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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陶器的起源始终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亦

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 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史中，作为

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并推动文化巨大进步的，乃是以陶器

的发明和出现为其重要标志。 综合以往关于陶器起源的研

究，主要的认识来源于民族学的推断以及考古学的发现。 前

者通过梳理土著民族地区陶器的制作及使用， 推断陶器起

源的逻辑可能；后者则从考古发现的时空框架内，对早期陶

器的技术、功能做综合的阐述。 两种研究模式，都对陶器起

源研究有着莫大的推动。

民族学对陶器起源的研究， 主要是根据对一些土著地

区用器现象做逻辑的推论。 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恩格斯的

论述：“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

于在编制的或木质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

的。 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

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① 虽然，已有许多原始制陶的

民族学调查研究，然而大多偏重于技术史层面，其逻辑推论

的依据在于早期陶器的形状和附加于其上的纹饰， 并由此

而得出的结论。 但至今，我们很难从民族学资料中寻求陶器

起源的直接信息。 尽管如此，上述认识在考古学信息远较今

日不充分的岁月中， 为人们讨论陶器起源提供了一种解释

模式和思考方向。

中国考古学界对陶器起源也颇为关注， 经历了对经典

论述的领会移植到从本土考古资料讨论的转变。 早期的观

点以安志敏先生为代表，他参考恩格斯的说法，认为涂泥的

盛水篮子遇火变硬而烧制成陶器， 后来的陶器器型则模仿

了现实生活中的已有器具②。 孟昭林则认为，“炊煮”和“耐

火”是陶器起源的需求机制③。 吴震的看法大致相同④。 受资

料的局限，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对经典著作的领会、阐释⑤。 后

来，人们多将陶器的出现与农业、定居生活捆绑，主张“陶器

是农业产生以后， 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而逐步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物性

食物大量增加时， 人类需要一种便于炊煮谷物性食物的器

物， 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陶器是一种最理想的器物。 ”⑥

《新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进一步认为，早期人工栽培农业

的产生不仅同发达的采集经济密切相关， 而且伴随人们物

质生活内容拓展的需要， 设法制作一些容器以便盛储和炊

煮食物，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生活所必须，因此可以认为，

早期陶器的小批量生产基本上是同农业的发明相伴相生的

⑦。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解释体系的学术意义在于把陶器的

起源与农业的起源及所谓“新石器革命”联系在一起，并由

此衍生出“前陶新石器”等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概念和学术术

语。 因此，从人类文化演进的角度审视，陶器的起源从时间

维度分析，主观的置于农业的产生之后，并把陶器炊煮的功

能先验的与谷物等粒食植物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

从目前情况看， 早期陶器在中国南方的石灰岩洞穴遗

址有着广泛的发现。 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

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庙岩、大岩等遗址都有着早期陶片

的发现。 对于这些陶片的制作工艺的研究，目前认识较为深

入。 作为起源讨论基础的年代数据，则经过了相当的努力。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

室就发表了江西万年仙人洞、 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的测

年数据⑧。 但由于石灰岩地区碳十四年代问题的困惑，这些

数据未被普遍接受⑨。 随着测年工作的进行，2000 年公布的

数据指出玉蟾岩及庙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年龄经过校正后大

致可早到 1.7 万年前⑩。此后，朱乃诚先生基于甑皮岩遗址陶

（云 南 大 学 西 南 边 疆 少 数 民 族 研 究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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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年代认为中国南方陶器 的 起 源 在 距 今 15000 年 以 前，

在栽培作物产生之前便已产生輥輯訛。 曹兵武先生认为大约在距

今 15000 年左右， 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

验， 到距今 9000 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成

为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輥輰訛。 张弛先生进一步提出陶器起源的

经济动因说， 指出末次冰期的盛冰期，“随着气候的严酷时

期的到来，取食经济生活发生了转换，食物构成中出现了某

些过去不食用，而当时不得不食用，而又必须放在容器里煮

熟后才能食用的食物， 为此被创制出来的陶器才可能长期

延续使用下来。 ”輥輱訛

随着资料的不断累积， 学者越来越意识到陶器起源的

复杂性，人们认识到，陶器的起源早于农业的出现。 不断提

前的年代数据为陶器的出现提供了末次冰期盛冰期时空背

景， 由此， 生业变迁主导下的陶器起源经济动因说得以提

出。 可以看到，对陶器起源的认识从单纯的民族志资料的逻

辑推论进入到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系统探索的阶段。

陶器出现的环境背景、生业形态、功能需求等等，都成为关

注的焦点。 从目前所报道的很多早期陶片外表带有烟炱及

冰盛期的环境背景而言， 中国南方的陶器是作为炊煮容器

出现的，是一种与广谱经济相适应的炊煮载体。

最近，由于科学家的努力，在中国南方早期陶器出现的

时间上，我们有了最新的信息。 吴小红等对江西万年仙人洞

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研究表明该遗址出土最早的陶片年代

为距今 19000-20000 年輥輲訛；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陶片的

年代为距今 17000-18000 年輥輳訛。 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使得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进一步提前，由此，陶器起源讨论

的时空背景便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江西万年仙人洞的研究证明东亚的采集狩猎者一万年

前在他们开始有了定居生活和开始种植植物之前就已经使

用陶器了，陶器是在末次冰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造，可能被

用做炊煮器。 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

被制造和使用了， 陶器的制作使得人类饮食的历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人类生存和社会行为发生了重要转变，

陶器的使用可以从富含淀粉类的食物、 肉类食物以及水生

类动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

陶器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是人类社会文化系

统的重要产物，是人与自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任何技术的发

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要有现实生活的需要，也要有技

术经验的客观积累，即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

认为， 末次冰期冰盛期及邻近时间环境的变迁直接导致了

生业形态的转变，导致食物加工方式普遍的变化。 人类用火

经验的累积及对泥土可塑性和耐火性的认识， 为陶器的烧

成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从人类饮食而言， 生食到熟食的进

展，对人类的进化意义重大，尽管炊煮的方式有多种，但熟

食的普遍化，也在陶器发明之后才得以初步完成 ,食物加工

方式的进展本身也有寻找合适的炊煮载体的要求。 陶器的

起源代表了技术史的一个经典问题。 技术史是一部知识和

经验逐步累进的历史， 它将简单的家庭手工业转变为高度

复杂多样的手工业。 本文拟就从人类文化进程的视角考察

陶器的起源，提供给学术界关于陶器起源的另一种假说。 考

虑到南北方早期陶器年代的差距， 我们将视野集中于中国

南方地区。

内因：生食—烧烤—炊煮：变迁中的饮食

“民以食为天”， 食物始终都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基本

问题。 尤其是早期人类社会，食物资源的采集和加工是至关

重要的。 目前许多陶器起源的理论，都支持食物加工是早期

陶器的基本功能。 许多人坚持认为中国南方早期陶器是作

为炊煮工具出现的，基本依据是这些陶片较多存在烟炱。 恐

怕没人反对陶器是一种加工食物的载体容器的看法。 按此，

我们可以尝试从人类饮食发展进程中寻求陶器起源的内在

需求。

生食到熟食的转换是人类饮食文化的基本过程。 生食，

即是直接食用自然状态的动植物资源。 熟食采用王仁湘先

生的定义：“即食物加热 100-200℃，可以杀菌，分解难以利

用的食品，改善某些成分的酶解性，使有害物质成分变性从

而失去活性， 还能在加热的反应中使食物产生特殊气味和

滋味的物质，使其变成美味。 ”輥輴訛 实际上，生食的产生自然早

于熟食，熟食出现后，生食仍然与之并存但比例下降。

广义而言，熟食是烹饪的结果。 马丁·琼斯对烹饪行为

带来的优势做了论述輥輵訛。 第一，烹饪使得食物能以多种方式

刺激人类的味蕾。 首先，它通过分解食物原有的长链碳水化

合物和其他有关分子， 转化为葡萄糖等简单的糖而使食物

变甜。 其次，它通过建立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化学链接，

形成蔗糖或称为“阿马多里化合物”（Amadori Products）的其

它物质。 后者会使烹饪过的食物颜色变化，在食物表面生成

脆层，使食物散发诱人的芳香气味。 第二，某些烹饪的形式

就像画家的调色板一样， 各种不同的调味品混合出一份美

食来。 第三，烹饪通过分解细胞壁和缩短分子结构最终使肉

类软化，这同时影响了分享食物的个体范围，具有明显的社

会效果。软化了的食物对断奶的幼儿、老人最有利。 第四，烹

饪改变了食物的营养质量。 显而易见，食物烹饪的显在优势

会对人类的生理发展有着莫大的推动。

熟食的出现，至少可以产生以下几个极富意义的结果：

熟食本身是一种半消化的食物， 可以有效促进人类对食物

的消化；提高了食物的质量，增加营养，促进人类生理发育；

扩大了食物资源， 使得先前不能食用的资源变为口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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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使食物由“自然“的食物变为”文化“的食物，促进人类文

化的演进……

从民族志资料及考古学的推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

人类在烹饪的载体上做出恒久努力。

生食以直接使用自然状态的食物资源为特征。 整个过

程，借助人类的生理自身实现食物的消化，没有或很少有加

工的过程。

前述所言，熟食是烹饪的结果，烧烤和炊煮应该是食物

致熟的基本烹饪类别。 充分利用火的热量是它们的基本特

征。 这里烧烤指的是将肉等食物资源直接置于火焰上烘烤，

曾经是人类用火后长期的食物加工方式。 炊煮是借助一定

的载体完成火的热量转移， 是烧烤法之后人类食物加工的

主导方式。 烧烤法早于炊煮行为的出现，但炊煮法出现后，

二者是并存的。

烧烤和炊煮的时序确立， 可以提供炊煮载体变化的过

程。 由于烧烤直接利用火的热量，并不需要过多载体。 炊煮

的前提是能实现火焰热量的转移。 因此，转移媒介的选择成

为人类首先面对的挑战，这实际上就是对炊煮载体的选择。

以下，我们重点关注炊煮方面的信息。

目前有很多依据民族学资料对炊煮行为的分类。 刘莉

依据受热方式分为两种：1、干热法（焙、烧烤、烘烤、烘干），

2、湿热法（炖、煮、蒸）輥輶訛。 前者是较为容易的加工方式，也可

能是早期人类用火以后主要的食物加工方式； 后者则是利

用一定的“容器”，加工汤粥类食物，对象为包括肉类及淀粉

性植物，热量的来源是加热后的石块輥輷訛。 王仁湘依据加热方

式重点将石烹法分为三类：1，把一块石板放在篝火上烧，等

石头烧热后，再把需要烘烤的食物放在石板上，以达到熟食

的目的。 2，先预备好一个盛水的器具，把需要熟食的物品，

放在水器里，再找一些石块在火堆上烧，等石块烧热后，把

热石块夹到水里，并且轮换放入热石块，以石热水，达到熟

食的目的。 3，将食物放入木盆或篮子里，不加水，只放一些

烧热的石块，不停的晃动，同样能达到熟食的目的輦輮訛。 其他的

分类方法还有一些輦輯訛。 但从这些分类而言，至少可以知道无

陶器的条件下，炊煮方式的多样性确实存在。 梳理相关的民

族学实例，可以提供人类在炊煮载体选择上付出的努力。

许多民族志资料都对石烹法有记载。 美洲中部加州的

土 人 輦輰訛 、 巴 西 的 克 林 - 阿 卡 洛 列 人 輦輱訛 、 北 美 阿 西 泥 本

（Assineboins）輦輲訛、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輦輳訛、安达曼岛人輦輴訛、巴拉

圭东部印第安人輦輵訛、早期爱尔兰人輦輶訛、赫布里底群岛岛民輦輷訛、蕃

古洼岛（Vancouver Is.）印第安人、平原印第安人輧輮訛、火地岛人

輧輯訛均有石烹法的使用。 国内的例子也有一些。 中国《岭南外

表》中即有石烹的个案輧輰訛，鄂伦春人、西双版纳的布朗人輧輱訛、西

藏的门巴族、珞巴族人輧輲訛，傣族人輧輳訛、苦聪人輧輴訛、独龙族、怒族、

景颇族以及僜人輧輵訛、普米族、纳西族人輧輶訛等群体中都存在不同

形式的石烹法，或用以加工食物，或用以沸水。 从炊煮的载

体看，有竹子、动物的胃、皮、桦树皮、木桶、树叶、石块等，选

材范围较广。 受热方式以间接受热为主，热量的中转由烧热

后的石块完成。 直接的受热方式并不多见，主要是皮带、竹

子、木桶等。 加工对象可以有水生动物、肉、植物性食物等。

以上这些石烹法或沸水方法的存在，表明陶器出现之前，人

类社会已经存在不同形式的烹煮方式。

以往，我们对考古遗址中烹饪方式的关注不多，虽然对

于考古遗址中这些特意搬运来的石头， 一些学者认为绝非

是等闲之物，应当有某种特种的功能，石烹即其用途之一輧輷訛，

但苦于没有相关的证据。 幸运的是，新近旧石器时代的一些

研究，提供了关于早期人类使用石烹法的一些可能证据。 宁

夏宁武水洞沟第 12 地点年代距今 1.1-1.2 万年， 在文化堆

积中包含了大量的“烧石”，材质为石英砂岩和白云岩，形态

各异，多呈多面体不规则形状，以小型为主，不见打、砸等人

工痕迹，表面多呈裂纹和高温导致的灰白、灰褐等颜色，破

裂面多不规则，有的是岩石节理面，部分表面有不规则龟裂

纹。 对同类石料的模拟实验研究表明，这些烧石经历高温热

烧和浸水的处理过程，还不止一次被重复利用，表明这些烧

石的用途是浸到水中，将水和液体食物加热、煮沸。 而环境

资源的论证， 则表明加工的对象可能有如下几种： 沸水除

毒、加工动植物等食物资源即烧煮食物輨輮訛。 疑似的现象在其

他地区也有发现。 据报道，三峡井水湾遗址发现 6 件典型意

义的烧石輨輯訛。 青海省共和县沟后 001 地点、黑马河 1 号地点

都有距今约 1 万年左右的“石烹法”用火遗迹輨輰訛。 这些旧石器

时代晚期石烹法证据的发现，无疑表明，陶器出现之前和之

后，人类社会就有多种烹煮方式的存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用火遗迹的大量发现，表明熟食成为

人类食用的基本方式之一。 参照民族志个案及旧石器晚期

的石烹法证据，可以明确，无陶的烹饪方式是多样的。 作为

主要炊煮方式之一的石烹法也能普遍的运行于各地， 但方

式是多种多样的。 但在载体容器的选择上，他们都面临着材

料的选用及有效使用次数的问题。 目前的民族志或实验观

察中，我们尚未看到确切的统计数据予以说明。 但以竹木为

工具的炊煮，人们食用之时便需要将竹子剖开，这意味着竹

器作为载体容器是一次性的。 而木器的使用，同样面临的一

个问题是，多次的受火，木器本身就会炭化，可使用次数显

然也不会很多。 至于动物的皮革，则有完全依赖于猎获的动

物。 显然，这些载体容器的材质使用次数及直接受火等方面

面临着诸多限制。 更为易见的是，以上材料在容器的可塑性

的余地并不大， 而炊煮载体的形状与食物加工的方式及质

量却又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上述材料均缺失耐火性。

生食到熟食的转变是人类生理及文化上极具意义的进

程。烧烤和炊煮是食物致熟的基本烹饪方式。 从民族学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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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的证据看， 生食———烧烤———炊煮是人类饮食演化的

基本过程。 火的使用，使得烧烤成为无载体容器的主要食物

加工方式，而石烹法通过不同材质载体容器的选择，以石块

实现热量的转移，并在食物中增加了“汤”这类元素。 整个进

程，表明人类对食物加工方式的不懈探索。 而最为深刻改进

反映在炊煮载体容器及源自于火的热量的使用。 从这个方

面讲，作为食物加工载体容器的陶器出现，是人类饮食文化

进程的内在需求之一。

外因：广谱经济对炊煮载体需求的刺激

生态环境是人类文化演变的先导因素。 生态环境直接

决定了人类的生业形态， 由此引出一系列相应的维生技术

形态，包括食物资源的采集、加工、分享等一套完整的体系。

作为食物加工载体容器的陶器， 实际上是维生技术对自然

环境的调适。 这里，自然环境变迁成为陶器出现的一个外在

动因。

仙人洞、 玉蟾岩遗址陶器年代距今 20000-17000 年之

间，正处于地质年代的末次冰期冰盛期。 末次冰期即第四纪

的 最 末 一 次 冰 期 ， 在 18000a BP 达 到 高 峰 。 从 15000-

14000BP 开始消融， 到 12000-10000a BP 以后全球气候显

著变暖輨輱訛。 也有研究认为，我国末次冰期晚阶段年代跨度为

24000-14000B.P， 其 中 21000-19000KaBP 为 冰 盛 期 ，到

14000B.P.结束輨輲訛。

在末次冰期的最盛期， 中国各地气候的也发生了普遍

的改变，气温下降是最为基础的反映。 根据黄土、冰川遗迹、

冰缘现象、动物群、暗针叶林、孢粉等资料，已知末次冰期最

盛期，中国东部秦岭-淮河以北为寒温带，年均温比今下降

7-10℃。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温带，降温 5-7℃。 现今为 29°N

的亚热带北部分界， 末次冰期时大幅度南移至北回归线上

下輨輳訛。 华南地区的各种资料表明冰期、间冰期的温度变化幅

度是不大的，但很少有具体的降温数值指出輨輴訛。 其时，中国北

方大部分地区是干草原，而风成黄土一直分布到长江下游，

南京附近下蜀土即是在这种空前寒冷干燥的时候沉积的輨輵訛。

随着冰盛期寒冷干燥气候的到来， 华北地区典型的北方动

物群也跟着南下，甚至越过了长江輨輶訛。 也就是说，仙人洞、玉

蟾岩、甑皮岩等早期陶片出土的遗址，均位于南岭山麓地带

輨輷訛。 该区域在末次冰期最盛期时，都处于温带气候，和岭南地

区相比及长江以北相比， 这里的环境变迁幅度不及长江以

北明显， 但甚于岭南地区， 实际上就是一个敏感的过渡地

带。

冰盛期阶段南岭山麓地带处于温带气候， 这个环境背

景直接决定了当时人们食物资源的构成， 一些原有的食物

资源趋于消失，人类不得不开拓新的食物资源。 尽管我们目

前对冰盛期之前一段时间内动植物资源取用的了解有限，

但旧石器时代长期以来的动植物食用信息的变化似乎是缓

慢的，冰盛期及稍后阶段，人类的食谱广度不断增加是一个

普遍的趋势。 因此，通过前后不同阶段食物构成的比较，我

们可以得出一些讯息。 石器的形态组合和食物资源的开发

密切相关，因此，石器工业面貌的对比也可以反映资源开发

的差异。

目 前 对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居 民 食 谱 的 直 接 信 息 还 是 很

少，但从工具本身的组合上，可以看到冰盛期前后，各地生

业形态均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 汉水中上游石器工业由

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发展到石片工业， 可能代表了一种狩

猎活动占比例较大的综合性经济类型。 长江中下游的湖北

鸡公山上层为代表出现了典型的石片石器工业类型。 安徽

西南部的皖河流域也发现了典型的石片石器工业輩輮訛。 岭南地

区更新世晚期的石器工业经过一定的反复， 宝积岩、 定模

洞、白莲洞、鲤鱼嘴等遗址的资料大致反映出砾石工业———

石片工业———砾石工业的道路发展。 这一变动和冰盛期前

后的环境变化大体相对应。 由于形体粗大的砾石工业更适

合在森林环境条件下的植物性食物的生产与加工处理，而

以刮削器等小型利刃工具则更便于承担加工动物肉类的工

作輩輯訛。 因此，可以约略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更多偏重与植

物性食物采集的南方采集狩猎经济輩輰訛，在末次冰期冰盛期前

后，不同区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岭北地区加大了动物的

狩猎程度，并得以持续；岭南地区在短暂的改变后，植物性

为主的采集狩猎仍占据重要地位。

在石器制造上，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砾石打制石器，制作

粗糙，以小型石器为主，一定数量的中型石器，大型石器较

少。 主要组合有刮削器、砍砸器、锄形器、石锤等，还有少量

尖头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等輩輱訛。 吊桶环下部最早

堆积，富含形体较小的石片石器，多边刮器类，整体面貌与

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吊桶环

中部和仙人洞下部堆积则出现了大型石器， 形成小型石片

石器和大型石器并存的局面。 用扁平砾石加工的砍砸器和

石刀数量较多，长条形砾石石锤增多，刮削器数量减少；上

部堆积较多利用石锤、砾石穿孔器，并开始使用磨制技术輩輲訛。

结合年代看， 两个遗址反映的石器组合与冰盛期前后环境

变化背景下的岭北地区取食经济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主

要表现为对植物性食物的强化采纳及动物资源的猎获。

仙人洞、吊桶环、玉蟾岩、甑皮岩等遗址出土 了 数 量 众

多的动物骨骸。 从组成看，1，他们均以猎获大型食草动物和

小型食肉动物为主，鹿科是最主要的猎获对象。 仙人洞与吊

桶环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有斑鹿、麝、野猪、猪獾、鼬、果子狸、

野狸、猫、猕猴、野 兔 等輩輳訛。 玉 蟾 岩 出 土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达 28

种，有水鹿、梅花鹿、赤麂、小麂、麝等，鹿科动物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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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牛、竹鼠、豪猪等次之。 小型食肉动物有青鼬、水獭、猪

獾、狗 獾、斑 灵 狸、花 面 狸、椰 子 狸、野 猫、大 灵 猫、小 灵 猫、

貉、熊等，另有猕猴、兔、羊、鼠、食虫目等化石。 鸟禽类的骨

骼数量众多，个体数量占动物骨骼 30%以上，可鉴定者达 27

种，其中与水泊环境相关的水栖种类 18 种，占 67%，如 鹭、

雁、天鹅、鸭、鹤、鸳鸯等。 鱼类化石有鲤鱼、草鱼、青鱼、鳡鱼

等。 龟鳖类有鳖、隐颈鬼等。 甑皮岩各期动物遗存的最小个

体统计百分比看，主要以猎获鹿科动物为主，尤以中小型鹿

科为多，食肉动物猴、兔、豪猪、野猪等亦在人们的食物结构

体系中，但比例不是很多。 2，增加螺蚌类水生资源的采纳。

玉蟾岩遗址螺类富集，肯定为人类食用的物种，如桶田螺、

中国田螺双涨亚种、割田螺、沟口螺、方形田螺亚种。 与人类

捕捞食用有关的蚌类有重美带蚌、短摺矛蚌、珍珠蚌篮蚬、

河北篮蚬等。 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贝类有中国圆田螺、圆顶珠

蚌、短摺矛蚌、蚬、背瘤丽蚌等。 从统计的比例看，前三类始

终都是采食贝类的主体。

植物资源始终都是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 旧石器

时代早中期， 对植物资源的采集食用的详细信息还没有见

诸报道。 但毫无疑问，野生果实的采食是始终存在的。 相较

而言， 旧石器晚期及以后的遗址中， 植物采集信息保存略

好。玉蟾岩、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均出土了植物遗存。根据

大致的食用方式初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以直接食用的野

生植物果实。玉蟾岩遗址出土植物果核有 40 多种，能食用 4

种：中华猕猴桃、猕猴桃、野葡萄、梅等。 一类是必须经过炊

煮后才能得以充分食用的植物果实。 玉蟾岩发现的两粒过

渡类型的稻谷粒，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与陶器伴出的有

稻属植硅石， 仙人洞 3C1 层出土的蚌壳淀粉粒分析表明作

用于小麦族禾本科作物。 来自北方水洞沟遗址的证据也显

示了相似的信息。 一类是直接过火可以食用的，如甑皮岩遗

址发现芋类等块茎遗存。 还有一类可能和食用有关，如玉蟾

岩遗址出土的紫弹朴、珊瑚朴、朴等。

明显的，冰盛期期间确实存在一个广谱经济的过程。 前

述我们至少观察到古人类食谱的几项特征： 大型食草动物

为主的狩猎模式继续，对野生果实的直接食用没有放弃；新

增加了对螺壳类资源的食用， 野生禾本科植物果实成为食

物组成的一部分。 实验研究表明，贝类是需要炊煮变为熟食

后才能食用，螺类煮熟后更容易获取螺肉，而禾本科植物果

实的食用也必须经过炊煮才可实现。 因此，学者提出螺蚌类

小型水生生物及禾本科植物资源的采纳是陶器起源的原因

之一，这一认识是合理的。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与陶器

发生时共存的蚌类、 蚌类生产工具以及早期陶器中夹蚌陶

的出现，似为可信赖的证据之一。

如前所述，炊煮方式有多种，普遍存在于各个地区的石

烹法实际上也可以承担螺蚌类及淀粉粒食物的加工。 因此，

陶器并不是人类加工新增加的食物资源的第一选择。 如此，

广谱经济的出现， 造成的后果实际上是普遍炊煮的需求日

益迫切。 而改变现状的关键在于寻找一种能满足普遍炊煮

的载体容器。

结果：土与火艺术的发现

环境变迁影响下的生业变化， 成为人类开发陶器资源

的一种推动力。 人类本身对饮食改善的追求也刺激人群不

断寻求更为合适炊煮的载体容器。 陶器本质上作为一种土

与火的产物， 制作成功的前提在于首先要对黏土可塑性和

耐火性的认识， 其次是对黏土过火后性质的不可逆有充分

的把握。 只有具备两项基本经验， 陶器的烧制才能成为可

能。

首先， 孩童的游戏精神对泥土可塑性的潜在认识在旧

石器时代是可以完成的。 从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泥

土可塑性的认识，是完成烧陶的前提条件之一。 而最可能的

潜在来源，或许是小孩的游戏精神。 小孩子在玩闹的时候，

泥土可能就是最先也最多接触的玩具。 泥土遇水和好，便能

捏出各种造型来。 在这游戏的过程中，孩童甚至成人无疑会

在潜意识中构成泥土可塑的认识。 这里，可塑性的定义是：

在外力作用下，物体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其次，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是陶器烧制得以完成的不可

少的条件。 人类用火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已经发现了许多火塘遗迹及用火遗迹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对

火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 依据相关统计，早中更新世明确的

用火遗迹有周口店、金牛山、龙牙洞发现确切的烧火遗迹，

元谋和西侯度仍存争议。 晚更新世早期有 周 口 店 第 15 地

点、黄龙洞、辽宁喀左鸽子洞、贵州水城消灰洞、三峡长阳伴

峡小洞輩輴訛、鲢鱼山遗址。 晚更新世末期的火塘有周口店山顶

洞、海 城 仙 人 洞、安 阳 小 南 海、陕 西 禹 门 口、河 北 承 德 四 方

洞、山西塔水河、北京东方广场、山西峙峪、贵州猫猫洞、马

鞍山、穿洞、白岩脚、老龙洞、白莲洞、福建船帆洞、鱼腹浦遗

址輩輵訛、三亚蜡笔洞、云南富林、河北虎头梁、河南织机洞、云南

富源大河、吉林抚松西山、穿洞、老龙洞、青海黑马河、水洞

沟、柿子滩等。 尽管我们对人工用火的历史了解不深入，但

从大量的田野考古证据中，可以确信，旧石器时代晚期，人

类对火的认识以达到相当的层次，“用火遗迹多、 分布广成

为这一时期人类行为多样性在物质上的表现之一。 使用并

控制或已经成为这时期古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行为。 ”輩輶訛

早期以火塘为中心的生活， 泥土遇火变硬的现象肯定在长

期的生活中为人们所注意到。 只是那时没有足够的动力刺

激人们开发这种潜在的生活用器。 从世界范围审视，最早出

现的陶制品， 似可以证明早期人类对陶器可塑性和耐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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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已经产生。

对火的认识，使得陶器烧制的温度保障成为可能。 尽管

目前对史前时期的火塘研究还不充分，但可以肯定，至少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对控制用火有相当的把握。 研究表

明 ，“考 古 遗 址 中 发 现 的 黑 色 碳 屑 的 形 成 需 要 经 过 至 少

300℃，15 分钟的火烧”，“通常，用作加热食物的火堆其燃料

炭化温度多为 300-400℃；封闭式类似与烤箱的火塘，多选

用燃烧值高的燃料，燃料炭化温度约为 450-500℃，碳化时

间多为 24 小时以上。 用于制作陶器等生产性的火塘，多选

用燃烧值更高的原料，并人为的输入氧气，其燃料炭化维度

多在 600-900℃。 ”輩輷訛 水洞沟遗址相关实验表明，旷野中，自

然、低温的火焰外部温度一般为 500-600℃。 空气等外部助

燃的情况下，火焰外部温度可达 600-800℃輪輮訛。

早期陶器烧制温度测试表明当时的用火候条件下陶器

是完全可以烧成的。 早先对早期陶器的温度测定，仙人洞遗

址 早 期 陶 器 的 温 度 在 740-840℃之 间 变 动 ， 而 且 多 数 是

800℃輪輯訛。翁源青塘遗址出土陶片烧制温度为 680℃輪輰訛。甑皮岩

遗址早期陶器也是 680℃輪輱訛。 后来的取样分析表明多数陶器

烧成温度在 800-840℃左右。 并且有一个最早的陶器 DT6

○28：F01 为捏塑法成型，没有经过 250℃以上烧制輪輲訛。 这是

特例。 由上可知，早期陶器的烧 制 温 度 很 低，大 致 在 600-

800℃之间輪輳訛。这在露天用火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最

近，学者重新分析出土的早期陶器的烧成温度輪輴訛。 该研究对

东胡林出土陶片的测试 表 明， 样 品 的 烧 成 温 度 均 在 450-

550 度之间。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陶器烧成温度也在 600℃左

右。 表明，450-550 的烧成温度也是可以我们可以接受的早

期陶器的烧成温度。 如果这一结论是肯定的话，南方早期陶

器也大致相差无多。 这在当时的用火条件下更是完全可以

实现的。

将上述两项作为一个系统予以看待， 可以实现以下逻

辑链条：孩童的游戏精神是人类初步认识到泥土的可塑，长

期用火促使人们完成真正完成了泥土可塑性和耐火性的认

识，而火焰本身的温度，也满足了基本的低温陶器的烧制条

件。 也就是说，陶器的出现本身是人类用火技术及游戏精神

的一个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对各种

资源的利用， 而黏土的可塑性和耐火性是地球上其他资源

所不具备的，具有唯一性，这也说明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化

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别无选择。

讨论：文化进程中的陶器起源

以往，我们对陶器起源的研究，关注不少。 民族学、考古

学的证据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线索。 从早期的民

族学为基础的形制模仿论到后来的系统的经济动因说，我

们对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起源认识不断深入。

食物问题的解决是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没有用火

的时代，人类大概以生食为主。 大量的民族志记载及生活经

验表明， 生吃动物的肉类及植物果实是确实存在。 火的使

用，使得烧烤成为基本的食肉方式之一，一些植物资源也可

以通过烧烤而得到充分的利用。 食物通过烧烤而实现了半

消化的转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食物结构的改善，促进了人

类生理及文化的发展。 从本质而言，直接的烧烤法是干热性

的食用方式， 其时人们对液体食物的加工并没有太多的可

能。 但人类对食物的改善始终都是孜孜以求，他们充分动用

周边的动植物资源，利用竹筒、石块、土坑、动物的皮、胃，树

皮、树叶等，用来包裹或盛载食物，通过间接或直接加热，致

熟食物。 源自于火的热量通过石块、皮、胃等不同载体实现

了转移。 从烧烤到以石烹法为主的炊煮，带来的改变是多样

的。 它可以增加食物的种类，即同样的资源，可以做出更多

的食品；改善饮食的营养质量，显然，烧、烤、煮对食物营养

的摄取是不等的；扩大了食物资源，不同加工方式的存在，

可以扩大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范围， 许多不能生食或烧烤

后不可食的资源通过煮的方式变为人类的美餐……可 见，

人类食物结构的改变，实际上是食物加工载体不断更新、丰

富的结果。 各种炊煮行为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食物加工载

体容器的不断努力。 陶器，本身就是食物加工载体容器的一

种。 因此，陶器的出现，是人类饮食文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

果。

食物加工方式可以视为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维生

技术形态。 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气候、动物、植物等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环境决定了人类取食经济的可用资源。 实现对不同食物资

源的取用，需要人类能动的采取不同方式改善食物结构，以

利于消化、吸收。 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发展相应的加工手段来

适应环境的变迁。 如果区域内，自然环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

状态，原有的取食方式能满足群体的基本需求时，维生技术

也能稳定持续。 当环境、人类的某一方发生变化足以打破原

有的平衡时，就会迫使人类作出能动的适应。 末次冰期冰盛

期及前后的普遍的环境变化，导致原来平衡状态被打破。 人

类要么迁往它处， 要么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 扩大食物资

源，改变食物的加工方式，以满足基本的需求。 从系统的视

野看，冰盛期环境的迅速变化，极大刺激了人类寻求新的炊

煮载体的动力。

以上两个方面造成新的炊煮载体的发 明 势 在 必 行，正

如学者所言，任何一种科学的发明，一、必须有强烈的社会

需要；二、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輪輵訛。 在人类用火的过程

中，与黏土的接触，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潮湿的黏土可以捏

塑为各种形制的器物。 火的使用一方面使得黏土遇火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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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不可逆的定型， 一方面使得陶器烧制本身具备了基

本的火候条件。 这样，陶器的烧制便在各种条件的刺激下得

以完成。

有学者指出，理解制陶技术的起源，需要建立陶器类型

的演化序列； 需要获得对于上述序列的较为精确的年代数

据； 确定陶器的功能； 获得每个遗址确切的出土陶器的数

量；将陶器序列与环境状况相关联輪輶訛。 堤隆对日本列岛晚冰

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陶器起源的研究， 大致的思路也是

如此的：晚冰期的环境变化；二，生态系变化和生业（狩猎采

集渔捞）动态；陶器产生过程及其谱系輪輷訛。 还有学者尝试从经

济学的角度作出陶器起源的解释輫輮訛。 国内学者对陶器起源的

研究，大体也是遵循着前一种思路，强调环境变化背景下，

食物资源的改变导致陶器的起源，换句话说，环境变迁引发

了炊煮载体的出现，这当然是合理的。 但如果将讨论的背景

纳入到人类文化发展的系统中，不难发现，陶器的起源是文

化发展的潜在结果。 至少到旧石器晚期， 人类大体完成生

食———烧烤———炊煮的过渡。 目前我们没有当时炊煮的直

接证据，相关的线索仅限于个别的遗址。 民族志中的记载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设想，多种炊煮方式的并存，在当时

的社会中是并存的。 人类对食物的追求，美味、可口、全面、

营养是必然的趋势。 食物加工方式的逻辑进程，实际上就是

人类对饮食文化的不断追求。 炊煮的出现，首先是食物加工

方式的丰富与进步，更使得扩大食物资源成为可能。 我们也

强调，环境的变迁对生业的决定作用，螺蚌类小型水生动物

及禾本科植物资源的采纳， 使得原有的炊煮方式无法满足

群体的需求。 正是对炊煮载体的不断探索，人们发明了陶器

这种现今看来重要而又极其平常的炊煮载体。

陶器的发明，为人们寻找到一种极具潜力的炊煮载体。

它能容纳传统石烹法的继续使用， 也增加了一种可以直接

受火的炊煮器。 仅从食物加工而言，陶器的“不可逆性”使得

多种加工方式在同一器具上得以完成。 从功能的角度考察，

陶器作为一种熟食的炊煮载体， 体现出了其方便性、 多样

性，热耗能亦实现了最大化。 同时，又便于携带，亦或在促进

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方面， 尤其是家庭形成过程中或起到了

一定的凝聚作用 （以火塘和炊煮陶器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

形成）。 因此，陶器的出现，使得普遍的熟食成为可能，人类

饮食的多样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陶器本身也是一

种容器，可以盛放和储藏各类资源。 多功能性极大的方便了

人们的生活。 尽管陶器易碎，但原料的易得性及制造的批量

化充分弥补了这一缺憾。

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在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人 类

始终围绕着“两种生产”而进行。1884 年，恩格斯完成了历史

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在第一版序言中

恩格斯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两种生产理论，他写道:“根据唯

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

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

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

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

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

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

的制约輫輯訛。 历史是由人们所创造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

们创造历史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衣、食、住、行等问题。 否则，

人们不仅不能“创造历史”而且自身也无法生存，恩格斯在

评论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说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

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来

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必

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

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为基础； 人们的国家制

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

那样做得相反”i輫輰訛 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

的生产，是人类对自然界不同领域的认识、利用和改造。 在

生活资料与生产工具的生产过程中， 人类首先是认识自然

界的规律，然后再利用它们来为人类服务，从早期人类石器

的制造，火的利用，弓箭的发明，一直到近代产业革命和当

代技术革命，都是在认识与利用自然界所固有的规律，使物

质发生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变化，创造出人类生存所需

要的各种物质，不断把人类的物质生活向更高的水平推进。

这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的自然

属性。 陶器的发明最终亦是循着这一规律而产生，并且，由

于陶器的各种显在优越性， 使得其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和

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们选择它作为最重要的生活器具，并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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