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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铸铜遗址铜锡铅原料的发现看商周青铜铸造业的中原与边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陈建立 
 
    目前,从商周时期的中原与边疆地区已发现、发掘的大量铸铜遗址所反映的空间布局、生产技

术、原材料和青铜产品的流通、冶铸技术与文明发展等不同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商周青铜铸造

业与社会形态的演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青铜器生产流通体系及礼制化的形成,是中原与边疆地区

互动的结果。本文从铸铜遗址所发现的铜锡铅这三种最为重要的铸铜原材料的研究入手,讨论商周

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青铜铸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铜是青铜铸造业的首要资源。迄今各地发现青铜冶铸遗址或墓葬已出土较多的铜锭、纯铜块

等铸铜原材料,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关于铜料的流通状况。周原遗址的上康和召李村发

现过两块饼形铜锭,其中上康村铜锭为低铅青铜锭;召李村铜锭为纯铜锭,李家西周中晚期铸铜遗址

也出土有纯铜块,这是铸铜所用铜料的最直接证据。随州叶家山墓地 M28 出土与青铜礼容器共存

的圆形和舟形铜锭,更加表明铜料对于曾国乃至整个西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两周时期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铜矿带上的青铜矿冶及铸造遗址也发现过数量众多的铜锭和铜块,可能也与著名的反

映中原与南方地区之间铜锡资源流通的金文“金道锡行”有关。为此,我们选取在南北重要交通路

线上的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的检测分析,发现河南信阳罗山天湖墓地一件商晚期铜器的红铜补铸块

的铜料,可能来自大冶铜绿山地区。 
    锡是青铜冶铸必不可少的金属资源。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二里岗遗址都报道有锡块

发现,但未经过检测,无法确定是否为纯锡。目前经过检测的中原地区最早的锡器是宝鸡渔国墓地

出土的西周早中期的锡鼎、锡簋和锡鱼,这表明西周时期古人已经能够炼出纯度很高的锡。山西天

马-曲村墓葬也发现一批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锡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锡器更多,如
在云南楚雄万家坝曾出土春秋晚期的纯锡器、湖北荆州城北纪南城附近的雨台山楚墓、当阳赵家

湖楚墓、当阳曹家岗 5 号楚墓也出土锡器数件。这些纯锡器的发现,说明至少自西周早中期已经存

在炼锡技术,也证明当时已经可以直接使用金属锡来配制青铜。目前在商周时期铸铜遗址尚未发现

锡锭或锡矿石。但铸铜遗址中出土铜器和铜块的锡含量集中在 11～17%,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

合金配制技术。李延祥教授、笔者及我们的合作者在辽西和赣北地区进行的炼锡遗址的田野考古

调查及研究,初步表明中原地区的锡料来自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边疆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铅是铸造青铜器的另一重要金属原料。已知中国最早的铅制品见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有铅质的仿贝、权杖首。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出土一件不成器

的铅块。殷墟时期多地铸铜作坊出土有较多铅器和铅锭,其中尤以殷墟出土最多。两周时期铸铜遗

址出土铅器和铅块也有一定数量。30 多年来,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方法进行商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研

究持续不衰,尽管存在较多争议,但也取得众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及其对

商周青铜器的时代和空间信息的揭示,堪称经典。多年工作积累的大量铅同位素比值数据,为系统

考察青铜器矿料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奠定了基础。近年对数据的解读不仅限于分辨差异,也开始关注

时代共性,并由此为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如我们在东周时期青铜器精细编年的基础上,
将与之对应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数据按时代和地域分组,发现东周时期青铜矿料的使用具有随时

代和地区而变的规律,说明东周时期青铜矿料使用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也从另一侧面证明青铜器生

产、流通与管理是当时社会严格控制的政治经济活动。我们也建议,为构建商周时期中原与边疆地

区青铜器生产与流通模式,应继续深入进行矿冶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更系统地开展青铜器铸造工艺

研究和成分分析,充实各地铅同位素比值数据,改善作图和数据处理等方法,设计合理模型以求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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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转化为青铜器研究需要的各类信息,唯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地呈现铸铜工业的全貌。 
    除了金属锭外,青铜器废料也被作为金属料。破旧铜器和铜器残块、铸铜过程产生的中间产物

和边角料等,会被铸铜工匠收集起来,作为一类金属料。二里头铸铜遗址发现少量金属废料,殷墟、

周原和侯马等铸铜遗址出土数量较多。其中周原云塘-齐镇建筑基址发现的一批高铁青铜残块可能

是用于重熔的废料,并在重熔过程中得到精炼。周原地区三个铸铜遗址发现的铜块有的也用于废料

重熔,如有部分铜块受过热,其铸造组织出现均匀化现象。周原遗址多处窖藏中发现大型铜器残块、

浇口铜液残存以及铜渣,有些铜块和铜渣还盛放在铜罍、陶罐中,这些废料可能被作为贵重的铸铜

原料而特意保存起来。在师姑墩遗址也发现少量铜废料。此外,在殷墟、周原、师姑墩等铸铜遗址

发现一些烧结严重、沾满铜渣的泥芯。这些泥芯通常存在铜器耳、足等部位内部,铜器铸成后留在

铜器内部。一些残破的铜器若用于重熔,当铜器熔化成铜液,泥芯由于其密度较小,会从铜液中上浮

到铜液表面,最后被废弃。这也是青铜器旧料重熔的明确证据。 
    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其流通有贡品、掠夺和赏赐等三种方式。 
    总之,根据商周时期中原地区边疆地区铸铜遗址出土铜、锡和铅料的分析,可以认为商周时期

铸铜所用的铜铅原料多来自冶炼遗址所产铜锭、铅锭,但是以金属锡还是锡石来配制还有待于在铸

铜遗址出土遗物来准确验证。铸铜金属原料在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流通是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常

态,也是国家组织对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有力控制的反映。其实这种控制,自二里头至春秋战国时期

在广义的中原地区一直都是非常严格的。将来的研究,应加强田野调查与发掘、资料整理、实验室

检测和考古大数据的研究之间交叉与合作,绘制一个更为精细的铸铜原料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