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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陶器是我国传统的实用器具$它产生于上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制作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和传承$而不断

改进&其发展历程$既远且长333早在西周以前$就已经跨入了一个全面的成熟阶段&在该制造领域$窑口众多$产品丰富&

持续推出不同门类的多个系列的器物$在储藏粮食'汲水'贮水'蒸煮食物等方面$发挥了较大功能&尤其是在谷物储藏方面$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多种形态'多种方式$充当了古代种植业经济的运转链条&它是先秦农业文明的一项不可缺少

的内容$属于我国农耕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关键词!先秦!谷物!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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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陶器$是我国古代人类在原始农

业的新石器时代发明创造的$它是远古先民由采集

渔猎经济社会进入农业经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是

伴随着古人的定居和种植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当

时人们在谋求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识支配下$积极

寻找新的材料$以创造一种新型储备设施理念的体

现$是将理念'意识逐步付诸实施的历史结果&

古代陶器制造$是中华民族最早将物理学'化学

知识及其相关技术进行综合实验和应用的代表范

例&是先民对土'水'火三者总体开发并混合利用的

结果&正如,天工开物-所言%陶器$乃.水火既济而

土合&/

*

#

+大概程序是%人们选择粘土$并加水作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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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经过手捏'泥条盘筑或轮制等方法加工成型*

!

+

&

待晒干后置于炉窑$以
D""

3

#"""h

高温焙烧而成&

该器经过火烧$发生质的变化$使之由泥转变为陶$

其强度和硬度皆比入窑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其坯体

密度不大$含有微孔$颇具吸水性$叩之声音沉闷$但

它是储藏农产品的理想器具&可以说$陶器的发明$

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它大大改善了古代社会

的储藏手段和生活条件&多年来出土了不少的先秦

陶器尤其是储谷类器具$非常珍贵$具有很高的文化

价值$属于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一"陶缸"陶瓮

陶器品种$可从其胎体色泽角度划分为灰陶'红

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类别!从用途上还可分为存

储类'饮食类'汲水类等!从器形上又可划分为缸'

盆'罐'釜等&历史上$人们往往习惯将前两种分类

分别与第三种分类结合起来表述$如叫.存储罐/'

.汲水罐/或称.白陶壶/.红陶盆/等等&由此可见$

按器形分类是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方法$由此方法

所定的陶器名词$也是最容易反映陶器信息的概念

性称呼&本文所讲的储谷类陶器$主要为陶缸'陶

盆'陶瓿'陶壶等多种器具&在此$拟就这些陶器功

能用途和保护问题分别进行阐述&

图
#

!

灰陶缸%新石器时代%陕西杨陵杨官寨出土

图
!

!

彩陶缸%新石器时代%河南省汝州阎村出土

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先秦时期的陶缸和陶瓮&

陶缸与陶瓮皆属大型的陶质器具$是古代主打的谷

物存放设施"当然有时也储存酒'水#&分别有采用

轮制'模制'泥条盘筑等几种方法制作而成&有时在

某个地方$会同时存在几种制作方式$如郑州二里岗

遗址出土的一些大口陶缸就是如此*

&

+

&其陶缸形

制$也非一律$从上面看$有侈口"敞口#'直口之别$

从下部看$有平底'圈足底等不同特点&如图
#

是一

个半坡文化的敞口灰陶缸$而图
!

则是仰韶文化直

口彩绘陶缸&就其缸体$也稍有区别$前者为斜壁$

后者基本上是直壁$为桶状&

一般情况下$斜壁者为大口径$器身稍矮一些$

而直壁者$中等口径者多$腹深体高&这既反映了制

作上的不同工艺特点和不同的产品风格$也在功能

和用途上表现出某些差异&前者$斜壁'敞口$直径

大$周身广阔$所装粮食多$容易散发谷物的湿气"利

于持久储存#$且取用方便$重心低器身稳$但其所占

空间大&而后者$深腹体高$既储存量大$又占用空

间小$但其器身较高欠稳$取用不太方便$且在散发

谷物湿气方面不如前者&双方的特点和长处$皆较

明显&

图
&

!

陶瓮%夏代%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下层遗址出土

图
G

!

三足陶瓮%夏代%山西省太原市光社村出土

陶瓮$与陶缸同属一个大的门类$没有太大的

差异$往往很难从本质上予以区分$故人们有时则不

加区别地一律对待之&通常我们将鼓腹者称为瓮$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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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腹者称之为缸&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瓮$

品种不一$既有直口$也有敛口$还有盘口者!既有平

底$又有突底!既有平足$又有三足'多足者&但它们

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333鼓腹$有些带腿的产品腹

部鼓得很大$被称之为蛋形瓮*

G

+

&此种器形$主要出

现在山西省中南部的汾河'漳河流域*

B

+

&此等鼓腹

的陶瓮$虽然看上去不太美观$但很实惠$它蕴涵量

大$所装谷物多&也许$古人的设计'制造宗旨就在

于此$见图
&

'图
G

&

陶缸和陶瓮的功能与用途基本一致$皆是主体

的储粮器具$只是后者的腹部更阔更广而已&陶缸

为大口$一般没有盖$而陶瓮往往要加盖&因为陶瓮

除了存放粮食外还储存米酒$有时甚至要把这种陶

酒瓮移出居室$放入地窖$可保持长久不坏&并且$

陶瓮之口不太大$便于封存&

由于陶缸和陶瓮体形庞大$易破易坏$所以出土

者大多残损$罕有完整器&有时破损残片$相当分

散&如郑州巩义市花地嘴遗址出土的朱砂绘陶瓮$

其碎片散落在遗址附近的两个坑中*

$

+

&这就要求我

们的文博部门及其相关人员$对之认真搜集'修复$

力求再现其原型&

二"陶罐"陶盆

先秦时期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应当是陶

图
B

!

圈足陶罐%新石器时代%广西邕宁县顶蛳山出土

图
$

!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甘肃省临洮县牛头沟出土

图
E

!

羊角耳陶罐%商代%甘肃省临洮寺洼出土

罐$它是民间存放谷物'面粉'饭菜的日常器具&其

形制大体为%大口'大腹'圆体$广肩'平底$有的还带

圈足&罐口形态不一$有平口'直口'弧形口等几种&

有的陶罐有颈$但多为短颈&就胎体看$灰陶较多$

也有白陶'红陶'黑陶等多种&多数陶罐有耳$以备

穿绳提拿移动&有些原始陶罐特别是夏代陶罐上还

印上绳纹$反映出绳与罐的密切关系*

E

+

&与上述陶

缸和陶瓮一样$陶罐有素面的$也有彩绘的$参见图

B

图
$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和山东大汶口遗址出

土的彩陶罐较多$其它地区也曾有一些发现&还有

一种敞口的羊头形陶罐$外形漂亮$便于提拿挪动$

参见图
E

&

一般的古陶罐$多是中小形器物$使用起来灵活

方便&它不象陶缸'陶瓮那样平常放置于一个相对

固定的位置"因其体大而沉重$不易时常移动#$而是

挪动次数稍多$使用频率较高&人们不仅是在居室

使用它$而且还往往用它盛放熟食$给田间地头的劳

动者送饭&饭罐都是选用平口的$因为通常是要加

盖的&

图
D

!

陶盆%新石器时代%湖北荆州出土

在古代$陶盆和陶罐一样$都属于相对定居的农

耕民族经常使用的器具&人们主要是用它来盛放

粟'稻'麦'豆'面粉等食物$并用它来盛饭'盛汤'盛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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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彩陶盆%新石器时代%山东省泰安大汶口出土

水$也往往用它洗手'脸'衣服&陶盆的器形比较简

单%大口'浅腹'直腰"也有少量鼓腹者#'平底&概括

地讲$西周以前的陶盆包括流传到后世的$都以大

口'浅腹为主要特征&因为它除了象陶罐那样盛放

谷物之外$还要供人们和面和做饭用$大口更适应厨

事动作$且盆腹不宜深$否则操作不便&移动陶盆

时$常由人们捧着'端着在室内或室外短距离活动$

一般不承担向外送饭或被远距离提动的职责$故传

统的陶盆大都是没有耳的$见图
D

'图
%

&这类器物$

用途广'使用价值高'制造量大$后世的出土物也很

多&陶盆既有灰'白'黑等素面器$也有彩绘器&有

的彩绘陶盆$画面生动$艺术价值很高$且负载着众

多的文化信息*

D

+

&

与陶罐相比$陶盆体矮$相对稳定$不易倒&但

它除了用以存放食物外$还是厨事操作用具之一$其

碰撞破损的机会也不少&因此$出土的陶盆和陶罐

一样$完整器很少$大多为残破者$有的还往往以碎

片标本的形态出现*

%

+

&寻找收集和拼接这些碎片以

复原器$应当是文博工作者及相关文物爱好者的职

责&尤其是在一些古文化遗址和一些古聚落遗迹

上$古陶标本散落较多$对它进行收藏'研究和复原

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必须引起长期的准备和足够

的重视&

三"陶瓿"陶缶

同陶罐功能相近的还有陶瓿和陶缶&其中$陶

瓿的器形%一般为圆口'短颈'圆腰'广肩'鼓腹"大

肚#'平底&因其为深腹大肚$所以$有的文献称它为

小瓮&陶瓿多为圆形直口$也有少数敞口'卷唇的

"如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西周印纹陶瓿#$参见

图
#"

&

至于陶瓿的用途$主要是存放谷物的$并兼有

储存酱'酒'水的功能&由于陶瓿的基本职能是储

物$通常被放置于某个固定的空间或位置$相对不

动$一般没有被提动并远距离移挪的机会$所以先秦

图
#"

!

陶瓿%新石器时代%浙江省长兴县出土

图
##

!

陶盖缶%新石器时代%江苏省张家港崧泽出土

时期特别是商'周两代陶瓿$基本没有耳$即没有穿

绳提挪的功能&一旦遇到短距离搬动$可直接捧起&

有时为了手捧方便$偶尔会在陶瓿的肩部安上饼形

纽$

#%$B

年于安徽省屯溪市西郊土墩出土的一件西

周印纹陶瓿就是如此&当然$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在考古活动中$也会发现个别的陶瓿

肩部安有耳$以备穿绳$充当陶罐的职能333被用来

承担远距离转运食物"

&

和陶瓿一样鼓腹的器物还有陶缶&陶缶也称作

陶
"

'土缶$貌似坛子&其形制是%圆腰'深腹'大肚'

敛口&它与陶瓿的主要区别就是%口稍小$有时带

盖$参见图
##

&陶缶也是常被用来存放粟'黍'稷等

粮食的&此外$它兼有储存酒'醋的机会比陶瓿稍多

一些$所以$其器口也要稍小一些&因为$小口适于

加盖$小口便于封存$封存利于长久保持酒的醇香&

再者$陶缶或铜缶$还在古代被当作乐器来使用$人

们敲击它时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

+

&若是缶口太大$

则发音不佳&可谓因事而制$因用而造&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目前的博物馆及其有关机

构和个人$对陶瓿'陶缶的收藏不多$相对较少&这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的破坏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可

能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不够$形成分类上的混乱$以至

将陶瓿'陶缶混入陶罐'陶盆的门类当中&收藏是保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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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基础$收藏往往决定保护$希望文博部门和相关

个人注意征集收藏此类物品$并加以良好的保存和

护卫&

四"陶壶"陶豆

在上古的储物陶器中$陶壶也是重要的一员&

其器形一般为%高颈'直口或敞口'深腹'平足"也有

圈足#$参见图
#!

'图
#&

&陶壶多为圆形者$也有少

数方形器&对之$文献称%壶为.礼器$腹方口圆曰

壶$反之曰方壶$有爵饰&/

*

##

+陶壶是上古先民用来

存放稻'粟'麦'豆等谷物的$有时也用来盛放茶叶和

酒$盛放干果'干菜之类&

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壶$有不少种类$其中

有一部分也是放置于比较固定的位置$专门储粮或

储酒&因此$有相当数量的陶壶是不经常移动的$故

它们是没有耳的$至多是在其器身的上部安上饼状

纽$以备用手搬动之用&也有一些陶壶是带耳的$不

时地充当陶罐的角色333远距离输送食物'酒水等&

还有一些背壶和驮壶$属于瘦身类陶壶$它们有的带

耳穿绳$被人们出行时背在肩上$或是搭挂在牛马身

上&在夏'商时期的一些古文化遗址上$还曾发现一

图
#!

!

彩陶壶%新石器时代%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种扁壶$可能是为了便于人背畜驮而设计制造的&

在山西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上出土的.文命扁陶壶/$

就是便于背'驮的器形333乃为一面鼓起$一面平

直#

&总之$先秦陶壶种类较多$器形各异$用途

广泛*

#!

+

&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上古时期的某些陶壶与陶

罐似乎有着共同的职能"储粮#$并且$看上去在形制

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二者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鼓

腹'有耳的相同现象*

#&

+

&不过$我们通过进一步的

考察发现%只有少量的陶壶是大腹$形似陶罐$而许

图
#&

!

陶壶%新石器时代%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

多陶壶是体高腹瘦的$在这方面并非完全一致&严

格地讲$陶壶和陶罐是两种器具$非为一物&二者的

根本区别不是在腹部$而是在颈部&一般的先秦陶

壶$不论是直口的还是敞口的$都为高颈$而陶罐大

多是矮颈或无颈&这一点很重要$它决定了两类器

物在实用意义上的不同&

单就储物的单方面讲$长颈与短颈的区别不大$

但在临时取用器具中的东西时$或在交易中需要分

取器具中的部分东西时$长颈与短颈对操作中的顺

利程度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当人们从陶器中往外倒

粟米'黍米等物时$长颈的容易控制流量$短颈的则

不易掌握其度&尤其是当人们从陶器中向外倒酒'

倒醋'倒酱'倒油时$长颈的壶操作起来更为方

便333不管是直口的壶$还是敞口"喇叭口#的壶$因

其颈长$很容易掌控流量$且干净利落&如果使用短

颈的罐子就难了$一是倒多倒少不准确$二是所倒的

酒或油往往容易残流在容器的外壁上$以至洒落地

面&在市肆交易的场合$尤其是如此&就是说$陶壶

在单独使用时特别是向外提取储物时$比较方便'顺

手$而陶罐之类$在使用时$适当配备舀子或勺子要

好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一

带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型'马厂文化型

陶器中$有些陶罐的颈部稍高$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

与陶壶颈部的区别&

当然$古人创制陶壶的作用和意义还不仅仅局

限于颈部&据说$上古先民还曾于瘦腹的陶壶里存

放干梅'干枣'干菜等物$比大腹的陶罐储藏效果

好333保存较为持久&可能是因为瘦腹壶容易散发

器中湿气$可减少霉腐之故&特别是主要分布在浙

江北部'上海和江苏南部一带的马家浜文化"因在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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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范荣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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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苏天旺%存放谷物的先秦陶器考释及其保护

江马家浜地区发现而命名#型陶壶$有一种是镂空

的$它应该是专门储藏蔬菜和果品的&这又是一种

颇有意义的创制&

概括起来讲$先秦陶壶的综合性功能很强$体形

大的陶壶$腹深且鼓$储物量多$能起到小缸'小瓮的

作用&而那些中小形的连耳壶$则往往具有陶罐的

作用$可以于出行时携带$特别是那些扁壶'瘦体壶$

除了携带方便外$还有独特的储物功能&另外$一些

小型壶$还是古人的饮器$先民们用它来饮水'饮酒&

国内各地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陶壶数量多少不

等$且大多为灰陶器&其中西北地方先后出土的马

家窑文化型'马厂文化型陶壶尤其是彩陶壶较多$完

整器不少$这是一份优厚的农耕文化遗产$我们理当

予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可是$近年来$包括彩陶壶

在内的诸多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器$流失甚多$被

盗挖盗卖者不少$其不法者在甘肃省兰州和青海省

民和等地尤为猖狂*

#G

+

&有关文博部门和公安部门

应联合加强监管$并对之进行严厉打击&

同时$由于这些彩陶器品相较好$市场价值较

高$所以时下的仿品也多$鱼目混珠$往往妨碍和危

害文博领域和相关文物爱好者的收藏与保护活动$

即常常会使人们丢弃真品而保护伪品&相关人士必

须经常观看'考察和研究正规博物馆的藏品$并了解

和认识一些旧货市场的伪品$从中掌握判断尺度$可

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

图
#G

!

彩陶豆%新石器时代%山东省泰安大汶口出土

陶豆也是储物陶器中的一个类型&其形制%大

体为上阔下窄$细腿平足$貌似高足杯$有的带盖&

陶豆的种类稍多$一般有高柄豆'矮柄豆'浅盘豆'深

盘豆'素面豆'彩绘豆等等&参见图
#G

'图
#B

&它产

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盛行于商'周时期&与陶豆

存在的同时$先民们还曾使用过木质的豆$如考古工

图
#B

!

彩陶豆%新石器时代%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出土

作者在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就曾出土了一个夏代

的木豆&商'周以后又出现了青铜豆&豆器最早出

现在原始农业区$起初的陶豆和木豆主要是盛放稻'

粟'黍'稷的$是一种实用器&同时又是一种祭典用

器$,甲骨文字典-曾讲$豆乃.进黍稻以祭祀也&/

*

#B

+

即陶豆也是一种盛放粮食的供奉性礼器&

后来$陶豆"包括铜豆#也兼做饭食器使用&如

山西太原金胜村的春秋赵卿墓之铜豆内有焦化黍发

现*

#$

+

&.洛阳烧沟战国墓出土的陶豆中$常有粟米

残余$66/

*

#E

+表明豆与簋的功用相近$也是一种盛

食器&有的研究者认为$豆是盛放副食333咸菜'肉

酱之类的&这种观点$也只能说明其功能的一种&

就象陶壶一样$陶豆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除了

用于盛放谷物和饭菜以外$还承当一种计量单位&

曾有史料记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

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

焉$钟乃大矣&/

*

#D

+同样$,考工记5梓人-也有.食一

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之语&这些文献的种种

记载$皆足以证明%陶豆在商周之时$还是一种计量

单位&

凡此种种$说明陶豆的功用甚多$曾关系到古代

先民的多种活动内容$是一种很重要的传统器具&

即它涉及到我们古代人类的储物'饮食'祭祀'计量

等多个方面$是农耕文化遗产中较为闪光的一个

分子&

与后来春秋战国陶豆'青铜豆的出土情况相比$

商周时期的陶豆发现量较少$所有该项器物无论是

完整的还是残损的$都显得十分珍贵&这有可能是

地面实物遭破坏流失过多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古人

将其埋于地下$至今还有很多未被发掘的缘故&鉴

于此$必须注重和加强商周时期陶豆的征集与收藏$

并且应严厉禁止乱挖乱掘$在防止地面文物流失的

同时$全力保护我们的地下文物资源&

我们知道$真正大型的谷物储存设施是粮仓$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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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陶器&早在新石器早期$华夏农耕民族$就开始

创造了粮仓&其时的粮仓有半地穴式的$也有纯粹

的地下粮窖&至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地

上的房式粮仓333廪*

#%

+

&据,史记5五帝纪-记载$

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尧'舜时代$已经有了高大的仓

廪333建在地面上的大房子$成为那时部落联盟的

重要财富&所以说$前面所说的几种陶器$并不是先

秦储粮设施的全部$而是其局部&换言之$陶缸'陶

盆'陶罐'陶瓿'陶壶'陶豆等物器的储粮$乃是仓廪

功用的延伸$是谷库与厨房之间的链条$是短期

储存&

此种链条或短期储存$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要

的或者说是很重要的&它于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谷物

储存的工程结构和活动程序$合理地调节了农产品

的储运空间和位置$改善了先民们消费谷物的前期

劳动方式$相应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从而

也促进了古代的农耕生产$意义重大&

通过前面分析可知$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

缸'陶盆'陶罐'陶瓿'陶壶'陶豆等存放谷物的器具$

其功用都不是单一的或专门的$而是兼有别项职能$

皆属综合性器具&这是与我国早期农耕经济的特点

和性质相适应的&先秦时期的农耕生产或社会经济

活动$原始而朴素$分工模糊而粗略$专作者少$协作

者多&而与之相关的储物陶器的使用$也往往反映

出了这种协作性和综合性&这些储存谷物的器具$

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先秦农耕经济最重要的实物资

料$是甚为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应予以积极收藏$

着力保护&

包括陶缸'陶盆'陶罐'陶瓿'陶壶'陶豆在内的

先秦陶器以及其它的古代陶器的保护活动$相对要

简便一些$与书画'青铜器'木器'漆器等文物的保护

相比$在温度'湿度'光照度'酸碱度方面的环境要求

比较低333不太敏感$护理工作相对要好做一些&

又因为陶质器物的市场价值$一般比不上那些金银

器'玉器'青铜器等$违法之徒为之铤而走险的情况

不多见$收藏管理工作容易收效$保护工作的压力也

相对较小一些"矛盾性问题稍少一些#&当然$问题

不大$并不等于没有问题$社会上的古陶器走私行为

还是有的$我们要认真对待&只要我们认真$高度重

视$古陶器特别是先秦储粮陶器的保护工作$还是很

有希望$一定能够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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