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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坩埚炼铅法是中国传统炼铅技术中一种特别的冶炼方法#即在坩

埚中用铁从硫化铅中还原出铅" 本文梳理有关坩埚炼铅的文献资料#详细介绍

该技术的冶炼过程#包括炉子的建造&坩埚的制作&配料&冶炼操作和金银的提

取" 另外#对近年来发现的两处古代坩埚炼铅遗址出土的坩埚和炉渣进行科学

检测#以复原当时的技术" 并与蒸馏法炼锌&坩埚炼铁等中国传统坩埚冶炼技术

作比较#阐述坩埚炼铅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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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点培育方向/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的认知研究0项目课题/中国古

代冶金用坩埚的生产和使用0

铅是自然界中非常重要的重金属之一'它的熔点很低#"#i �$'远低于铜铁'较易冶

炼'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出来的金属* 早在公元前 h 千纪'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就已发现了

一些铅器,%-

* 中国已知最早的含铅制品是甘肃永靖秦魏家出土的齐家文化时期的铜

环,#-

'含铅量为 3�'而最早的纯铅器是出土于辽西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两件铅

制品,"-

* 商周时期铅是青铜器的重要合金元素之一'青铜器中铅含量可高达 "$�多(铅

还用于制作纯铅器'多作为随葬的明器,&'3-

* 秦汉以后'铅被大量用于制造钱币)铅丹)火

药和生产金银等,h-

*

铅在古代的用途如此广泛'但是古文献中有关铅的冶炼技术的记载很少* 明代宋应

星!天工开物"/五金篇0说铅有/银矿铅0)/铜山铅0)/章节铅0三种,i-

'其中/银矿铅0是

含银的方铅矿#硫化铅'5S>$'/铜山铅0是含铅的多金属石英脉矿'/章节铅0是方铅

矿,K-

'这些铅矿石都是在炉子中直接冶炼* 一般而言'古代炼铅用的矿石主要为方铅矿'

可以在敞炉中较为氧化的气氛下直接反应'生成的氧化铅和硫化铅反应直接生成金属铅(

也可以冶炼前先将方铅矿焙烧成氧化铅'然后在竖炉中还原生成金属铅* 若所得到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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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铅中含银'可用灰吹法炼银'因此炼铅与炼银是紧密相关的*

近年来'学界发现中国还有一种坩埚炼铅的传统方法'即在坩埚中用铁从方铅矿取代

出铅* 这种坩埚炼铅法是利用比铅对硫有更大化学亲和力的金属铁'从硫化铅中把铅取

代出来'而铁则与硫结合形成硫化物#反应化学式为 R/o5S> nR/> o5S$* 反应结束后'

生成的铅由于密度最大'沉在坩埚的最下面'而生成的硫化铁在中间'炉渣在最上面* 这

个反应根据密度的大小分离出铅'所以又称作/沉淀熔炼法0*

最早明确指出中国存在坩埚炼铅法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书中引用了一则

清乾隆年间甘肃巡抚的奏章'并展示了一张河北平泉南铅沟辽金元时期炼铅坩埚残片堆

积的照片,4-

*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属工艺卷"也提到/沉淀炼铅0法'引用的是 %43K

年大炼钢铁时期的一份传统炼铅资料,%$-

* 这些材料虽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但为中国古代

存在坩埚炼铅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直到 #$$4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在河北曲阳

发掘定窑遗址时'在燕川村发现了一处坩埚冶炼遗址'经初步研究判断坩埚是用于炼铅

的,%%-

(#$%$ 年陈建立等在调查河南桐柏围山遗址时'发现了与燕川遗址类似的冶炼遗

物* 另外'在河北唐县,%#-

)山西翼城,%"-

)山西应县和辽宁辽阳!等地也有类似遗物的发

现* 多处坩埚炼铅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这种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对有关坩埚炼铅的文献记载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对曲阳燕川和桐柏围山遗址出土坩埚和炉渣进行科学检测'试图复原传统坩埚炼铅技术'

并与中国传统蒸馏法炼锌和坩埚炼铁技术进行比较'阐述坩埚炼铅的技术特征*

4M有关坩埚炼铅的文献记载

目前发现中国古代与坩埚炼铅技术有关的文献记载'只见于清乾隆二十二年#%i3i

年$甘肃巡抚吴善达的奏章中,%&-

%

今开采喜雀岭铅癬#经靖远县试煎一炉#装矿砂四百五十斤#共煎获净铅二百二

十五斤#每采矿砂一斤给工价银一分一厘二毫五丝#共用银五两六分二厘五毫" 自喜

雀岭至打拉池计程一百四十里#每驮矿砂一百二十斤#给脚价银二钱一分二厘五毫#

每炉装烧矿砂四百五十斤#共该脚价银七钱九分六厘八毫七丝五忽" 每炉用装矿砂

罐一百个#每个银三厘七毫五丝#共用银三钱七分五厘" 每矿砂一斤加用分铅生铁六

两八钱五分#共用生铁一百九十二斤十一两五钱#每斤银一分三厘七毫五丝#共用银

二两六钱四分八厘六毫三丝六忽七微" 每矿砂一斤加烧炼石炭一斤八两#共用石炭

六百七十五斤#每斤银五毫五丝#共用银三钱七分一厘二毫五丝" 每炉用引火柴一

捆#银七厘五毫" 每炉用墁炉麦草一束#银六厘二毫五丝" 每炉用熄火水六担#银七

厘五毫" 每炉用碾装砂矿并拉风箱小夫二名#每名给银五分#共用银一钱" 每炉用分

铅匠一名#给银六分" 每炉用清铅石炭四十斤#每斤银五毫五丝#共用银二分二厘"

以上共用银九两四钱五分七厘五毫零#以每炉出净铅二百二十五斤摊算#每净铅一斤

!

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刘岩先生惠告'在山西应县发现内部充满炉渣的坩埚中段残块'年代初定为辽金时期(承

中国人民大学刘未先生惠告'在辽宁辽阳
%

官屯窑也发现内部充满炉渣的坩埚中段残块'年代可能是辽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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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需商本银四分二厘零"

该奏章为吴善达上奏乾隆皇帝'请求开采甘肃灵州喜鹊岭铅矿'并将试煎所需的原

料)运输和劳力的费用一一列出* 奏章中记载的试煎所用的即坩埚炼铅法%将 &3$ 斤/矿

砂0#铅矿石$和 %4$ 余斤/分铅生铁0 #还原剂铁$盛入 %$$ 个/装矿砂罐0 #坩埚$中'用

hi3 斤/石炭0#即煤炭$为燃料在/炉0中加热'得到 ##3 斤/净铅0#表 %$*

根据 %43K 年大炼钢铁期间曾出版过传统炼铅的书籍资料的线索'搜集到三本记载有

坩埚炼铅法的小册子'包括两本!土法炼铅"和一本!土法自来风炉提炼铜铅金银"

,%3&%i-

*

另外'在 #$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铅冶金的教材中发现了较为详尽的坩埚炼铅法的描

述'不过至九十年代教材中的记载已很简略'而 #% 世纪以来出版的教材已无对该法的介

绍,%K&##-

* %44h 年'李兴正发表了!浅谈土法#坩埚炉$炼铅"一文'提到该法在 #$ 世纪 4$

年代湖南省南部)广东省北部仍广泛被个体和乡镇企业所采用,#"-

* 随着近年来政府对传

统冶炼的取缔'这种传统炼铅技术可能已不复存在* 根据 %43K 年以来的资料'可见坩埚

炼铅法是把铅矿石)铁等原料装在坩埚里'将几十个至几百个坩埚并排置于长方形的炉子

中'用煤炭或焦炭作为燃料加热坩埚'坩埚内部的铅矿石被铁还原出铅的方法* 不同地方

冶炼操作有差异'相关数据见表 %* 冶炼过程包括炉子的建造)坩埚的制作)配料)冶炼操

作和金银的提取'具体步骤详述如下*

表 4M各地传统坩埚炼铅的有关数据

文献出处 炉子尺寸 每炉坩埚数
每产 % 斤铅

所需燃料

配料

每产 % 斤

铅所需铅矿

加铁比例

#相对于铅矿$

加炭质还原

剂比例 #相

对于铅矿$

每炉冶炼

时间

%|甘肃

靖远,%&-

& 装砂罐

%$$ 个

石炭

" 斤

# 斤 &"�

生铁

& &

#|青海冶金

工业部,%3-

长 #|% 米'

宽 %|h 米'

高 %|%3 米

& 焦炭 # 斤 # 斤 %3� �#$�

铁屑
&

铁屑熔化后

半小时

3$�

铁矿石

%$�

焦炭粉

加铁矿石需

3 �h 小时

"|内蒙古翁牛

特旗铅冶炼厂,%h-

/平炉0 泥管几百个 无烟煤 & #3�

铁沫

3$�无烟煤

或焦炭

&

&|内蒙古工业

厅冶金局,%h-

/抽风窑0'

尺寸可大

可小'高

%|# �%|& 米

泥坩埚数个

到百余个

煤块 # 斤 & %$� �%3�

铁末子

"� �3�

焦炭末子

3 �K 小时

3|北京熔炼

厂,%i-

长 %|K 或 #|K

米'宽 $|43

米'高 % 米

hh 或 %ih 个 焦炭 & %$�

铁末

#� �&�

无烟煤末

" 个多小时

h|!铅冶金"

,%4- 长 & 米'宽

%|i 米'

高 $|4 米

& 无烟煤块

或焦炭

& "$� �&$�

废钢铁碎屑

& 熔炼 & 小时'

其他操作

& 小时

i|!铅的生产"

#,#$-'

#&3&#&K 页$

长度任选'

高 % 米左右

& 煤块 & "$� �&$�

铁屑

& h �K 小时

Administrator
删划线

Administrator
插入号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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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子的建造

坩埚炼铅的炉子为长方形'两长边和一短边砌三面炉墙'一短边留作活墙#图 %$* 炉

子容积大小'视铅的产量#坩埚的数量$而定'宽度以操作方便为宜'通常为 % �# 米'长度

不一'短则 % 米'长可达 " 米'高度通常为 % 米左右* 炉身里底部稍宽于上部'形成梯形'

以保证火力集中'节省燃料* 三面炉墙或由土坯)破砖或乱石建造'造价低但耐火度差'或

由耐久的耐火砖砌就'内部涂以一层煤末或掺焦炭粉的耐火泥*

这种炉子利用自然通风'有的称其为/自来风炉0'其炉底部通风道的设置对冶炼效

果有很大影响* 炉底部铺一层厚 3 �%$ 厘米的泥土'使炉底高于外部地面'让空气能自下

而上送入炉中* 在土层上铺砖条'沿着炉身长度平行摆放 3 �%$ 行'行间距约为 %$ 厘米(

砖与砖之间留 % �# 厘米缝隙'以便于炉内空气自由穿通#图 %$* 在砖条上面横摆耐火土

制炉条'也可由破旧坩埚块作炉条'其作用是使炉底空间加高'风力畅通'还能承托上部煤炭

不致下落(炉条有两种摆法%一种是/一字平列0'另一种是条与条/顶端交叉0* 活墙在装炉

前才砌就'砌在砖条的上部'以挡住燃料和坩埚'出炉时推倒'便于提罐出炉和清理炉膛*

自来风炉在建炉时一般不用考虑方向'但是活墙外要有较大空地放置冶炼完的坩埚*

若在山沟建炉尽量使炉子与山沟方向垂直'这是因为山沟一般风大'顺着山沟建炉风力从

一端进入'从另一端排出'炉中就得不到足够的风力*

活墙

炉墙

风

道

活墙

炉墙

砖条

土层

(2)(1)

图 %!坩埚炼铅炉#,#$-' #&i 页$

##$坩埚的制作

坩埚的形状多为管状'高 "3 �3$ 厘米'直径 %$ �%h 厘米(也有直径大到 #3 厘米'但

是高度也只有 "# 厘米的筒状坩埚* 制作坩埚的泥料需能耐高温'通常是用耐火土#如坩

子土$'掺入一定比例的熟料#如缸砂$和焦炭或煤炭粉末(和泥时均匀混合'用碾子碾熟

或用脚踩)木棒或铁棍抽打'最后用湿布或湿麻袋盖上'陈腐几天* 坩埚多用木模翻制而

成* 为脱模方便'除在木模上撒放干粉或缸砂外'还用布套套上'布套上留有透气眼'套顶

部留一条细绳'以提取布套#图 #$* 最后将泥坨放在木套上'用手按打'再用木板抽打一

遍* 制好的坩埚需自然干燥'然后放在炉子旁边受热干燥待用*

#"$ 配料

炼铅所用的铅矿石是方铅矿'矿石含铅最好达到 "$�以上'若品位较低可以先进行

手选和水选'并粉碎到 $|3 �%|3 厘米大小* 矿石中加入约 %$� �&$�的废铁#如铁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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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1)木模 (2)布袋 (3)制成的坩埚

图 #!制作管状坩埚的木模)布套与制成的坩埚#,#$-' #&h 页$

铁末)铁皮)铁块等$'加铁的多少根据矿石中硫含量的多少而定(加入的铁不能生锈'否

则会影响冶炼* 铅矿中还要加入一定量的煤末或焦炭末'有的时候还加入少量的石灰

#898b

"

$或苏打#+9

#

8b

"

$'作为熔剂和脱硫剂'以提高铅的回收率,%3-

* 如果没有铁'可

用铁矿石和焦炭)木炭等还原剂加入坩埚内'使其冶炼生成铁后再还原硫化铅,%$'%3-

*

#&$ 冶炼操作

装炉冶炼前'先砌好活墙'再在炉条上放一层底煤'上铺一层容易燃烧物料#如稻草)

木屑)木柴)木炭等$'分层装入大号煤)二号煤)三号煤)四号煤'煤块大小从大到小'煤层

总厚度为 &$ �K$ 厘米#图 "$* 将坩埚排列在煤层上'装坩埚时要托住坩埚底部'以防破

裂'并保持坩埚与墙的四周留有 3 �%$ 厘米的空隙'用碎煤将空隙填满* 用坩埚残片或瓦

片)缸片盖在坩埚上'以减少热量的损失* 从下部通风口用木柴引火'就可以让其自行燃

烧* 一般冶炼 " �K 小时后'炉料熔化'发出/像熬粥一样4库察库察5的声音0'坩埚口不

再冒白烟'可持铁棍或铁钎插入坩埚里试探'看是否还有铅混在上层的/釉子0#即炉渣$

里* 若炉渣里铅颗粒较少'似玻璃'表明反应充分'即可拆除活墙将坩埚取出(也可堵住通

风道'待炉内冷却后取出坩埚* 最后打碎坩埚'打去上层的炉渣和中层的硫化亚铁'得到最

下层的铅'又称/铅饼0或/铅蛋0* 将不带炉渣的坩埚壁碾碎'可以代替缸砂作为制作坩埚

的熟料* 也有采用倒出法'在坩埚出炉后)冷却前利用铅重渣轻的原理进行铅渣分离*

空隙

坩埚

四号煤

三号煤

二号煤

大号煤

底煤

土层

炉墙

土条

砖条

图 "!装煤码罐示意图#,#$-' #&K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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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粗铅中提金银

硫化铅矿通常含有金银等贵金属'可从坩埚生产的铅中提炼银和金'采用的是传统的

/灰吹法0'即利用铅易于被氧化成氧化铅)氧化铅可被炉灰吸收的性质而把铅中的银提

取出来* 炼银炉为长方形'用土坯砖石等砌成'炉底用灰料抹成一个或数个椭圆形的炉

池'用于放置粗铅* 灰料的配比为 3$� �i$�灶灰或木柴灰'"$� �3$�石灰或洋灰*

炉池上置耐火泥制成的月牙形或括形炉条'炉条上放煤炭或焦炭加热'炉池里的粗铅熔化

后渗入炉底灰内'留下银* 渗入铅的炉底灰就是氧化铅'俗称/大底0'可以粉碎后加煤末

装罐冶炼'重新生成铅* 所得银若含有一定量的金'可用硫酸或硝酸溶液溶解'银生成硫

酸银或硝酸银'而金沉淀下来* 硫酸银和硝酸银可用铜置换得银*

IM古代坩埚炼铅的实物证据

前述清代奏章并非中国古代使用坩埚炼铅法的孤证* 目前在中国北方已发现包括河

北曲阳燕川)河南桐柏围山在内的多处唐宋辽金元时期的坩埚冶炼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

坩埚为圆筒形'多为内部充满炉渣的坩埚中段和未附着炉渣的坩埚底部'通过对炉渣的初

步分析判断坩埚是用于炼铅的'采用的很可能是铁还原法* 下面将以曲阳燕川和桐柏围

山遗址为例'从检测分析角度对此技术进行简要探讨'与文献研究相互佐证'为了解此技

术的发展过程提供资料*

河北曲阳燕川遗址紧邻著名的宋元时期烧造白瓷的定窑遗址* #$$4 年 4 月至 %# 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

队'对定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燕川村发现一处冶炼遗址'出土了大批坩埚)炉渣等冶炼

遗物'堆积层厚达一米多'面积可达十万平方米左右'发掘者将年代初步定为金元时

期,%%-

* 陈建立等于 #$$4 年 %% 月赴发掘现场考察'并于 #$%" 年 & 月再次调查燕川遗址'

对坩埚和炉渣进行了取样和初步分析*

河南桐柏围山遗址在河南省西南部的桐柏县围山村'南临破山银矿'属银铅共生

矿,#&-

* 李京华曾对该遗址做过调查'发现围山遗址东西长约 3$$ 米'南北宽 #3 �i$ 米'

出土大量坩埚和炉渣'遗址西北部饼式渣较多'为竖炉冶炼区'东南部多为坩埚残块和坩

埚渣'为坩埚冶炼区,#3-

* 李京华认为围山遗址是唐宋时期的炼银遗址'但他未对两类炉

渣做过分析* #$%$ 年 " 月陈建立等对围山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采集到一批坩埚和炉渣

样品'并对样品进行了初步分析*

对两处遗址出土的坩埚和炉渣进行了宏观观察)显微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

分析* 将坩埚和炉渣制成标准金相样品后'先在金相显微镜下进行单偏光和正交偏光显

微组织观察'然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获得样品的平均成分和物相成分'平均成分

是 " �3 次面扫随机区域后平均所得'并经配氧和归一化处理* 本次分析工作完成于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少量数据'简要说明分

析结果'更详细)深入的研究结果将另撰文论述*

燕川出土坩埚呈黄白色'均为使用过的残断品'多为上下均残缺的)内部充满炉渣的

坩埚中段以及圜底的坩埚底部'部分坩埚表面黏附有流淌出来的炉渣#图 &9$* 燕川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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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筒状'外径为 K �4 厘米(壁厚不均匀'为 " �K 毫米(底部为圜底'最厚处达%|3 �#|#

厘米(因未发现完整的坩埚'其总高不明'但较长的坩埚中段残块有约 #$ 厘米* 桐柏所出

坩埚与燕川坩埚类似'也为圆筒状'上部口径#i �%$ 厘米$略宽于下部口径#h �K 厘米$

#图 &S$'壁较厚'约 % �# 厘米'底部最厚处可达 & �3 厘米'最长的坩埚中段残块也有近

#$ 厘米*

a b

图 &!燕川#9$和围山#S$出土的坩埚中段'内部充满炉渣#标尺总长 #$ 厘米$

#$%" 年 & 月调查燕川遗址时采集到一块烧结的冶炼炉底'九个完整坩埚底部及大量

坩埚残片仍黏结在炉底的煤渣上#图 3$* 这表明这些坩埚是并排置于炉内'排列非常紧

密'其间留有的空隙很小'说明坩埚主要由煤炭从下部加热* 从图 3 可以看出'坩埚圜底

与坩埚壁并不是一体的'圜底较厚'周围有明显的断口'而较薄的坩埚壁包住了圜底* 这

说明两者不是一次制作而成'而是在圜底上再加制坩埚壁'这一现象可能表明坩埚底部可

被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较厚的圜底可以节约原料'而且圜底经过炼铅过程中的加热会形

成烧结程度更高的胎体'更为耐火'不过如果圜底和坩埚壁之间的结合不紧密'会造成冶

炼失败*

圜底

坩埚壁

图 3!燕川遗址采集所得烧结冶炼炉底'九个完整的坩埚底部呈正方形排列于其上'

圜底和坩埚壁不是一体的#标尺总长 #$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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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类圆筒形坩埚'相对于敞口的坩埚'较易保持冶炼过程中的还原气氛* 圜底坩

埚比平底坩埚有更好的抗热震性* 坩埚的底部较厚'有利于维持结构上的稳定性'也可提

高底部对炉料的侵蚀能力,#h-

* 从坩埚基体的化学成分来看'用于制作坩埚的黏土较为耐

火'含有 #3�左右的P)

#

b

"

'少量 R/b)B

#

b和 89b等熔剂组分#表 #$* 坩埚中还含有较

多夹杂物'最大的可达 % �# 毫米'其成分类似于基体* 制作坩埚的可能是高岭土类原料'

但是含有较多杂质* 坩埚基体的烧结程度较高'在使用前可能经过预烧* 坩埚内侧几乎

未与炉渣融合'两者界限清晰*

表 IM燕川和围山坩埚基体的平均化学成分!D.]"

编号 <̀b

P)

#

b

"

>:b

#

B

#

b

89b

Q:b

#

R/b

燕川坩埚

OM$% $|& #h|# hh|3 %|& $|i %|3 "|#

$i%$# $|i #"|3 hh|3 #|i %|3 #|# #|4

$i%%& $|h #3|& h"|$ %|i "|i %|h &|$

围山坩埚

Q_$% $|& #3|3 hh|i %|& $|3 %|# &|"

QT>% $|K #"|% hi|K #|4 %|K %|$ #|h

QT># $|3 #i|i h%|3 #|& %|3 %|% 3|"

燕川和围山遗址出土坩埚内部充满绿色)黑色或蓝色玻璃态炉渣'炉渣中多夹杂有大

量的石英类夹杂物'桐柏遗址炉渣的孔隙率高于燕川遗址'炉渣的上部通常有较大的气泡

#图 &$* 两处遗址出土炉渣的玻璃态基体的初步化学分析显示'炉渣多为 89b�R/b�

>:b

#

体系#表 "$'>:b

#

含量超过 &$�'R/b和89b含量波动较大'有的炉渣89b含量可达

%3�'显示可能使用了钙质助熔剂* 其他元素中 P)

#

b

"

含量亦波动较大'还含有少量的

>b

"

)5Sb和q?b* 炉渣中的铅含量较低'有的低于电镜能谱的检出限#$|%�$'这说明冶

炼时坩埚内的还原气氛很强'铅无法以氧化态存在'大部分被还原为金属铅'而少量仍以

硫化态存在* 炉渣中含有金属铅颗粒和硫化亚铁颗粒'燕川炉渣中还发现金属铁颗粒'尺

寸较大者肉眼可见'最大的长达 % 厘米#图 h$'围山炉渣中还发现包含有金属铅)金属铁)

铅铁硫化物等的颗粒#图 i$* 普遍存在的金属铅可作为坩埚用于炼铅的主要证据* 另外

铅颗粒中普遍含银'燕川炉渣中有近一半铅颗粒含银'有的含银量高达 %"�'围山炉渣中

的铅颗粒大多含银'银含量 %� �"�'这表明两处遗址所炼出的铅可用于提银*

表 KM燕川和围山炉渣玻璃态基体的平均化学成分!D.]"

4"

编号 <̀b

P)

#

b

"

>:b

#

5

#

b

3

>b

"

B

#

b

89b

Q:b

#

?̀b R/b q?b 5Sb

燕川

炉渣

OM$% %|h 3|4 &4|4 $|i %|# %|i 3|3 $|& %|# #4|" %|$ %|h

$i%$" #|% i|h 3&|4 & %|" #|$ %$|& & & %4|$ #|i &

$i%$3 "|$ %#|h h%|& & & #|% i|" & & %#|% & %|3

围山

炉渣

Q_$% %|4 h|$ 3h|K $|3 $|K %|i 4|h $|3 $|h %4|# %|# %|#

Q_$" #|3 K|4 h"|% $|K $|& "|% %$|K $|h $|h i|4 %|" &

QT>2% #|h i|" 3&|" $|K %|" #|# %#|h $|h $|K %&|% "|& &

QT>2i #|i %3|3 &i|3 $|i $|4 "|4 &|% $|K #|# #$|& %|" &

!!%$/&0是指/没有检测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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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颗粒

炉渣坩埚壁

图 h!燕川炼铅坩埚局部剖面照片'在炉渣接近坩埚一侧可以观察到一个铁颗粒#标尺总长 # 厘米$

Fe

Pb
FeS

PbS

图 i!围山炉渣中发现的多相颗粒的扫描电镜背散射电子照片'该颗粒由金属铅)金属铁以及硫化物

#硫化铅小颗粒分散在硫化铁相中$组成#放大倍数 K$$ 倍'左下角标尺长 i$ 微米$

!!从围山炉渣中的多相颗粒#图 i$可以看出'金属铁与硫化物在高温下共熔形成液相'

过剩的铁置换硫化物中的铅'使其还原成为金属铅* 金属铅比重较大'率先沉降至坩埚底

部'只有少量残留附着于硫化物颗粒周边* 冷却过程中未反应的铁从硫化物中析出'形成

硫化物颗粒内的不规则状物相* 需要说明的是'炉渣中的铁颗粒为次生产物'即从硫化物

液相中析出而成'尚无法准确判定金属铁的原始形态或来源* 不过燕川炉渣中还发现了

肉眼可见的金属铁颗粒'表明很有可能金属铁以单质形式加入坩埚* 但据炉渣分析结果

尚无法排除部分铁在坩埚中由铁氧化物还原而成的可能性*

两处遗址坩埚内侧还发现了少量木炭遗痕#图 K$'说明木炭亦可能作为还原剂被加

入坩埚中* 炉渣较高的孔隙率可能为这部分木炭氧化形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无法从高黏度

的炉渣表面排出所致* 木炭的作用主要是增强坩埚内的还原气氛'以使铁不被氧化进入

炉渣中'提高反应效率* 不过'燕川和围山发现的坩埚中段均被炉渣完全填充'最长渣块

长度超过 #$ 厘米'除了坩埚底部'未被炉渣填充的坩埚残片较少见于遗址* 这一现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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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蒸馏法炼锌)坩埚炼铁等坩埚冶炼遗物存在较大区别'后两者的坩埚中渣量很少'未

黏炉渣的坩埚壁较多'说明坩埚内的大量碳质还原剂被燃烧气化* 而燕川和围山坩埚中

较长的渣块表明碳质还原剂的用量很小'金属铁可能是主要还原剂*

图 K!围山坩埚和炉渣交界处的单偏光显微照片'箭头指示两块木炭遗痕

#放大倍数 #$$ 倍'右下角标尺长 %$$ 微米$

综上所述'曲阳燕川和桐柏围山遗址可能使用了金属铁与木炭的混合物作为还原剂

与硫化铅反应'生成的金属铅沉降至坩埚底部* 待整个体系冷却后'打破坩埚底收集铅金

属* 由于坩埚为一次性使用'大量充满炉渣的坩埚残块被遗弃在遗址上* 截至目前'尚未

在两处遗址发现坩埚炼铅炉的遗迹'炉型结构无法复原*

KM讨M论

燕川和桐柏遗址出土坩埚和炉渣所反映的冶炼技术在很多方面都与 %43K 年以来文

献记载的传统坩埚炼铅技术类似* 首先'两处遗址的坩埚主要为圆筒形)圜底'与文献中

记载的坩埚形制相似'体量略小(坩埚的原料以高岭土为主'而文献中提到制作坩埚的主

要原料是/耐火土0)/坩子土0等'也是高岭土类耐火黏土* 其次'两处遗址坩埚中的炉渣

中铁含量较高'存在一些铅颗粒)铁颗粒)硫化亚铁和木炭等'表明很可能使用了金属铁和

木炭为还原剂冶炼硫化铅的方法'而文献中记载用铁和焦炭或煤炭为还原剂* 再次'从燕

川遗址发现的烧结炉底上紧密排列的九个坩埚底部可以判断坩埚在炉子中的排列方式'

这也与文献中描述的坩埚炼铅炉中坩埚的放置方式一致*

从古代遗址的实物证据)清代奏章和 %43K 年以来的记载的一致性'可以判定坩埚炼

铅技术是中国一种传统炼铅法* 这种技术和中国传统蒸馏法炼锌)坩埚炼铁等坩埚冶炼

技术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都是将多个坩埚放置在以煤炭为燃料的长方形炼炉中冶炼*

长方形炼炉的炉壁多由砖块砌就'炉子的宽和高在 % 米左右'长度不一'可以容纳几十个

至几百个坩埚(这种炉子的底部布置方式多样'通常在炉壁下部留有多处通风孔(炉子所

用的燃料多为煤炭'一般利用自然风力冶炼'不需要鼓风设备* 坩埚冶炼技术'相比于在

炉子中直接冶炼'可将燃料的燃烧和矿石的还原分离开'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坩埚内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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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很强的还原性'另一方面可以用煤炭为燃料)利用自然风力'与以木炭为主要燃料)需要

人力鼓风的炉子冶炼相比'大大降低了冶炼成本*

在这三种可以由坩埚冶炼的金属中'锌由于其挥发性'只能用坩埚来进行蒸馏* 中国

古代蒸馏法炼锌技术采用下火上凝的方式'最晚从明代后期即已使用'清代锌在西南地区

有大规模生产'明清时期锌主要用于生产黄铜钱币)礼器)造像和用具等,#i'#K-

* #$ 世纪炼

锌技术在西南偏远地区一直都在使用'%43K 年大炼钢铁期间也曾用过这种技术,#4&""-

*

据传统炼锌技术'炼锌所需的煤炭的重量是锌矿石的 # �" 倍'因此便于获取煤炭是炼锌

技术的关键'通常将锌矿石运到煤矿产地去冶炼'而且往往利用煤层附近的耐火土来制作

坩埚*

不同于锌'铁和铅在古代主要是由炉子冶炼的* 中国古代炼铁以竖炉冶炼为主'坩埚

炼铁技术于 %4 世纪起流行于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省'尤以山西太行山地区最盛'一直

持续到 %43K 年大钢铁时期'之后停止生产,"&'"3-

* 李约瑟#M(1/N6 +//G69J$认为山西盛行

坩埚炼铁是利用当地丰富的铁矿)煤炭和耐火土资源'所需成本很低* 他还引用了 %4#$

年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记录的山西坩埚炼铁的经济数据'发现煤炭的费用占总成本的一

半多,"&-

'可见煤炭之于坩埚炼铁的重要性*

同样'用坩埚来炼铅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用煤炭为燃料* 如本文开头所述'中

国古代炼铅多为炉子冶炼'近年来冶金考古学家对古矿冶遗址的调查发现'长江流域等南

方地区唐宋以来用竖炉炼铅,4-

* 而目前发现的坩埚炼铅遗址多集中在北方地区'有的还

处于瓷窑遗址'应该是为了利用北方丰富的煤炭和耐火土资源* %43K 年以来'除了传统

坩埚炼铅外'还采用传统鼓风炉炼铅'即先将铅矿石烧结焙烧)再用鼓风炉还原熔炼的炼

铅法* 李兴正对比这两种方法'认为坩埚法投资更少'生产管理较容易'不过产量和效益

较小'适合小规模生产,"h-

*

不过'与其他坩埚冶炼技术不同'坩埚炼铅不单用碳质还原剂'还加入金属铁去还原

硫化铅* 这种炼铅法'不需要对硫化铅矿进行焙烧'避免了铅在焙烧过程中的挥发'从而

使得金银等贵金属更容易富集在铅中* 然而'坩埚炼铅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金属铁'会适当

的提高成本* 按吴善达的奏章'生铁的用量为铅矿重量的 &"�'占总成本的 #K�* 不过

据传统坩埚炼铅的记载'铁的用量有大有小'高则为铅矿重量的 "$� �&$�'低则 %$�'

而且多是铁屑)铁末)铁皮)铁块等废铁'还有的用铁矿石#表 %$'相对成本可能较低* 另

外'在桐柏围山遗址'还发现了大量表面具有流动痕迹的炉渣'对其中一块炉渣进行分析'

发现其玻璃基体中嵌有大量铁颗粒'大部分铁颗粒被一薄层硫化铁包裹'内部还有大量硫

化铁夹杂* 这说明围山遗址还存在竖炉炼铁活动'炼铁所用的原料有可能是坩埚炼铅所

产生的硫化亚铁'只需将其焙烧脱硫'即可作为原料加入炼铁炉* 这种方式还原所得的金

属铁由于硫含量较高'不适于做铁器'但作为坩埚炼铅的还原剂却不存在问题* 使用炼铅

产生的硫化铁废料生产炼铅所需的金属铁可以大大减少坩埚炼铅对铁的需求量'另外在

硫化铁中包裹的铅)硫化铅物相也可以重新回炉'减少损失* 由此看来'桐柏围山遗址的

炼铁活动可能是与炼铅活动相互配合* 但由于遗址尚未发掘'两种冶炼活动是否共时尚

待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桐柏围山素以采冶白银为名'南北朝的南齐时曾设围山县管理银

矿'唐宋时期已具规模'明末逐渐废弃,#&-

* 围山炉渣中的铅颗粒大多含银'因此坩埚炼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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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就是为了提取铅中的银'故耗费一定量的铁也不太会影响其经济效益* 燕川炉渣

中的铅颗粒也含有较高的银含量'其生产的铅用于炼银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有趣的是'世界上除了中国'印度也有坩埚炼铅技术的记载* %& 世纪早期印度学者

菲鲁#Q69CCF0956/0�$编写的一书中就记载了这种用铁还原的坩埚炼铅法%/从铅矿山获

得的矿石通过破碎)研磨)水洗方式选矿* 所得物质也含有脉石部分'和六分之一的铁混

合* 混合物装入容积为 %$$ 帕拉斯#N9)91'重量单位'约合 &|i 千克$的坩埚* 三十个这

样的坩埚放在一个炉子里加热* 所得的铅的质量是初始物质的质量的四分之一0#,"i-'

%4 页$* 菲鲁的书中还绘有坩埚冶炼炉的截面图#图 4$'所显示的技术与中国的坩埚炼

铅技术有一些差异%坩埚是上粗下细的筒状坩埚'炉子的形状不明(块状燃料堆放在坩埚

之间及其上部'但文献中未说清是什么燃料(两个印度工匠在用楔形皮囊鼓风器鼓风'表

明炼铅需要人工鼓风* 不过除了这条文献外'尚未发现与印度坩埚炼铅技术有关的文献

记载和考古证据!

* 中国的坩埚炼铅技术与印度有何关系'尚待将来更多的研究*

图 4!菲鲁记载的印度坩埚炼铅炉子#,"i-'#$ 页$

用铁还原的炼铅法'除了用坩埚冶炼'也有用鼓风炉冶炼* %4 世纪英国著名冶金学

家的珀西#M(6? 5/0;=$在!铅冶金"#B)&?&"011#,E-+.9&0$'%Ki$$一书中记载了德国 %K 世

纪下半期的上哈茨山地区和上西里西亚地区开始采用铁还原法鼓风炉炼铅,"K-

* %4 世

纪'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在使用这种炼铅法,"i-

* 在欧洲'用铁还原铅矿石法

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德国冶金家阿格里科拉#-/(0<P<0:;()9$在!论矿冶"

#N&I&?&"011%20'%33h 年$

,"4-和艾克#E9k90F1W0;C/0$在!论矿石和试金"#B,&0"%'&+( Q,&'

0($ C''0-%(E'%3i& 年$

,&$-中都提到用铁对方铅矿试金* 由此推测'古人在竖炉炼铅)炼金

术等活动中'会发现铁能够将不太活泼的金属置换出来的性能* 在中国'早在两宋时期被

用于/胆铜法0大规模炼铜'即利用铁比铜的活泼性强'用铁置换胆矾#硫酸铜$溶液的铜

离子为单质铜* 这种用铁还原铜的胆铜法'早在汉唐时期已被炼丹家们所认识,&%-

* 虽然

坩埚炼铅不同于水法冶金的胆铜法'是火法冶金'但其技术起源也可能与炼丹有关*

!

大英博物馆著名冶金考古学家克拉多克#59F)809GG(;C$在印度做过很多冶金考古的研究'他说从未见过印

度有坩埚炼铅技术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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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有关坩埚炼铅文献记载的梳理和对两处遗址坩埚炼铅技术的研究'试图

复原这种技术* 坩埚炼铅技术和中国特有的蒸馏法炼锌和坩埚炼铁技术十分类似'都是

将多个坩埚放置在以煤炭为燃料)自然鼓风的长方形炉子中冶炼的技术'属于中国坩埚冶

炼的技术传统* 中国传统坩埚炼铅技术在坩埚中用金属铁为主要还原剂还原硫化铅'是

一种独特的冶金方法'在世界冶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目前掌握文献和实物证据的

局限性'尚无法厘清这种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这有待将来更多的研究*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河北省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

所杨敬好所长&河南省桐柏县文物管理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延祥教授

和两位审稿专家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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