 F16：7 的 文 物 是 一 件 彩 陶 瓮 。 该 件 彩

陶 瓮 高 37 厘米、口径 24.5 厘米，腹部以上饰

黑彩，敛口圆唇、折沿斜腹，双腹耳，肩及耳部

以上，分层绘平行线纹、变体鸟纹、并列的弧

线纹、圆点纹和弧线三角纹组合而成的纹饰，

整体工艺精湛、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和观赏价值。

编号 H55：34的文物是一件外附四个角状

钮的四钮罐，造型独特，较为罕见。此件文物

高 31 厘米、口径 15 厘米，敛口、斜肩、深鼓腹、

双腹耳、平底，口沿外饰黑色宽带彩，器钮之间

留有柳叶纹底色，肩部平行饰黑色宽带、细条

纹，其下是由纵横交错的细条纹组成的网格状

纹饰，腹部饰连弧并列的条带纹和爪状纹饰。

要特别说明的是遗物中还发现了 1 件青

铜刀，该铜刀长 12.5 厘米，为两块范浇铸而

成，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平整，并且存在镶嵌

木柄的痕迹，经鉴定铜刀是由含锡的青铜冶

炼而成，后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另见铜渣若

干，其意义重大。这件青铜刀的发现预示着

当时人们已经从事铜器冶铸生产活动，同时

为探索早期冶金技术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证

据。但由于发现实物材料较少，学界对于该

时期是否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马家窑时期是

否存在冶金活动一直存在疑问。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炭化谷物大麻子、稷、粟，进一步揭示了 5000

年前后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经济模式，即狩猎、

畜牧与农业并存的复合型经济。

因此，为了更好地、全方位地解决马家窑

文化未解之谜以及探索 5000 年前后西北地

区的文明史，2024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8 年后重新启动对林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

作。本年度清理遗迹丰富，以灰坑为主，另发

现少量房址、窖穴、道路、灶址、窑址等。其中

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平面形状分为方形和

圆形两种，保存较差。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

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三类。此外窑址一

处，破坏严重，仅剩火膛部分。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内涵丰富，按比例高

低依次为陶器、石器与骨器。陶器以泥质橙

黄 陶 和 夹 砂 灰 陶 为 主 ，泥 质 橙 黄 陶 多 见 黑

彩，纹饰有条带纹、圆点纹、变体鸟纹、弧线

三角纹、垂弧纹等。可辨器形有盆、钵、甑、

罐、瓶、壶等，这其中以盆为大宗，其次为钵

和罐。夹砂灰陶常见纹饰有附加堆纹、刻划

纹、压印纹、戳印纹、交错绳纹等，可辨器形

主要为罐。石器主要以砾石、鹅卵石、页岩为

原材料，器形主要为石环、石刀与石凿等。另

外本次发掘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标本，

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生业模

式与古环境复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大 夏 河 流 域 作 为 马 家 窑 文 化 分 布 的 核

心地带，囿于考古学资料的匮乏，一直未受

到 学 界 的 重 点 关 注 。 此 次 林 家 遗 址 重 新 启

动，以及围绕大夏河流域今后开展的一系列

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对于全面探索马家窑

文化，更全面地了解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

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深入揭示马

家窑文化内涵、活化马家窑文化的社会意义，

以及探索早期青铜冶炼及冶金起源问题和构

建大夏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十分重要

的学术意义。

探索过去、连接未来，立足考古发现，不

断探寻中华文明的足迹，马家窑文化研究仍

在持续中。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马家窑类型彩陶瓮 林家遗址出土

马家窑类型彩陶四钮罐 林家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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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安 康彤 周静

丝路遗珍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王母宫石窟塑像

南石窟寺七佛窟
平凉市泾川县百里石窟长廊中的罗汉洞石窟。李亚龙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马家窑文化彩

陶器。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