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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喇嘛洞墓地为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

族遗存
,

时代约为公元 3世纪末至 4 世纪中

叶
。

墓地位于北票市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喇嘛

洞屯西 300 米的一处向阳山坡上
,

自 199 2 年

以来已经进行了 5 次发掘
,

19 96 年曾被评为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整个墓地规模较大
,

依山势自上而下
、

从东到西呈扇面状
,

排列有

序
,

墓均东南西北走向
,

多土坑竖穴墓
,

有大

中小三种类型
。

大型墓较少 (有 M S
、

M 17 和

M 266 等 )
,

绝大多数是小型墓
,

但每座墓葬均

出土铁器
,

无一例外
。

铁器有兵器
、

工具和农

具
,

特别是大型墓中出土 的全套甲骑具装更

表一 实验样品名称与取样部位

器器物物 序号号 样品品 实验验 原编号号 取样样 序号号 样品品 实验验 原编号号 取样样

类类型型型 名称称 编号号号 部位位位 名称称 编号号号 部位位

工工具具 lll 斧斧 7 11222 M 4 :
4666 刃部部 555 凿凿 7 14 111 M18 6 : 1666 尖部部

2222222 斧斧 7 13 111 侧巴05 : 1111 刃部部 666 钉钉 7 14222 Mg : 2 888 尖部部

3333333 凿凿 7 13 999 M36 8 : 888 尖部部 777 锋锋 7 14 333 M 37 0 : 1000 尖部部
4444444 凿凿 7 14000 M2 1:8 4999 尖部部部部部部部

农农具具 888 镰镰 7 11666 M4 二777 刃部部 I 333 铲铲 7 13333 M I 5 5 : 222 刃部部

9999999 镰镰 7 13 777 M 129
: 555 刃部部 l 444 插插 7 13444 M 2 0

: 444 刃部部
lllll 000 镰镰 7 13 888 M l l s : 555 刃部部 1555 犁桦桦 7 13555 M阵2 二999 残断处处

lllll lll 铸铸 7 13 000 M 70 : 666 签部部 1666 犁桦桦 7 13666 M555 残断处处

lllll 222 铲铲 7 13 222 M 8 8 : 1333 刃部部部部部部部

兵兵器器 l 777 矛矛 7 10777 M 4 :
4444 刃部部 2 333 剑剑 7 1 1999 M3田

: 1333 刃部部

lllll 888 矛矛 7 12000 MZ 16 : 444 刃部部 2444 刀刀 7 12 333 M 37 4 : 2 111 刃部部
lllll 999 矛矛 7 12 111 M3 22 : 1666 刃部部 2 555 刀刀 7 12444 N日0:8 2000 刃部部

22222000 矛矛 7 12 222 M 2 1:8 4888 刃部部 2666 链链 7 12 555 M 33
:
1111 尖部部

22222 lll 剑剑 7 1 1777 M 374
:
1555 刃部部 2777 铁铁 7 12666 M 37 9 : 1333 尖部部

22222222 剑剑 7 1 1888 M Z 18 : 1000 刃部部部部部部部

其其他他 2 888 板材材 7 10 111 M 4 :

4999 残断处处 3 lll 支架圈圈 7 1 1555 M6 : 1666 残断处处

22222999 木棺包角角 7 10 333 Mg
:

2999 残断处处 3222 环首器器 7 14444 M4 8 :lll 柄首部部
33333 000 釜片片 7 1 1444 M l l : 222 残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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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样品

板材 7 10 1

木棺包角
7 103

矛 71 07

斧 7 112

釜片 7 114

支圈 7 115

镰 7 116

鉴定结果

炒钢锻打

物一号文一序

炒钢锻打

铸铁脱碳钢

铸铁脱碳钢

共晶白口铁

铸铁脱碳钢

八,一月片

ù、ù一6

剑 7 1 17

炒钢锻打

炒钢
边部渗碳

剑 7 118 炒钢锻打

10 } 剑 7 1 19 炒钢
、

冷锻

矛 7 120 炒钢锻打

矛 7 12 1

矛 7 122

刀 7 12 3

可能为灌钢
锻打

铸铁脱碳钢

炒钢
边部渗碳

12一13一14

刀 7 124 炒钢锻打

链 71 25

斧 7 13 1

炒钢锻打

黑心韧性铸铁

黑心韧性铸铁

铸铁脱碳钢

链一镇

铲 7 13 2
两块炒钢
锻打

脱碳铸铁

过共晶白口铁

过共晶白口铁

亚共晶白口铁

铸铁脱碳钢

铸铁脱碳钢

16一17一18一19一2D

铲 7 13 3

插 71 34

犁桦 7 13 5

犁桦 7 13 6

镰 7 13 7

镰 7 13 8

凿 7 13 9 夹钢
、

锻打

21一22一23一抖一25一26一27

凿 7 140

凿 7 14 1

钉 71 42

锋 7 14 3

32 } 环首器 71 44

32 件铁器金相组织鉴定结果

金相组织

铁素体
,

晶粒度 5 级
,

晶粒间界处又有小铁素体晶粒
。

有长条形单相夹杂物

铁素体
,

有的地方晶粒有变形
,

单相夹杂物沿加工方向拉长

铁素体
,

晶粒大小不一
,

有浮凸组织
,

夹杂物少 (图一 )

含碳量均匀
,

珠光体
十
铁素体

,

含碳量约 0
.

4%
,

夹杂物少

锈蚀严重
,

可看到共晶白口铁组织痕迹 (图二 )

铁素体大晶粒
,

晶粒度 1级
,

亚复相夹杂物沿加工方向排列

本体为铁素体
,

铁素体
十
珠光体和球化渗碳体组织

,

单相夹杂物折弯
,

一侧渗碳有
淬火马氏体

,

在渗碳层与本体部分有氧化铁皮 (图三 )

局部 (刃部 )全为珠光体
,

含碳量约 0
.

8%
,

中心部位为含碳量约 0
.

3% 的魏氏组织
,

细长单相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延伸 (图四 )

含碳量不均匀
,

边部碳高处有少量魏氏组织
,

含碳量约 0
.

3%
,

为渗碳组织
,

中心低
碳处为铁素体

十 晶粒间界处少量珠光体
,

含碳量约为 0
.

1%
,

大块单相
、

亚复相夹杂
物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

,

并且大部分位于 中心区域

含碳量分布不均
,

一边高
,

一边低
,

高碳处为铁素体
+
晶粒间界处珠光体

,

含碳量约

为 0
.

1%
,

低碳处为铁素体
,

单相夹杂物及部分晶粒变形拉长

边部含碳量较高
,

为珠光体
+
铁素体

,

含碳量约 0 4%
,

向内呈魏氏组织
,

含碳量减
少

,

约为 0
.

3%
,

中间呈铁素体组织
,

晶粒度 5 级
,

边部夹杂物较少
,

中心铁素体处细
长条亚复相

、

单相夹杂物较多
,

且变形拉长

组织不均匀
,

一边含碳量稍高
,

为球化珠光体
,

另一边为铁素体
十
珠光体

,

含碳量少
于 0

.

1%
,

有细长条亚复相
、

单相夹杂物变形拉长 ;与此面垂直方向截面有夹杂物处
含碳量高

,

为块状珠光体
,

夹杂物之间组织纯净
,

均匀
,

为珠光体
+
铁素体

质地纯净
,

珠光体
十 网状铁素体

,

为亚共析钢组织
,

含碳量约 0
.

7%

质地较纯净
,

两边含碳量高
,

为铁素体及少量珠光体
,

含碳量约 0
.

1%
,

中心铁素体
组织

,

晶粒度 6级
,

单相
、

细小夹杂稍变形

横截面取样样品金相组织为边部含碳量最高
,

为球化渗碳体
,

中心有一 区域稍高
,

铁素体晶粒间界处有少量珠光体
,

其它地方含碳量低
,

含碳量从边部向中心区域逐
渐降低

,

并且单相
、

细小夹杂物多
,

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
,

局部有带状组织
。

从纵面
上看

,

中心有一不受浸蚀的区域
,

为大铁素体组织
,

有微量元素的偏析
,

有部分晶粒
沿加工方向变形

。

并且有一较大的裂缝
,

系锻打时没有掌握好火候所至 (图五 )

单相夹杂沿加工方向变形
、

折弯
,

铁素体
十
珠光体

,

含碳量约 0
.

15 %
,

组织较均匀
,

有一沿原夹杂物或裂纹锈蚀而成的裂缝
,

裂缝两边夹杂物数量不同

铁素体基体
,

晶粒度 3级
,

极少量夹杂
,

有团絮状石墨

铁素体基体
,

晶粒度 3级
,

极少量夹杂
,

有团絮状石墨 (图六 )

铁素体
十
珠光体

,

珠光体在铁素体晶粒间界处析出
,

含碳量约 0
.

2%
,

夹杂物极少
,

有铸造孔洞

中心部分复相夹杂物多变形拉长
,

有不易受浸蚀区域
,

并与基体不在同一平面上
,

呈

带状组织
,

有的夹杂物沿此区域边缘分布
,

两边铁素体和游离珠光体
,

局部含碳量约
为 0

.

1%
,

以夹杂物和金相组织不同可分为 4 一 14 层
,

可见折叠锻打痕迹 (图七 )

共晶白口铁
,

边部锈层内有脱碳层痕迹

过共晶白口铁
,

有铸造缺陷 (图八 )

过共晶莱氏体基体
,

有二次石墨析出

亚共晶白口铁组织 (图九 )

铁素体基体
,

单相夹杂物较少

珠光体
十 网状铁素体

,

魏氏组织
,

含碳量约 0
.

7%
,

夹杂物少 (图一 O )

中间为珠光体
十
少量铁素体

,

含碳量约 0
.

7% 一 0
.

8%
,

边部为铁素体
,

晶粒度 4 级
,

过渡层晶粒较小
,

过渡层及边部铁素体层内有单相氧化亚铁和硅酸盐夹杂物沿加
工方向变形拉长

,

中心含碳量高处极少夹杂物 (图一一 )

含碳量不均
,

两边高
,

中间低
,

晶粒及单相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

含碳量不均
,

高处为珠光体和少量铁素体
,

含碳量约 0
.

7%
,

低处为珠光体
十
铁素

体
,

含碳量约为 0
.

5%
,

单相夹杂物较少稍变形
,

有铸造缺陷 (图一二 )

含碳量不均
,

最高处为渗碳体球化
,

稍高处为魏氏组织
,

含碳量约 0
.

3%
,

低处为铁
素体

+
珠光体

,

含碳约 0
.

2%
,

单相夹杂物较少
,

沿加工方向变形

中心含碳量高
,

为珠光体组织和少量铁素体
,

含碳量约 0
.

7%
,

边部为珠光体
+
铁素

体
,

含碳量稍低
,

组织细小均匀
,

单相长条状夹杂

中心部位为珠光体
,

含碳量约为 0
.

8%
,

两边含碳量低
,

为脱碳层

炒钢
、

冷锻

铸铁脱碳钢
锻打

铸铁脱碳钢
锻打

两块炒钢叠打

铸铁脱碳钢
锻打

28一29一30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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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 目
。

另外还出土夔金铜蛮镰
、

鉴金铜带

饰
、

鉴金铜鞍桥
、

壤金铜寄生
、

壤金铜叶包木

马橙
,

各种形制的金耳饰
、

铜鹿形器
、

铜面罩
、

铁掌形器
,

以及各种类型的铜斧
,

数量众多的

长铁剑
,

环首铁刀等
,

显示 了鲜卑民族的文化

特色
。

为研究当时该地区 的钢铁技术发展水

平
,

了解以鲜卑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内涵及与

相邻地区的经济
、

技术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

要考古资料
。

所以
,

我们对选 自 25 座墓葬中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32 件铁器进行金相实验

研究
,

计有兵器 11 件
、

工具 7 件
、

农具 9 件和

其他用途的器物 5 件
,

详细情况见表一
。

一 实验分析与鉴定

通过观察铁制品的金相组织
,

可以判定

器物的材质
,

了解制作工艺
。

从铁器上取下的

样品经过镶样
、

磨光
、

抛光
,

再用 4% 硝酸酒

精溶液浸蚀
,

然后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金相

组织
,

并拍摄组织照片
,

金相鉴定结果如表

从表 2 中可 以看出
,

经过鉴定的 32 件铁

器中有白口铁 4 件
、

黑心韧性铸铁 2 件
、

铸铁

脱碳钢 10 件
、

炒钢 13 件
、

脱碳铸铁 1件和夹

钢 1件
,

有 1件可能为灌钢制品
。



图五 刀 71 24M( 308
:
8) 晶粒大小不均匀

、

单相夹杂
x 100 图六 镇 7 13 0 (M 17o : 6 )黑心铸铁

x l的

二 几点讨论

1
.

不同品种的材质

经过鉴定的 32 件铁器涉及不同品种的

材质
。

白口铁和韧性铸铁

经过鉴定的 犯 件铁器中有 1件亚共晶

白口铁制品 (犁桦 7 13 6) (图九 )
,

1件共晶白

口 铁制品 (釜片 7 1 14) (图二 )
,

2件过共晶白

口铁制品 (犁桦 7 13 5 和插 7 13 4) (图八 )
,

2 件

黑心韧性铁制品 (链 7 126 和锌 7 130) (图六 )
。

2 件具有团絮状石墨的可锻铸铁制品出土于

不同的墓葬中
,

在其铁素体基体上皆均匀分

布有团絮状石墨
,

夹杂物含量极少且没有变

形
,

是将生铁铸成器物后
,

又 经退火处理而

成
。

相当于春秋早期约公元前 8世纪
,

中国

比其他国家早 18 00 年创造了含碳 2
.

0% 以上

的生铁并铸成工具
。

现发现最早的铸铁件是

山西垣曲天马— 曲村出土的公元前 8 一 前

7 世纪的白口铸铁残块 川
。

白口铁虽耐磨
,

但

脆而硬
,

强度不够
。

从 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
,

至迟在战国早期
,

为了改善这种生铁的性能
,

已经发明了将白口铁加热的铸铁退火技术
。

它消除了大块渗碳体
,

从而克服 了白口铁的

脆性
,

产品称为
“

可锻铸铁
”

(亦称展性铸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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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犁桦 71 36 M( 5) 亚共晶白 口铁组织
x loo

河南新郑唐户南岗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残铁

板
,

经鉴定是共晶白口铁
,

并经脱碳处理
,

可

认为是铸铁退火技术应用的开始 lz1
。

河南洛

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中出土 的铁铲是目前

中国最早的铸铁退火制品
,

也是世界上最早

的黑心韧性铸铁川 ;河南登封阳城铸铁遗址

也发现了韧性铸铁的成品和半成品 4[]
。

北票

喇嘛洞墓地出土黑心韧性铸铁又为铸铁退火

技术增添了例证
。

秦汉时期
,

根据产品的用途不同而采用

不同的材质已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
,

表现为

锻造制品逐渐增多
。

至 3 一 4 世纪时期
,

人们

图一O 镰 7 l 38( lM l8
:

5) 珠光体
+ 网状铁素体

、 100

除了对比较厚重的生产工具进行直接铸造以

外
,

大都通过锻打的方法而得到
。

苗长兴对经

过鉴定的河南部分古代工
、

农具制作技术的

统计结果表明
,

直到公元 3 一 4 世纪
,

铸铁退

火技术还在广泛使用
,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锻造制品越来越多 5I]
。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铸造的铁器种类主

要是斧
、

插和犁桦等
,

至于刀
、

剑
、

铲
、

凿
、

链
、

镰
、

矛等大部分铁器是锻造制品
。

经鉴定的北

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32 件铁器中生铁制品只

有 4 件
,

经过退火处理者仅有 2 件
,

其他 26

件均为钢材锻造制成
,

表明锻造技术已 占主

图一一 凿 71 39 〔M 3 68
: 8) 中心邵位珠光体

+ 网状

铁素体
.

两功铁素休
x l oo

目一_ 凿 7 14 1(M 18 6 : 16 )珠光体
+
铁索体

x l印



文物
·

2朋 1年第 12 期

要地位
。

锻制铁器种类和数量超过铸造铁器

这个事实表明
,

钢铁技术是由于锻造技术的

发展而进一步发展的
,

锻造技术的普及又与

钢材的大规模使用分不开
。

虽然从事锻造工

艺的铁匠不需要直接进行矿石 的冶炼
,

但他

们必须要掌握钢铁材料在不同温度及锻打条

件下材料性能的变化规律
,

因此对工匠的技

术水平要求是比较高的
,

同时也说明了古代

钢铁技术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
。

铸铁脱碳钢

对生铁铸件采用脱碳的方法处理得到的

钢
,

称为铸铁脱碳钢
。

这种炼钢方法是战国中

晚期或更早时期在铸铁退火处理工艺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

在经检测的北票喇嘛洞墓地

出土铁器中
,

有铸铁脱碳钢制品 or 件
,

几乎

包含了所有铁器种类
。

这些样品含碳量相对

比较均匀
,

夹杂物很少
,

有的有铸造缺陷
。

镰

7 13 8 的金相组织为珠光体和铁素体
,

组织具

有上述特征 (图一 O )
。

凿 71 41 含碳量不均

匀
,

单相夹杂物较少并沿加工方向稍拉长
,

可

见有铸造缺陷 (图一二 )
。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

土铸铁脱碳钢说明直到公元 3 一 4 世纪中叶
,

这种制钢技术还在广泛的应用
。

炒钢制品

这次检测的 32 件样品中有 13 件炒钢制

品
,

其中兵器 8件
,

工具 3 件
,

板材 1件和木

棺包角 l 件
。

经金相鉴定及扫描电镜能谱对

夹杂物成分分析可知
,

它们均含有相同类型

的夹杂物
,

即以硅 酸盐为主
,

变形量大
,

并含

有少量的钾
、

镁等元素
。

金相组织如图三镰

7 1 16
、

图四剑 7 1 17
。

其中镰 7 1 16 边部有马 氏

体组织
,

为经过淬火处理而成
,

边部淬火可以

提高镰的硬度
,

提高使用性能
。

以往发现年代较早的以炒钢为原料制成

的实物
,

有山东临沂出土的东汉环首钢刀和

江苏徐州出土的东汉钢剑等
。

在徐州狮子山

楚王陵 6[ ’
、

广州南越王墓 17 `和高邮天山广陵

王墓 18 〕
等西汉诸侯王陵墓 中也发现过炒钢制

品
,

其中狮子山铁器中炒钢制品的发现
,

表明

西汉早期 (前 2世纪中叶 )中国已经发明了炒

钢技术
,

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炒钢制品
。

本次所

取 12 件兵器样品中有 8 件以炒钢为原料制

成
,

这说明炒钢技术在当时已经广泛应用于兵

器制作
。

而炒钢制品的数量也多于铸铁脱碳钢

制品
,

说明炒钢技术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制钢

技术
。

《后汉书》中载称鲜卑
“

男子能作弓矢鞍

勒
,

锻金铁为兵器
” ,

其中所言
“

锻金铁
”

之
“

锻
” ,

则可能与退火后锻打或炒钢技术有关
。

夹钢制品

夹钢是在器具刃口部位夹贴上与本体钢

不同的钢材
,

然后将其锻成器具的一种工艺
。

它利用不同材料的特性提高了器具的使用性

能
。

凿 71 39 经鉴定为夹钢制品
,

取样部分的

中心部位 为亚共析 钢组织
,

含碳量接近

0
.

8%
,

边部为铁素体组织
,

晶粒大小不同
。

两

种组织之间的过渡层中有单相氧化亚铁和硅

酸盐夹杂
,

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
,

而其他部分

很少发现夹杂物
,

如图一一
。

夹杂物成分分析

表明
,

处于不同位置的夹杂物的成分有所差

别
,

靠近铁素体处夹杂物基本不含有钾
、

铝
、

锰和硅等元素
,

而靠近珠光体区的夹杂物这

些元素含量 比较高
,

这显然是采用了两种不

同的钢材锻接在一起而产生的现象
。

相同的工艺也体现在吉林榆树老河深鲜

卑墓葬出土的贴钢制品铁矛 (M%
: l) 和直

背环首刀 (M l巧 : 10) 上 l9]
。

不同之处在于榆

树老河深墓葬出土铁器的本体钢含碳量低
,

边部含碳量高 ;而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的凿

的含碳量是本体钢高
,

边部低
。

两者在锻造技

术上体现了比较高的技巧和经验
,

这点从接

合处没有氧化裂缝可 以看出
。

2
.

兵器制作技术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大量兵器
,

为研

究北方鲜卑民族的兵器制作工艺提供了新资

料
。

刀和剑在该墓地中出土较多
,

保存较完

整
,

有的长达 1
.

3米
,

在形制上与中原地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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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没有差别
。

鉴定的 2件刀和 3件剑等 5件

铁制兵器
,

均采用炒钢原料折叠锻打而成
,

晶

粒细小
,

夹杂物含量较少
,

含碳量较低但不均

匀
,

一般是边部较高
,

中心稍低
,

这是在加热

锻打过程中经过了渗碳的结果
,

这样制作出

的兵器具有较高的质量
,

可以满足使用时的

性能要求
。

刀 7 12 4 的金相组织显示铁素体晶

粒大小有明显差异 (图五 )
,

并且有一较大的

裂缝
,

很明显是两块材料锻打在一起的
,

但是

没有掌握好火候
。

3 件矛 的检测分析表明
,

71 20 和 7 121 采用炒钢为原料锻打而成
,

7 12 2

是用生铁铸成后又经退火脱碳而成的
。

2 件

链样品中 7 125 为炒钢制品 ; 71 26 为可锻铸铁

制品
。

表明当时的工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制

作出同样的器物
,

暗示着当地可能已经有了

自己的冶铁和制造业
。

经鉴定的这批铁制兵器含碳均匀
,

晶粒

较细
,

夹杂物较少
,

除个别铁器外
,

大部分质

量较高
,

制作技术亦较成熟
。

这与榆树老河深

墓葬出土铁制兵器的情况大致相同
。

3
.

微量元素磷和砷的偏析

从检测的样品中发现有两种比较特殊的

金相组织
,

一种是浮凸组织
,

如图一刀 71 07

的金 相组织
。

所谓浮 凸 组织 ( hg os it gn S tur c -

ut er )是样品在 4% 硝酸酒精浸蚀后
,

铁素体

基体上 出现不在同一平面上的浮雕状组织 ;

另一种是带状组织
,

如图七铲 7 13 2 的金相组

织
。

对铲 71 32 样品中的亮带组织
、

基体以及

夹杂物的成分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分析
,

结

果如表三
。

又利用前苏联产的 N M I
,

一 3 型显

微硬度计
,

0
.

02 千克负荷
,

对样品进行显微

硬度测试
,

结果如表四
。

对铲 7 13 2 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

和显微硬度分析表明
,

有带状组织的部位的

砷含量比没有带状组织部位的砷含量高 2 -

3倍
,

带状组织 中夹杂物的砷含量高于其他

部位夹杂物的砷含量
,

且硬度值高
。

表明引起

带状组织 的原因是砷的偏析
。

古代钢铁制品

中具有砷的偏析组织在中国钢铁冶金史上是

首次发现
。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

研究所多年的研究
,

引起浮 凸组织的原因是

由于存在磷的偏析
。

浮凸组织及带状组织出

现的微量元素磷和砷的来源
,

是使用 了含磷
、

砷的矿石
。

关于浮凸组织和带状组织形成原

因及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

将另文讨论
。

4
.

东北地区出土铁器与鲜卑铁器

为深入认识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

重要性
,

还需对其在中国钢铁冶金技术体系

中的地位略作探讨
。

195 3 年河北省兴隆县 出土 了 87 件战国

时期铁范
,

所铸造的工具形制与东北一带发

现的铁器一致
l oj ’

。

伶柱 臣指出
,

河北兴隆出

土的镰
、

锄
、

车具等铁范
,

辽宁鞍山羊草庄村

落遗址出土的铲
、

插
、

锄
、

镬
、

镰
,

海城出土的

铁镰以及大岭屯城
、

牧羊城
、

冷水塘等地出土

的铁斧
,

皆与河南辉县出土的铁镬
、

铁锄
、

铁

铲
,

洛阳出土的铁插
,

没有多大差别
,

铁器分

布如此普遍
,

说明了战国时期生产力 发展到

表三 铲 7 132 带状组织及夹杂物扫描电镜能谱成分分析结果

分分析部位位 Asss 龙龙 Siii M llll PPP SSS C aaa F
eee

M ggg

有有带状组织处基体体 0
.

888888888888888 99
.

22222

有有带状组织处基体体 1
.

000000000000000 99
.

00000

有有带状组织处基体体 1
.

111111111111111 97
.

22222

无无带状组织处基体体 0
.

333333333333333 99
.

77777

无无带状组织处基体体 0
.

444444444444444 99
.

33333

有有带状组织处夹杂杂 3
.

66666666666 l 11111 92
.

222 2
.

555

有有带状组织处夹杂杂 3
.

99999999999 0 66666 如
.

555 4
.

222

无无带状组织处夹杂杂 0
.

6
赞赞

1
.

888 4
.

777 0
.

555 0
.

2
关关关

1
.

888 89
,

444 0
.

999

无无带状组织处夹杂杂 0
.

4
赞赞

1
.

555 2 lll 0
.

3
件件

0
.

1 苦苦苦

1
.

111 9 3
.

333 0
.

888

* ”

表示存在这种元素
,

但超出检测极限
,

数值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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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样品铲 712 3的显微硬度分析

测测试部位位 硬 JJJ度值 M H( k酬浏
1尹 )))平均值值

有有带状组织处处 8 2 555 35 0002 9 5552 59992 9 777

无无带状组织处处 2 2 3333 7 0002 52 99999444 5

无无带状组织处处 2 2 5333 1555抖 5558 2 9992 5lll

较高的程度叫
。

辽宁省宽甸县双山子战国中

晚期窖藏 {’ 2’ ;锦州大泥洼 l [3 ];建平县喀喇沁

河东战国中晚期聚落遗址 l4 [’ ;锦西县乌金塘

战国墓葬 l [5 ];旅顺战国墓 {6 1 }和抚顺市莲花堡

遗址【l 7]均发现有铁器出土
,

这些生产工具多

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 (如河北兴隆
、

燕下都

等 )同类型工具相似
。

考古资料表明
,

战国时

期燕
、

赵势力已经直接达到吉林中南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
。

吉林桦甸县西荒山屯战国晚期

至西汉 初期的 7 座竖 穴石 棺墓中
,

出土有

4 80 件铜
、

石
、

陶
、

铁器
。

除 M S 外
,

6 座墓葬出

土铁锌
、

镰和刀等 12 件 l8[]
。

柳河向阳乡王八

脖子采集到一批刻有
“

左得工
”

或
“

右得工
”

字

样的铁挺铜锨 「19 ’
。

梨树县二龙湖古城
,

是吉

林省首次发现的战国古城
,

也是 目前所知地

理位置最偏北的一座战国古城
,

为战国时期

燕国的北界树立 了明确的坐标
。

这座遗址出

土的铸造铁器有直登条形端刃器 (镬 ) 6 件和

锻造制品镰等 3 件 120]
。

值得注意的是
,

战国

至汉代的大安市汉书遗址
,

出土器物中不但

有较多的汉式铁斧
、

铁刀和铁锥
,

而且发现有

大量铸造矛
、

链
、

鱼钩
、

扣
、

马蹄形牌饰
、

护心

镜等器物用的陶范和石范
「川

。

敖汉旗文化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内蒙古敖汉旗老虎

山遗址中发现 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铁器与大量

燕国刀币
,

铁器中的镬
、

斧
、

锄
、

镰
、

刀与辽宁

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的形制完全一致 !22]
。

这

充分说明
,

中国东北地区铁器早在战国时期

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
。

l% 3 年清理的陈巴尔虎旗完工墓葬群
,

是早期鲜卑墓葬中时代最早的一处
,

时代不

晚于公元前 3世纪
,

随葬品中有铁锨
、

铁刀等

近 70 件 23I]
。

19 60 年发掘的扎费诺尔早期鲜

卑贵族墓群中
,

出土的 20 件铁器多为工具和

武器
,

如矛
、

刀
、

锨
、

鞘等
,

反映了它们与内地

间的早期联系 l24]
。

近年来在黑龙江齐齐哈尔

和泰来县
、

吉林通榆
、

内蒙古察右前旗
、

察右后

旗
、

科右中旗
、

额尔古纳右旗
、

新巴尔虎左旗
、

赤峰巴林左旗等几十处鲜卑族遗址和墓葬群

的发掘中均出土相当数量的铁器
。

其中北票县

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也出土了较多数量的

铁兵器
、

工具和马具等
,

反映的文化面貌主要

是汉文化
,

但也保留有鲜卑族的某些习俗
,

有

的器物或葬俗可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

流的产物图
。

所以北票喇嘛洞这批铁器的鉴

定从某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地区发达的钢铁

冶铸和锻造技术对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
。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板材 7 101 经鉴

定为炒钢制品
,

同样的板材或条材在中原地

区和 日本等地也被发现
。

板材有铸铁脱碳钢

板材和炒钢板材两种
,

作为制作器具的原材

料和半成品
,

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炼钢方法的

产生
。

通过板材的研究可 以了解铁器原料的

产地与交流等问题
。

至今冶金史工作者仅对

吉林榆树老河深和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铁器作了实验分析
,

所以对东北各地出土铁

器的技术渊源
、

交流与传播问题的研究还需

要进一步开展
。

三 结 论

在战国和秦汉时期
,

现在 的中国东北和

朝鲜半岛地区己与中原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

联系
。

西汉以后
,

随着交流的 日益加强
,

该地

区铁器使用范围和制作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

平
。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铁器数量
、

种类较

多
,

材质有白口铁
、

韧性铸铁
、

铸铁脱碳钢和

炒钢
,

还发现有夹钢制品
,

是当时该地区钢铁

工艺 的代表
。

与吉林榆树老河深等早期铁器

相比
,

质量有了一定提高
,

但不排除原材料有

来自中原地区的可能
,

可以说与中原地区属

于同一钢铁技术体系
。

首次在中国古代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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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中发现砷偏析组织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柯俊教授
、

孙

淑云教授和李秀辉副教授等的指导和帮助
,

姚建芳
、

刘建华
、

裘宝琴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实

验工作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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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莫角山遗 19 9 2
一 , 993 莫角山是浙江余杭良诸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人工堆筑的高台遗

年的发掘 址
,

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
,

总面积达 30 余万平方米
。

1992 年 9月至 19 93

年 7月进行的发掘
,

在高台遗址之上呈品字形分布的三个高土台之间
,

发

现了面积达 3 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成排的柱洞
,

最大的柱洞

直径 60 厘米
。

此外
,

还发现了打破夯土基址的排列规整的沟埂遗迹
,

以及

其下堆积大量石块的积石坑和多处灰坑
。

结合 19 87 年在莫角山发现的大

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以及莫角山遗址在良诸遗址群的中心位置看
,

莫角山

遗址应是良诸文化的礼仪中心
。

浙江良诸庙前遗址第五
、

六 庙前遗址位于 良诸遗址的东南方
。
199 9

一 2以x )年
,

浙江省文物考古

次发掘简报 研究所在此进行了第五
、

六次发掘
,

发掘面积 l (x刃 余平方米
。

遗迹有房

址
、

灰坑
、

水井
、

墓葬等
。

遗物以泥质黑皮陶和夹砂黑皮陶为主
,

另有璧
、

铺
、

锨
、

刀
、

耘田器等玉石器
。

这批遗物大多属于良诸文化中期偏晚阶段
,

少量属于马家派文化味纵

王鼎的性质与时代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人藏的王鼎
,

是迄今所见惟一的西周时期的王所

作的鼎
。

鼎上铸有两行 6 字铭文
。

这件王鼎从形制
、

纹饰看
,

应属西周中

期
。

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出

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是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中叶的鲜卑族墓葬
,

自 19 9 2 年以来已进行 5 次发掘
,

共清理墓葬 4 0 0 多座
,

而每墓必出铁器
,

主要有农具
、

工具和兵器
,

特别是出土的全套甲骑具装更引人注 目
。

作者

对该墓地出土的 32 件铁器进行材质及 制作技术的研究
。

这批铁器质量较

好
,

制作技术较成熟
,

不排除原材料有来 自中原地区的可能
。

研究表明
,

鲜

卑族大规模使用铁器是在南迁西迁以后
,

在迁移过程中逐渐与汉族接触
、

交流
,

得到铁器或者铁器制造技术
,

并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