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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发展

陈 建 立 （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

南 方 文 物 2015·1

目前冶金考古仍是手工业考古的热点之一。冶

金技术在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关

于冶金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研究，以及对矿冶

遗址和金属文物的保护研究，始终得到学界的重

视。矿冶遗址是研究古代金属技术最直接的实物证

据。长期以来，各地对众多矿冶遗址进行了系统地

调查和发掘，近年来，也屡有新发现，并开展了较多

的主动调查和发掘工作，从而对出土冶铸遗物的整

理、分析也愈加深入和广泛。对于金属文物，当前的

研究除关注其铸造工艺、合金成分和同位素比值等

信息外，更加重视金属的生产和贸易，以及金属器

的保护和展示问题。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传统田野

考古、科技检测分析、文物保护和展览展示的有机

融合，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发展方向。但

是，相比国内矿冶遗址数量庞大、出土文物众多等

现实情况，目前开展的田野和实验室工作仍明显不

足。只有把金属文物研究与采矿、冶炼、铸造等遗址

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古代各项冶金技术

的细节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只有把矿冶遗址和

金属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做好，才能更好地传承

中国古代优秀的冶铸文明。

在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关于冶铜技术

起源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虽然较多，所获冶铸

遗址的聚落形态、冶铸活动的生产、组织管理等方

面的信息也十分丰富，但仍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进

一步解决。如由于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和地域范围远

远大于铸铜遗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

的研究都更关注青铜器本身。另外对冶铜、铸铜遗

址的研究较之其他手工业考古研究相对薄弱，如对

考古发掘的材料描述详略不一，且不能及时发表报

告；早期对铸铜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陶范上，近

年来才开始注意对炉壁、炉渣等进行较为全面的研

究。所以，继续深入不同地区青铜冶铸遗址的调查

工作，构建完善的冶铸设施形制与技术谱系显得尤

为必要。我们建议重点对炼铜和熔铜炉的炉型结

构、筑炉材料、鼓风器具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地研

究。《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

究》一文采用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

谱分析法，对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的两类熔铜器具

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和显微组织观察，判定“坩埚”

和“熔炉”不是巴纳所设想的“坩埚炉”的使用方式，

而是两类单独使用的熔铜器具，其中“坩埚”是小型

的、敞口式的熔铜器具，而熔炉是大型、竖炉式的熔

铜器具，并指出先秦铸铜遗址所用的熔铜器具与所

铸造的青铜器的大小和生产的规模有关。这一工

作，加深了我们对商周青铜熔炼技术的认识。

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大型铸铜遗址均位于重

要城址内的手工业作坊区，多属于“官营”作坊。通

过这些大型铸铜遗址的研究可在宏观层面上了解

当时青铜器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等问题，但青铜

器铸铜技术的研究一定要考虑到“私营”或“地方”

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先秦时期青铜工业

的整体面貌。《陕西横山黑水沟遗址出土铸铜遗物

的初步研究》一文选择陕北这一北方系青铜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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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区域首次发现的铸铜遗物进行研究，初步揭

示了该遗址金属生产活动的基本性质及其技术特

征，认为该遗址曾进行过铅锡青铜的熔炼和铸造过

程，证实该遗址存在本地的青铜加工业，但冶铸生

产的规模相对较小，产品以工具等小件器物为主。

其实这一遗址的性质与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的性

质类似。我们曾根据距离铜矿资源近、远离政治中

心、整体规模较小、出土器物少、合金类型繁杂、冶

炼铸造活动并存等特征综合判断，师姑墩遗址可能

是三代时期铜陵地区民营冶铸作坊群中的一处小

型作坊遗址或是与官方关系密切的特殊群体。这类

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系统认识古

代冶金技术的发展及其生产组织状况提供了科学

资料。

冶金技术的区域特征及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是

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陕北地区独特的地

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原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青铜

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目前

的材料来看，陕北地区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商代晚

期和东周时期两个阶段。在商代晚期陕北地区受到

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东周时期该地区的铜器

则显示出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更为密切的关系。目

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而欠

缺对于青铜器的技术研究，《陕西子洲新出土商代

青铜器铸造工艺观察分析》一文就是这样一篇技术

研究的文章。该文通过对铜器上遗留的工艺痕迹的

观察，与器形类似的其他遗址出土的铜器进行比

较，对铜器的铸型设计、芯撑情况、浇注位置等铸造

工艺环节以及铸后加工的细节进行了初步的判断

和复原。指出该批铜器的铸造工艺与安阳出土的殷

墟前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这一结果对认识和揭示

这批青铜器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文叙述

流畅、准确，但有个别部分推测的内容略多。此外，

囿于客观条件，此文采用的方法略为简单，也没有

拍摄青铜器 X 光照片。如能在将来有条件时补充

这部分内容，势必为本文增色不少。

近年来，关于陶范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成果较

为突出，《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水禽泥芯的初步

科学分析》是最新成果之一。中国古代陶范铸造技

术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较为成熟，使用组合陶范铸

造技术制作金属器具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

的特色。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卡尔贝克（Orvar

Kalbeck）、石璋如、陈梦家、万家保、郭宝钧和李济

等学者逐渐建立起有关青铜器铸造和陶范研究的

正确方法。1970 年以后，众多学者也以陶范为辅助

手段研究典型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但在陶范 （模、

范、芯）原料选择、器物造型、合金配制、纹饰和铭文

制作等方面，仍有许多技术细节以及不同区域间的

互动关系等问题尚不清楚，也存较大争议。发现于

秦始皇帝陵园 K0007 陪葬坑的 46 件神态逼真、形

态各异的原大彩绘青铜水禽，是迄今为止该陵园内

首次发现的青铜质地的禽类形象，也是目前国内发

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圆雕彩绘青铜器。

该文利用多种分析手段，对青铜水禽内部残存的泥

芯进行了分析检测，认为青铜水禽泥芯在材质上大

体相似，但不同水禽、同一水禽不同部位的泥芯应

该使用了不同的泥料，且水禽泥芯在微量元素上明

显有别于秦始皇帝陵园周边的土壤，进而推测“同

一青铜水禽颈部泥芯与身体部泥芯或许是在不同

的时间段内分别制作或是由不同的工匠制作而

成”。本项工作丰富了对秦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以

及秦代物质文化的认识，也为“陶范法”和“失蜡法”

铸造工艺之争提供了更多可讨论的空间。

文物的生命力在于其要能够长久保存，关于它

的研究成果一定要与公众共享。当前大批金属文物

出土，很多古代采矿、冶铸的生产遗址相继被发现，

这些遗物遗迹都面临着艰巨的保护任务，也亟待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这也应被视作生业与社会研究的

一部分。《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中外比较研究》

一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

基础上，从清洗去锈、加固处理、稳定处理、整形复

原、连接完形、补配缺块、作色做旧、缓蚀处理和表

面封护九个方面，对中外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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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传

统保护修复技术科学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相

信，随着现代科技的引入以及国内外的合作交流，

中国青铜文物传统修复工艺定能得到很好的继承

和发展。

总之，如何将实验室检测分析与田野考古相结

合，将实验室分析数据更加有效地用以阐释考古学

材料，解释历史与社会问题，并进而为文物保护和

展览展示提供科学资料，是生业与社会研究面临的

难题，也是必需回答的问题。本期的 5 篇文章从不

同侧面对此进行了探索，期待将来有更多的优秀成

果发表。

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

自 2009 年召开第一届至今，已经是第五届了，这五

届会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全面聚焦中国动物

考古学，即围绕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和方

法、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某种古代动物及与动物

相关的资料开展研究。此外，每一届会议又各具特

色：在第一届会议上，代表们逐条讨论了在田野考

古中采集动物遗存及在实验室内开展研究的规范

草案，后来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

在第二届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如何完成国家文物局

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指南针计

划———“中国古代家猪的起源和饲养研究课题”，该

课题结项后，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了“与

猪同行”展览；第三届会议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古

DNA 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和锶同位素研究

参与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成果；第四届会议通过

了成立动物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名单草案，

报请中国考古学会批准；第五届会议正式成立动物

考古专业委员会，并通过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章

程，正式搭建起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平台，将中国

动物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继往开来，

再谱新篇》详细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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