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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矿冶遗址的研究与保护
’

陈建立 李延祥

摘要 针对古矿 冶遗址研究与保护 问题
,

本文对铜绿 山 古铜矿 冶遗址等 处被 列入 全 国重点 文 物

保护单位的古代矿冶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状况进行简单总结
,

讨论并提 出矿 冶遗址研 究与保护 的

工作思路
,

指 出时矿冶遗址历 史和科学价值的充分揭示是保护 工作的前提
,

正确 的研究方 法及稳定

的研究团队是信息提取的基础
,

加强矿冶遗址保护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关键词 矿冶遗址 工业遗产 保护

金属冶炼的发明和金属器具的大规模使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冶金技术的

发明是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
,

所以作为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金属矿冶遗址
,

对于研究古代社

会
、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拟对国内一些重要冶金遗址研究和保护状况进行简单总

结
,

重点讨论古代冶金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状况
,

提出冶金遗址研究 与保护的工作思路

一
、

矿冶遗址的研究与保护的意义

工业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极为重要 的作用
。,

作为 关于工业遗产咨询机

构的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 简称
,

于 年 月在俄罗斯召开的第 届人会
,

通过

了专门用于界定和保护工业遗产的 《有关产业遗产的 下塔吉尔宪章 》
,

该宪章是有关工业遗产保护

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宪章
。

其定义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
、

技术
、

社会
、

建筑和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

存
。

这些遗存包括建筑
、

机械
、

车间
、

磨坊
、

工厂
、

矿山以及相关的冶炼场所
、

仓储和店铺
、

能源

生产
、

传输和使用场所
、

交通基础 设施
,

除此之外
,

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如住房
、

宗教或教育和

其他社会活动场所等
’ 。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工业遗产清单已有 余处
,

其中
,

与矿冶

的有关的有英国的铁桥峡谷
、

德国的弗尔克林根铁工厂
、

埃森的矿业同盟 工业 区景观
、

赖迈尔斯堡

矿和戈斯拉尔历史名城
、

法 国的阿尔克
一

塞南皇家盐场
、

比利时的斯皮耶纳新石器时代的隧石矿
、

墨西哥的瓜纳托历史名城及周围矿藏和 日本石见银山银矿遗址等多处
。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情况
,

特别是 年 日本石见银 山遗址 申遗成功经验
,

为我 国矿冶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 了

良好的案例
。

单霏翔指出
,

我国的工业遗产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

狭义 工业遗产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各阶段的近现代工业建筑
,

它们构成了工业遗产的主体 广义的工业遗产是具有历 史学
、

社会学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文物局 仪 ”
,

项 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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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

其冶炼技术 与冶炼产物 与大井古铜矿相同
’‘, 。

由于当地建立的敖包群具有神山之性质
,

平时很少有闲杂人员出入
,

非常有利于遗址 的保护
,

但由于 山洪冲刷
,

不少冶炼遗物暴露于地表

图
,

对遗址有一定危害
。

鉴 于该遗址的丰富内涵
,

有必要对其开展深入的考占发掘和研究工

作
,

进
一

步揭示其价值以更好地保护
。

图 大井 占铜矿遗址保存现状图 图 塔布敖包冶炼遗址保存现状

位于今内蒙 占克什克腾旗达来诺 日苏木喜

鹊沟沟 口 的喜鹊沟采矿遗址 由克什克腾旗博物

馆馆长刘志一先生等普查发现
,

有铜矿洞 处
,

其中 号和 号存有坑道遗址
,

并采集有亚腰

型石锤和陶器残片
,

判定其当与林 西大井古铜

矿遗址 同属 夏 家店上 层 文 化〔川
〔

为探 明其性

质
,

笔者分别
几

年 月 和 年 月对

该遗址进行调查
,

又发现和采集大量采矿石锤
、

石球
、

石研磨器
、

矿石
、

陶片以及 兽骨和木炭

等遗物
,

为准确判定遗址 的年代和开采技术奠

定 厂基础
。

遗址所出石器于林西大井古铜矿所
图 喜鹊沟采矿遗址保存现状 见相同

,

采矿技术也相同
,

但出现大量石研磨

器为人井古铜矿所未见
,

另据碳 年代测定发现年代可能较夏家店 七层文化早
,

为全面认识夏家

店上层 文化或吏早时期的采矿技术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 。

但是在考察时发现
,

遗址 已被现代探

矿槽破坏 图
,

并被地质调查队告知
,

该遗址 区域将在 年开始大规模采矿
,

遗址的保护受

到一定威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遗址
,

是新疆年代最早的铜矿冶遗址
,

跟今约 年
。

据研究
,

奴拉赛遗址是 占代塞人的遗迹 ” 。

遗址分为采矿和冶炼两部分
。

采矿遗址 已经发现洞 口

见方的竖井洞 口 余处
,

多已坍毁
,

矿井壁两侧支撑水平方向原木
,

两端楔人矿壁
。

矿井内外

发现大量采矿石器
。

冶炼遗址位于竖井不远的沟谷中
,

因被山洪冲刷
,

仅存少量炉渣堆积
,

堆积层

中有矿石
、

炉渣
、

兽骨
、

碎陶片以及冰铜锭
。

奴拉赛遗址作为 目前我 国发现的使用
“

硫化矿
一

冰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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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 一

几艺最 早 的

,

也 是 欧亚 大 陆 上唯

一

的

一

处 通 过添 加 砷 矿物 来 冶炼 高 砷 铜 合金 的 古 矿冶 遗 址

,

在

冶 金 史 卜有 重要 意 义

。

该 遗 址地 处 中 西交 通 要 道

,

其 硫 化矿 和 高 砷铜 合 金 冶 炼技 术 的 研究 对 探 讨 中

西 亚 及我 国 其 他地 区 同类 技 术 的源 流 和 面 貌有 重 要 的 参 考价 值 奴拉 赛 遗 址 冶炼 技 术 的 详细 揭 示

,

如 焙 烧炉
、

熔炼 炉
、

鼓风 器 的 形制 和 定 量化 的 冶炼 流 程
,

都 有 待
一

于 更多 的 发 掘 和样 品 分析
。

寻 找砷

矿 物 的来 源
、

砷 铜 的 去向 和 使用 范 围
,

也 有 赖 于进 一 步 研究
、 。

对 伊犁 河 流 域 可能 同 属 塞人 的 青 铜时

代 铜 器的 分 析
,

以 及 相邻 地 区 矿 冶遗 址 的 探 查
,

将 是 解 决 上述 问 题 必 不 可少 的 资 料
‘

引
、

但 由 于该

遗 址 地处 山 野

,

范 围 较大

,

在保 护 方 面仅 做 了 一些 简 单 的防 护 措 施

,

人 为 破 坏较 为 严 重

,

加 之 山洪

的 不 断冲 刷

,

冶 炼 遗 址 已消 失 殆尽

。

年 发现 的 位 于 宁夏 回 族 自 治区 中 卫 市

镇 罗 镇 以北 的 照壁 山铜 矿 遗 址 由 古矿 洞

、

居 住

遗 址 和冶 炼 遗 址 气部 分 组 成
。

年 月 笔 者

与 当 地 文物 工 作 者一 起 对 照 壁 山 冶炼 遗 址 进 行

考 察
、

取 样
,

在约
,

的范 围 内 发现 有 古 铜 矿

座
,

研 究表 明 该 遗址 可 能 早 在 春秋 战 国 时 期

就 已 开采

,

西汉 时 期 就 已 形成 了较 大 规 模 的 开

采 和 冶炼

,

在 西 夏

、

元 代 亦 持 续 开采 冶 炼

,

为

研 究 西北 地 区 矿冶 技 术

,

特 别是 为 汉 与 匈 奴 交

界 地 带 的文 化 交流 提 供 了珍 贵 的 实物 资 料 调

查 发 现冶 炼 遗址 因 长 期被 山 洪 冲刷 而 破 坏 严重
,

另 外 当地 群 众 为筛 选 冶 炼 遗 址 中残 存 的 铜 矿 石 图 照壁 山冶炼遗 址保存 状况

的 乱 挖行 为
,

使遗 址 破坏 更 加严 重 图
,

该 遗 址保 存 情况 堪 忧

二 古 代 冶 铁 遗 址 的 研 究 与 保 护

被列 为 全 国重 点 文物 保 护 单位 的 处 古 代 冶铁 遗 址 全部 位 于 河南 省

,

其 原因 是 在 李京 华 先 生的

带 领 下

,

河 南 古代 冶 铁遗 址 考 古工 作 基础 较 好

,

如 发 现

、

调 查 和 发掘 了较 多 的冶 铁 遗 址

,

并 目 与冶

金 史 专家 的 合 作比 较 密切
,

实 验室 研 究 比较 充 分
,

从 而 也得 到 社会 和 学 界 的重 视
,

保 护 不几作 较 好
。

西平 县 酒 店冶 铁 遗址
,

是 战 国至 晋 代 时期 的 重 要 冶铁 遗 址
,

发 现于 年
,

总 面积 约 万

澎
。

遗 址 内发 现 有战 国 时期 冶 铁 炉 座
,

炉平 面 呈 椭 圆形
,

东北 部 残 高
,

炉 口 宽
,

底

宽
,

该 炉 是 中国 迄 今发 现 时代 最 早
、

保 存 最 为 完整 的 冶 铁 炉
‘

〕
。。

酒店 冶 铁 遗 址 的发 现
,

对 于

研 究 中 国古 代冶 金 业 的发 展 历 史

,

具 有 无可 替 代的 作 用
。

目前 遗址 保 护状 况 较 好

河南 泌 阳下 河 湾 冶铁 遗 址 是 新 发现 的 一 处 战 国秦 汉 大 型 冶 铁 遗址

,

集 采 矿

、

冶 炼 和 铸 造 于一

身

。

从对 下 河湾 冶 铁 遗 址 的调 查 可 知

’

〕

,

在 与 冶 炼 相关 的 遗 物 中

,

发 现 有 大 量 的 液 态冶 炼 渣 块

,

粗 砂 质耐 火 砖块

,

红 色赫 土 夯筑 的 炼 炉壁 残 块

,

冶 炼 用 的厚 胎 陶鼓 风 管 残 块

,

鼓 风 管转 弯 部 位 残块

等 在与 熔 炼有 关 的 遗物 中
,

发现 有 炉 口
、

炉 圈
、

炉 腹
,

砂 质 炉 基座 和 数 量 丰富 的 支柱 等 熔 炉 残块

及 陶 鼓风 管 等
,

发 现 的与 铸 造相 关 的 遗物 也 有 一定 的 数 量
,

从 器 类 可分 为 模
、

范 类 和砺 石 等
。 「

其 中

模 类 可分 为 铸模 和 撅 模两 种
。

范类
,

有石 范 和 陶范 两 种
。

石 范 为 械形 斧 范
。

陶范 较 多
,

可辨 别 的器

型 有 剑
、

撅
、

锄 等
。

该 遗 址 的年 代 应从 战 国 晚期 开 始

,

但 冶 炼 遗址 堆 积 的 主体 当 为 两汉 时 期
。

该

遗 址 发现 以 后

,

当 地 各级 政 府对 遗 址 保护 工 作 非常 重 视

,

文 物 部 门划 定 了 文物 保 护 范 围

,

并 成立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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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高度海拔 巧 以下
,

所以保护工作已无法开展
。

但是位于石柱
、

酉阳等地的炼锌遗址 由于地处

人烟稀少
、

交通不便的山区
,

保存状况较好
,

但山洪冲刷严重 图
。

图 石柱县罐子窑炼锌遗址保存现状

三
、

矿冶遗址的研究
、

保护与开发展望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

对矿冶遗址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充分揭示是保护 ’作的前提
,

而正确

的研究方法又是信息提取的基础
。

因为矿冶考古研究设计到采矿
、

冶炼
、

铸造
、

历 史
、

考 占等多种

学科
,

所以对矿冶遗址的研究除运用历史文献学
、

考古地层学
、

类型学
、

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之外
,

还要用到自然科学中的环境
、

地质
、

矿业
、

冶炼
、

铸造
、

压力加工
、

腐蚀与

防护
、

理化分析和年代测定等多学科的技术和方法
。

具体来讲
,

就是对涉及冶金技术发展的采矿
、

冶炼
、

铸造和锻造等遗址和遗物进行历史文献学
、

考古学背景
、

地质环境资料
、

民族民俗学进行整

理研究
,

并结合现代分析技术对古代金属制品和冶炼遗物进行年代学
、

金相学
、

冶金学等方面的研

究
,

其 目的是研究矿石开采
、

金属冶炼方法及器物制作等方面的规律
,

探索冶金学的特征 对古矿

冶遗址进行发掘
、

调查
,

通过冶铁遗址遗物的考古学
、

冶金学分析古代冶铁炼钢技术的面貌
,

科学

地作出结构
、

生产
一

「艺的判断和复原
,

揭示其工艺特点和技术水平
,

认定其产品特征
、

数量
,

探索

其产品的社会功能
,

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讨论冶金技术发展及交流状况
,

在更深层次讨论冶金技术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

概括起来
,

对矿冶遗址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 」 文献的收集整理方法
,

包括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地质矿产文献资料 调查研究的方法
,

包括矿冶遗址考察和传统
’

’艺调查

检测与实验的方法
,

包括样品的检测分析和实验模拟的方法 综合研究与社会发展史结合的方法

多学科结合的方法
。

根据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
,

我们对古矿冶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又有一些新的深刻体会
。

如古

矿冶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
,

首先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

还要构建稳定的研究团

队
。

由于 目前全国各地已发现古矿冶遗址数千处
,

但限于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
,

只能确定具有重要

学术意义的遗址进行系统调查研究
,

将工作做好做透
。

目前
,

以北京科技大学为主
,

北京大学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和中国钱币博物馆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小组主要集中在中国冶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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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样 朱延平 塔布敖包冶铜遗址初步考察 有色金属
, ,

刘志一 克什克腾文物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李延祥
,

陈建立
,

朱延平 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 年度古矿冶遗址考察报告 中国文物研究所 中国文物研究所成扭

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工明析 伊犁河流城赛人文化初探 新组社会科学
, ,

李延祥 梅建军 奴拉赛古铜矿冶炼技术研究 有色金属 》
,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西平县文物保管所 河南省西平县酒店冶铁遗址试掘简报 华夏考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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