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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幽 劣 代 治金所 究

对 亚 与 社会
”

治舍考劣 考 数 的 患 结 和 思 考

Ｈ 陈建立 （ 北京大擎中画考古学研究中心 〉

抬 金活动是古代手工美门＊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涉

胃石开采 ，激厲 的 冶炼与流璧 ， 金鼷截 的 生 产 、使

用 和流通 以 及＿应 的社？组织管理等各方面 内 容 ，

冶 ：ｔ考古研郊可 ；
为认 丨＃ 明演班和 国家 发 展尋 重大

历史 为 胺护 ｔ ． 传承优 秀传缭文化鏡 供科学 依

据 。 本世纪以寒 ＞

，
国 内冶金考古研究更加注重矿冶遗

址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 ，
更加注重冶铸變物和金属

＿ １ 品 的 全方位分析 ， 更加重视在全＿拖野下研究 中

国 古代冶金技＿貌 ， 也更加重纖矿冶 文傷邐产 的

ｆ呆护 、 传承和利 用 ， 充分体现了多学科交 叉融合优

势 ， 展示出 良好 的 发 展态势 。 ２０ １ ４ 年 ， 《 ＿方±輕＾ 周

广 明先生和
“

生业与後会
”

专栏主持Ａ袁靖先生决定

在专栏下
１ ‘

冶金考 古 

＜

錢＿  ， 并邀请我 负 责组＿

工作 。 承蒙顆位老师 的 信住 ， 自 汹 ５ 年以傘 ，
：本专篆

组织 发表 ５ ０ 余 篇论戈 ， 在
一

定程度上 反 映了 国 内 冶

金考古研究痛鑛 ：的学 术 旨趣与收获 ， ＿对这些工作

进行总结 、 概括 ， ＃就脅鸯考古 的 发 展提 出 几点意

见 。

一

、铜冶金考古 的收获

关于铜拾 金考古驟繁 ｉｕ学界更加重视铜锡铅

矿冶遗址和铸铜遗址的调查 、 发掘Ｋ及青舊器 的检

测分析 ， 慕氧研究青麵
＇

器生命 周期 中ｆｆ涉及轉 原料
“

截難
＂

、
生严

ａ

＿作誓
’

、 使 甩 通簾
”

等各方面问

繼
ｓ

形成了一＿譜社ｊ Ｒ ， 特親暴关于青樹资？■應方

，有＿大＿展 。

（

＿

）
研究方法

随着冶金考古 田 野和实蘊室检测邊
＇

析等各意面

工價的深 人发 展
， 以及 系统揭亲翁逵技术与 ＊ 明 发

展之 丨旬 关 系 问？的 需要 ， 冶 金考古理论与方法 问题

＿滅寬参学者 的重视 。

＿鎌祥结 合 ｍｉ ｌ 年禽冶 屢址：

重启考

古工作 以 后 的 新收获 ， 指 出 当 前 的矿冶考古存在青

铜ＩＩ 的矿漉 问题仍存壤繁 ， 早期铜ＩＴ冶技术流程 、铜

料流遽方式 及墙摄餘路 的考古 资枓翁弱 ， ｉｉ为 造歲

这种局面 的根本原 因 ， 是
Ｉ从事矿冶考古 Ａ 员 太少 、 考

古 发现和多學料蠢作 不平＿致 ｔ■出襄較整理资

料 ，
细致开展 田＿摩与灣＿Ｊ □辑參学科合作研究

的恿路 ￥特纖载调 ， 今 后 在长江 中 游地Ｅ深ｆｔ探索 早

期植 ．＾
＾
感须以多学科 的考 古工作！＆基础 ， 重点对

爾矿 山 周 围 的
一

些面积大 、 等级高 的新石馨时 至

ｆｔ 周 时期 的遗扯 ＪＩ嫌 、 墓＿謙行考古调查和发插的

工作虛ｇ与方法气 陈樹祥等还将铜绿山 四方擊遗址

新揭露 ５ 座长条形炉ｔ窑 ）确定其 ：发街代麵禄山碲化

铜ｒ石火法滕硫＿焙烧妒 ，
并破寶 ５ 座培德炉 的朝

向 与 自 然坪獍关 系 、
生 产规模 、 ＿对年 代 、 Ｋ衮明謂

爾録 山Ｈ ｉＴｌＩ
ｋ萧条原菌班行了探析 ＾ 指 出麗翁多变

矿 莫须有 的苛磁統翻 ；猛虎 ， 是导致明 代铜绿 山矿

靖！ｉｔ＃萧条咸衰 亡 的根躁气

ｆｆｆ寸以 往 出 土青＃霜壇料整理和检侧 分析方面

存在整合瘦 不足等 问越＞董小 帅 等在 系统收＿甘肃

地Ｅ 先秦时期铜器检测分析资料 的？勸上 ，
Ｓｆｆｉ器

样 品 的区壤卷 怔 、＿代％考古学 ：女化属性 、 种类和数

量特 怔 、 ｜］作 工艺和 合金组成特 怔等进行了攀吾统

计分析 ，

■

？剔指 出 文 品 的 分析録测应攮纖 国家

各雜＿测技 木标推或文物 Ｉ呆护 行业 的技 木 ：＿ ＿銳

行 ／以有利于戮据利 用 与文傷属性的 比较爾究
？

。

牛津大学 ＭａＡｐＱ ｌｌａｄ 研究 团队提Ｉｆｉ 的利 用 隱羹

元 素 ＊组 来ｆｆ究青锧器 的 生 产 与 流 遞 问 题 的 方潫

（ 即牛津体 系 ） 在 中 国 得霄摧ｒ 与歎进 《 黎海超利 用

这
一

方法 ， 对盘龙城和舊帅 Ｉ 商 ± ｊ？ｉ±止扭土青铜擦 的

检测分析数据＿行了緣野
■

臀貧＊ 并比较两地 的 青爾

器緣形 、致饰 、 铸纖工艺 以及印续硬陶和原始瓷器等

信息 ， 提 出盘龙域 ：部分铜器可能来＊于 自 身独立 的

生

业

与

社

会

－

１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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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业

与

社

会

青獨器生 产体 系 ，
盘龙城出 土 ６１印緣硬陶和 原始瓷

器在类型和 使 用 上也与馨 ．州商城存在 差
＇

因 此认

考盘龙＿遗址虽主体因 素属商文化 ， 但具有
一

词電

区域特 怔？
。

针对矿冶遗址儀查和资傷 ：利 用糧Ｓｆｅｌ开究 中 存在

的 问题 ， 幾正＿謂扉队基于 南阳 南 召 桑树坪

燦铺最址和炉院甘＿代洱沿翁址的 系统研究 ， 提 出

ｗ

卸 山洽氣型 多点 向心型
”

爾种金 属 资源 开发模

式 ， 并将山西尊县西吴鹭＿扯 的采 、 冶 的矿冶经

挤模式 归 人
＂

多 点 向心型 ％ ：標直商 时期 铅锡冶炼迤

址却人
＃

多点 型
”

经济模式？
。 这

一

结果对于青铜

Ｗ代早期金 属 资賴开宽利 用 活动 的 重建具有 重深启

３３愈义 。

关于实验考古研究 ， 马丁等 使 爾爾ｉＳ 、 马 弗 炉 等

工具 ， 芘职卜９Ｓ＆Ｃ 的温縻下 ， 以木戀象誠原剂 ， 冶炼

孔雀石与锡石 的混 合物 ， 并进而重熔冶揉产物 。 表 怔

结果显示 ， 冶炼温度达到 ７ ￡？１左右卵可 丨ｆｐｊ海绵状

餐教 。 ＆爾ＷＣ 左右直接冶餘孔雀石和锡石 的繼舍

物 ５
可得到有实 用价值 的鶴賣屬快 。 在 不超＿ 

ｌｏｆｉｏｔ

的涵？下 ， 龍够将小块金属：融 合或锡青＿乃至铜

刀堪純。 ａ
—

实验工＃ 表氣 在浇注青髓 ：工愈成熟之

前 ， 有可能存在通过类 似早期黄铜國态还 原工艺 冶

炼获辱傷青懷？
^

在青铜観腐蚀与 ｆ％＃
＊■复方面也有＿敏识 。湖北

邐ｔ ｉ
义地岗 曾犧蓐 出 土 的 夢组有铭藝 为藤讨 周 、

？礼 乐麵虔 的 发 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 在编钟 的 清

理及保护緣程 中 ， 科技检 丨ｆ工作 同 步展开 ， 提供了诸

多参考 。
Ｍ １ ９０ 与 Ｍ １ ２ ９ ｆｆｉ± 纟爾 ：轉队｜易青铜［为 主 ；

Ｍ ｌ铋 与 ＪＶ１ １６９ 出土编钟则以铅锡青铜１ ； 主 。 腐蚀产

麵蠢为 ＿徽 、 纯＿孔雀石 、 蓝響擧不 同 类

議《土壤环境 中 ｃｒ浓度较 ｆ ｌＬ 暗示青铜ＩＩ受 有害锈

但还 原型释讀出 土＿＿
？

器需重视对埋

藏环境 的 分析 ， ？监测 因 环境变侘所 引起＿蚀 产

物泡变化 ， 尤其是防止有害锈 的爆 发
？

。 粱 宏 刚在 義

统梳理 国 内 外青铜龙＿＃护
＇

｜｜复技术 的基雞上
，从

清洗去锈 、 加 固 处理 、 稳象处理 、 整？ 复 原 、逾接 完

形 、 补配缺块 、 作 色微旧 、 缓蚀处理和表面封护ＩＩ个

方爾 》
对 中 外實馨：食雜傭护修复技 异 同襄冥 ：发

展 历程进行了 比较研究
，
腊 出 了 中 国 传统 闬护修复

技术科学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二
）
青铜器 制 作技术

从青铜器 的 类型学分析 、
工１与 溯源 存科学

＿究角度均能戈掘 出 丰富 的 历史 、 艺 术和科学价

值 。 以 往青铜ＩＩ研究 中 ， 夏商至西 周青＿ 得到 的 关

注较 重要 的器群 往 往得到较 为 全面酿齋軿和检

测 ， 霧 周至汉代青铸器 虽 １出土救鷇众多 ， 但ｔｔｌｔｆ勺

比＿ ：詹條 ：

， 部分区■甚至 ｌｉｔ

？纖參在研究空 白 ， 如除

中 原及江汉地Ｅ 以外 ， 东爾会文化Ｅ 的青铜器技尤

驟究普靡鉸为 有限 。 本栏 目 刊发 的青铜器 制作技术

文章 ＜■究方法主要遞｜１青铜器 表面铸造痕＿宏观

載寒 ：？襄青铜器金属基体和陶范 、 泥芯 的显截组织

和成分分拆测定 ；
研究对象 ｆｆｇ嫌麗安＿繼＿  ＾

■
广汉三

凰＿ 、 宝鸡 周 原等 重要高寺组遗址 ． ＊改及炉西 ，爾

北
、＿和 广东等地

一

般等顧遗址 ， 时＿镔从商ｉｆ

秦汉
＜墓本 勾勒 出 先秦萌汉时期曹＿生 产 的整体

面貌 。

甘青地Ｅ是研究 中 国 冶蠢技木起■和本土化进

程 ６１癸魏地Ｅ ， 但冶 金技术 来ｇ较滅单 的 本土或

外来起源驾 ， 需＿更综合＿分析 。 陈 国科认 ；％

单？铜刀 在世界各地 出现 的 年代相 当 ， 难以看 出相

互 间 的 影 卩歲＾
但马家窑时期 的 先民 已拥有生产铜 刀

的駿力 单Ｕ铜刀 在发 展 中 不断 出现新 的形制 ， 如环

首刀 在繼今 ３７？ ： 年前 后 出现在河西走廊地区 ， 并对

虜＆及尊原地Ｅ覩刀形制 的 发 展 产生蠢响 ；
甘青地

区单刃麵刀 的流行是对这
一

区域 用 刀 传统 的＿寒和

缓 展 ？
。

凋 文１等认霉Ｓ｜Ｗ ｌＳ＿孝民电 遗址出 土 的
ｅ

助親
＊ ，

擦炉
”

是两类 使 用 的燦爾器具 ， 其 中

＇ ‘

坩祸
”

是 的 、敵 □ 式 的熔敏嘉具 ， 而熔 炉 是大

型 、 竖炉式 的變胃具 ， 并指 出 先寒棒爾遗址對 用 的

ｆｔ锔器具与所铸造 的青ＩＩ器 的 大小和生 产 的规模有

关 ， 这
一

结论 与 巴翁蔚设想 的
“

世锅 炉
”

的 使 用方式

不 同 ？
。

郭建雜等 纟ｆｔ含三垦 遗址遗址 祭祀坑 出 土青铜

器表面铸造痕迹观察和工业 ｅｔ 分析 ，蠢 出分铸＿秦

种连接工艺 ， 是三星堆青铜 ：
神树等形状复翁的器物

得＿功律 技术保％ 在蔺Ｉｆ

１

驗義件内 議 ：痕儀

爵竹 木 质芯骨 ｔ
是此类工艺 目 讀新见攀早 的 实待ＳＥ

据
；
部分容器 的兽头装饰 ， 采 用 了 内 置盲芯 的 复 合范

技术浑ｔ而成 ， 显示了三星 等容器 联同 的年

代属性？术传鸳
５

^

扃原地区 出 土青辦？量众多 ， ⑩難遺址丰富 ，

是铜冶 金考古＿
？究 的 重＿象 。 岐山孔头

＇

＿址西

周 中 期到西 爾＿期铸铜怍坊１ ：癒资料酌刊布 以及相

关研究表 该作坊 为贵族采 ｇ铸 作坊
＇

，

生 产器类

參样 ，
与買擊李家和洛阳北 窑两处西 周 时期＿作

坊 产品构成内馨 ？

、合金种类亦 大体相 同
，

或可表明 西

周时期青铜铸造业内部没有更细致 的 分工气 孔头沟

ｆｔ地＿露墓編出 土青礙器 的 生产工艺 与＃料徵露

表 ｉｔ＊
一

定 的 Ｅ域特 怔
，
如 低铅青癒比 例翁高且所

有礼睿爵鍩 含量均在 游级 ？ 这与 周 廣
：凡处棒辋作

坊出 土青雙器类 似 ； ＩＩ墓地 出现热锻＊ 型铜 片 及热

＿麵＿ ， 在 周原也 不是孤立现＿ ＾
反 映了 周原地区

在青铜工艺方＿纖多元性
？

。
工艺 的多元性还 表现在

輸菌工艺方面 ， 通过岐山 宋家 墓地 、扶 风姚罘Ｓ地 出

土４ 件镀锡青铜缀 制作 工艺 的 判食与傘合爾輿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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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 为 ， 載止 目 前陕甘宁地Ｅ 出现＿制 品年代 国

内 最早 ， 巴 蜀文化Ｅ 、 古奠文化Ｅ ｆｉｌ及北方毛 庆沟等

她 牛＿＿３聋 ， ＿ 出 中 国 先泰时期＿工艺在半 月

形文牝带＿区 出现和传插的麟懸 ：

＊
。

晋陕高原地Ｅ 卷金考古研究 ， 对于认识＿替 先

＿翻青＿产业发 展 及其与 中 原地Ｅ 的 关 系 具有重

粟意 ： 陕西子洲 出土商代青Ｈ幾是 反映商王朝与北

方边疆地Ｅ关遵的重要资料 ， 该批铜器与安 ＩＳ！出土 的

聽廳前期 同 类蓬姆在铸型设计 、
；
；＿晴况 、 浇 注位置

以及铸后加工導铸造工艺方面基本相 同
？／陕西横山

＿水沟遗址 出 土了春秋 中 晚期至壤 国 早期阶段 的铸

铜遺物 發遺址餐进行过铅锡青铜 的燦緣和铸造

过程 ， 是存在本地青■加工业 的证据 ， 但冶铸生 产 的

雜模相对较小 ，
产品以工具等小件舉物＊主

？
。

春魏中期 的 中 原地区 ， 晋文化 日翁震 ：蘼壮大 ， 并

引 领此 后青福器风格 及赛铜业发 展 。 ＆年在Ｍ县瓦

窑坡 、襄汾陶寺北均有新 的 重要发现 ， 但侯马 上马墓

地这
一

经典＃ｆ斗
，
仍 值得＿致梳理 。 馨萍＃这

一

阶農

的代表性铜器Ｓ＾上马 Ｍ １ ３ 独立讨论《
４通弒分爾

墓 中 出 土３４ 件费键 羅鑛 的 形 罐 翁饰 及组 合養

怔 ， 结 合相关 资料 ， 进
一

步 １１＿＿确地论证该墓年ｆｔ

在春秋 中 晚期
；
观察 卜到 春秋 中 期 的 铜器 在器 类 ｊＳ

纹饰 、
工艺 、 区域＿怔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有助

于理尊社春雜早 期＿
一

风格 到纖＿ 列 国 风雜 的转

靈 。

以 ｆｔ关于战 国 ？汉时期青＿器 的潘 少 ，

本栏 目 对沖进行专门安排弁刊爱了５款鸾犟 ， 有 望

推动相 关研究 的进 展 。 邵安定等利 用 多种分析手段

对秦始皇帝陵 园 出 土彩绘青補水禽鐘ＩＩ＃工誉进行

了研究 ，其中 关于泥芯 的 研究结果显示 虽 然青響水

倉泥芯在村遍 上 大体相 似 ， 均 由截土懸 ？雜 ：／鲁砂 、 砂

检 ＾｜ 卩翻组成 ， 但 不 同傘禽 同
一

水禽 不 同

部位 的泥＃馕用 了 不 同 的尤料 ；
水 离逅苏在微量元

素上明显有别 于秦始皇帝隱 园ｇ的 土 初步认

为水离 的 制作地点ｉ＃非秦陵地Ｅ ， 其矿科来源以反

生产地点Ｋ有待Ｅ
—

步研究 ？
。

刘煜等 系统考察了翁北 省宜雄跑马堤墓１ 出 土

的 １ ２Ｓ 
？件战 国 期 的青铜器 的铸造工艺 ，％歲歡

Ｓ编器 的通形技术 以持養为 主 ， 兼 用猶打技术 ： 其 中

丰着類成形 ６ｆ＿普遍具有 比较 简单和 的＿分

范形式 ， 大量 使籍翁芯撑 ，雛方式 多＃ ， 以铆接式 的

后铸 铸最 为 多见 ， 也 使 用 了焊接技 ｉｆｃ
ｓ
锻打 的

容器 多采 用钟＿ ：繼连接方式 。 这种工艺簡化和规范化

的倾 向与节约原轉和提高效率 的工艺思養，相关
？

。

胡毅捷
？

等对仏西海昏侯＿主椁室 内 出 土部分青

領ＩＩ 的 研究结果表明 ， 海昏侯墓主■室 内 出 土 的

馨锡 含量测量平均值 为 ， ． ３％
， 铅 含量测量平均 值 为

２ ． ９％
， 萁 中青觸娜攝 含量顚平均 值 为 １０ ． ５％

卞错

含量测 均 值 为 ３ ． ２鉍 。 不 同讚粦有 不 同 的 合食｜Ｂ

比 ， 反映工 匠 在制作器物肘会考虑器％ 的 ？！用 功能

濟｜页 色 等性质 。 竭器 的 制作工艺包括铸造 、铸 后受＿

退 火以Ｋ镣 后壤餐
？

。

湖ｉ的战 国考古工作开展较早 ， 曾有 力推动了楚

文化響宄进程 ， 湖湘地Ｅ铜
＇

掃歡等金＿资藤的 开鸾

利 用 也是先秦冶 金考古关ｆｔ 的 重点 。 但湖 南Ｓ 国青

铜器 的科技研究工ｆｔ 目 前开 展较少 ， ａ 、湘上衡等边

織地Ｅ 的青铜器蒙其缺乏相 关研究 。 林永 昌 霉介绍

了＿州 出 土战 国撫器成分戾金相 分析结果 ５ 柳ｔｉ等

珠虽蠢鐘調 南缘 ， 但铜器 的 合金与 制作技术与靖＆

其他 已 有资科
■显 示出較高

一

致性
；
同 时若干爾器 的

制作也有 不 同 于以 往 同 类铜ｇ分析之卷点
；
相 关分

析结果 不单丰富了ＳＪ■ 国 时期楚式锔鐵＿作工艺 的

认识 ，楚地 不■ 区壤铜工业 的地食特点 ， 也 值得以 后

研究再通
一

步探倉

相对于南方其他趣Ｅ而言 ， 以 往对广东出土青铜

Ｈ翁ｆ佥测分祈徽少 ，
射矿冶繼Ｉｔ 的 专门研究也 不 ＃

见 ， 因 此应加＿广东地Ｅ 的冶 ：

金考古研究 。 广东增城

蠭岭 出 土 的 ４ 件器ｆｔ案 ］ 合金成ＳＫ 补充了岭 南青變

时代晚期 的科技研究实 例 ， 并与 同 时期东江流敏等

地 出 土器＿通行比 Ｓｆｌｌ识这
一

地区青铜器 的原

料和制作工艺育斯裨益？
。

（
三

）
青铜 器流通

贵童物产 的 开发 、 控制与嫌績应 当 是考古学研究

的 重要Ａ露之
一

。 经 ；４ 獨 年 的 ｆｃ ｆ究讨儀 ， 鑛 ：同 位素

分析在疆爾 ：臂ｆｔ上取淨了俱大成■ ， 关于商代高放

射性成屬
：

■ 的可能产地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 ， 关于数

据 ６＆自￥读 不ｆｔ限于分辨差异 ， 也开始关注时代共性 ，

并 由 此为青铜器 的 分＿究提 供新 的视 角 。 ＿专栏

安＃篸 ：篇论文 ， 对此进行了 系 统 ， 期望建立
一

个

关于先秦＿資讀流通体 系 的完整框架 。

二里头 、
二里 冈 上馨貨期 的青風器 已 有相 当 数

畺
＾
但检翻工作集 中 在重要＿ 邑 的器群

＾ 

ｆｅ少对于次

级聚落所见 ｆｆ鐵的 分析 。 河 南桐柏平 氏 五里墩铜＿

的 分析 ， 就是试０对商代早期 不 同 等级聚落所孤Ｓ

器 的生 产 、 分配与流通进 數据 的 积 累气 Ｉｆ究结果

显示 ， 平 氏 五里墩锔爵＿ 了高放射性成 因 铅 ， 争

了二里 冈 上 层 阶段该类铅料在豫南鄂北地Ｅ 的 应 用

实 ｆｉｔ 合金元素含量義德 ，＿又与郑州商城和盘龙

城等地青雙容器 似有 差异 。 桐柏是春秋前期淮夷文

化的 西界 ， 青铜器具有独特 的 风格 緣术面貌 ＾
！

钟＿

堂所 出 纂与壶磷獨 高毅焊料 ，
是 低熔点钎焊技木 的

早期实 例 。 萁１５ 同 位素比 值恰好包 含单聰两类 ， 同襄

阳沈 岗 Ｍ １ Ｑ２２
—

样
；
落在了两裘金属 原料福替 的时

间节点上 ， 据此可以细化其年代认识 。 这些老资钭的

新检测＿示了新规 津 ， 示我們今 后 应Ｉ 卩强对零散

发现 晴領藥进行更加 系统 的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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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猶州 叶家 山藝坶聚西 周 时期其他遗址

出土１ ８ ？ 伴彻基＃品 的铅 同 比 值研究工作，
京ｆｔ合

金 添加对貪ｉｔ器铅 同 位素比 值＿１ ，

不 同 合

金 类型器＿的 铅闺 位素比 值特 怔 ， 叶家 山锔？纖審 的

构成 ， 曾 国 會睡料 的 来源等 问题进行了 系统

分析 ， 提 出
“

叶家 山 曾 国爾器 的 第料可能有两 个来

纏 ， 箕中钱淳科和大部分铅葡青锔器 的 铅＿ 位素与

东素岭１Ｅ链矿有较高 的 重 合拿 ；
＿＃泡来源 尚难

ｔｔ爾人 ， 可能有 多个齡藥 ， 但与 大洽铜＿ 山 古矿Ｓ铜

矿 ．料的 铅 同 位素数据更 为接近＇ 并初步构建了西 周

青铜工业生产 、组织 、 管理和运营膚武气

涨吉在东 周时期青 ｆ噸Ｉ？ ：

细编年 的基础上 ，蔣与

±对应 的 铅 同 位 素 比 值 分析Ｓ据按时 代和地域 分

组 ， 发现东＿期青铜
＇

矿料？ 使 用 具有 随时代和地

Ｅ而实 的 律 ， 说＿东嵐財期青铜Ｊ广料使 用 具有
一

定
一

性 ， 也从另
一

＿面证明青铜ｉｉ生 产 、 流通 与

管理是 当 时社会严擦控制 的軟治经济活动
？

。 本栏 目

的 几毳文章又对此■式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

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作为 巴 蜀 、 百 中纖之间 的

交通孔道 ， 起到了锡 、 铅等蠢厲 长江 中 游以外地Ｅ

龜的枢纽作 用 。 通过湖北钟坪黄土坡墓逾 ：出 土春

軟青Ｕ器 测發析 ， 初步揭示出 春秋 中 期瞧緩纏

系青舊器 发 展 资源和技术面貌
丨

春＿ 中＿

期 ， ｔ土璩及每山售地青相器 的 含锡量相对较高 ， 反

映 出 金 属 资權：较 为 充裕 ， 所 用 铅料也与汉淮ａ 中 原

等 广 大地Ｅ钕为
一

致
，

農ＩＩ 反 映本阶段楚 系青？鑲

爾＿与技术特 怔 ； ｆｔｆｃ 中 期楚 国 不？在 中 原和淮泗

地Ｅ皭力 勢：ｔ
＊

ｆｅ在相对逾適 ：的湖
＇

菌和鄂东 南

＊区 开疆拓土 ， 这
一

时期 ＿金属器論參测參矿３Ｓ＃

古研究
，
对认识长江 中懸■舅宠網＿ 开发与物料纖

路 的构建有着重要意女 ？
。

关于河＿阳官庄遗址出土的研究
ｆ
判

定锔渣块均 为青铜傳編＾ 产 品 以铅锡青爾为 主 ， 合

金技术面貌与 春教早期 中 原各诸侯 国青铜器近 同
；

ｆｆ铜遗物的 铅 同 位素比 值特 怔 ， 完整地体现了 中 原

地Ｅ 春秋 时期利 用 错料 ：
资海 的 历 时性变化过程 ｒ農

过与 合金配制及陶范＿作技术 的 比椟可知 ， 各类治

铸技术与 会属 资源并非 同 步变ｆｔ ，
与青獨舉琢格 的

演靈也壽在不 同 的 关联方煮气

山 西长治分水曝东 周藝地 的 年钱从春秋 中 期爾

续至战 国 中 晚期 ， 出 土铜容器 、 兵器 、ｆｔ議、 车马器慶

杂器 等数量多 种 类 全 、 雖代 信盒明 确 ， 是研究东 周

？期墓葬 ￥瞭 ：突祀特 怔和青觸器冶铸工艺 的 重要

资馨Ｂ 身魏岭墓地春歡 中期墓葬摩２？ 、謂２７０及战 国

早期墓葬 Ｍ２Ｓ部分铜器 的砑究鲁寒表明 ，
、 锔器主要

为 铅锡青铜 合金 ， 以分铸法铸造成型 紋饰制作 以＿

印法 为 主
；
铜器生 产麻用 铅料均 为普通钕，截料来源

在秦ｍ
＇

中 期 发生显著变化 ， 萁原 因 应与 侯马＿作

坊 的幾幾和发 展关 系箪切
？

。
： 纖蒙这

一

工作 ， 分水轉

＿弛 自 春秋 中 期至战 国 中 出 土青铜器 的 制作工

艺和ｔ ｆ＃乘筆的 历时性变化養到 系统构處
，
这对于

进
一

步认识 聊寸期法会变革及春秋 中魄期晋 国镅

■紙格变化 、 技术荷进及晋 系Ｒ格癒器？均具有

重灣 ：ｆｔ ：黑 也是构建 中原地区青＿聖＿技术体 系 的

重要收获 。

浙江商 周时期 的魅女化研究 ， 主要集 中 在土墩遗

存 、 居住址 、越 国贵族墓及帝王陵墓 的 发掘与研究方

面 ， 关于青铜器 及彌怍工艺 的 研究较少 ， 并存在较篸

空 白 。 宁波鱼 山遗址 出 土先秦金属器多为 工具等实

？ 器 ，铜 质？儒易 （ 铅 ） 合 金為 主 ， 合金化程度鞔

高
；
遍＿工蠢ｆｉｌ ｆ纖约 主 ， 部分變＿可 １６６历过■ 后

加工
；从错 同 位素比 值分析结果来看 ， 莰地Ｅ 与春職

战早 的 中 原及汉淮地Ｅ 在金虜资減上具有 广
：

泛 的共

性 ， 现了越Ａ 同 周边 的 密切交流 ， 反 映出 该斯ｆｔ

象 属着物复杂 的 生 产和流廳曹景 。 而在春擒晚期 以

前 ， 长江下＿地区 的 金籍器＿有铰为輕定 的 本地铅

料来源 ， 与 中 原和长江 中繊＿＿存在差异？
。

海 银地Ｅ是春歡时期青铜基形 制演变 的 重要地

域 。 但长期以来 ， 山东商 周时期青謹１Ｔ冶遗址編查工作

较少 ， 青爾禳检测分Ｕ不 系统 ， 基于铅 同 位戴ｔ值分析

＆究山东纖区青镝＿斜来源 问唐纖展 不大 ， 亟需开展

更＿＿究 。 在春秋前期 ， 小国逐詹：｜
皮大 国兼并 ， 各地

青＿＾８爾形成地域风格 ， 长清仙入台？ＳＢ土 的青

铜器为 ＆观察这一进程提供了＿得的材料 。 经分

析 ， 在＿早 中期 ， 仙人合墓地毒胃 的资料与 同期 中

原 、汉淮地区基本
一

致 ， 并且在春漁中期
■

ｆｌｌ薩的仙人台

Ｍ４ 阶氧 发生过■料的更替 ， 来 自顯＿地区 的新铅料

与楚 国衡台醫力 的ｒ藝存在密切的关辑 ＜
；

＞■爲台春秋

潜靠见证了春秋曹裉器 的 第
一

次铅齋獄演替过程 ， 并

且可以明＿湖南类铅料广泛应 用 的时间节点处于仙人

鲁 Ｍ６ 与 Ｍ４之间 ， 对研究先秦金属流龜 ？遞 ：东 周

青 丰锻Ｉ断ｆｔ具有重要意义气ｆｔ州大韩东 周墓地出土春

秋晚期至纖国早 中期 的青＿ 的释賣表明 ， 胃＿

合金成分与时 丨 铜料＿＿和基物种类有明戆＿对应

关系 ， 较好 反换：出制作技术变化的规津 ；
发龜今最单

的锻制謂Ｓｔ＊器 ， 对探讨刻＿技术流变 ，刻统器＿ ：

ｆｉｔ月

＿養供了新麁索 ；
铅同 位素比 值具有主次分明 、类别多

样肩变有序的特怔 ， 主要利用 的锫料类别与 中 原及北

方地区
一

致 ， 其＿＿类？稱寶＿可能来 自长江中 下靡

ｆｔＥ ？
。青 ｆ３塞原料的变化在炉渣等冶铸遗 中也有体

现 。 关于临 ？ｓ＿奪遨＿薄国至汉＿铜炉渣 、西汉时

期铺＿的？究结果显示＾国 货币 ６１ ：产地有 ．＃赴
４
不 同

阶觀齐国 货币 的矿料产地難着变迁
； ｆｔ稱西汉麵镲

的矿賴产＿＿ 向胶东矿区外 ＜
！黎具有

“

华 南铅 》
＊

＿ ３

ｆｅｔｅ战汉时期炉渣所ｆｅＨ的矿＃产地睡侧有 ３ 糊眚

形 ， 即寧沂山地矿Ｅ 、胶东矿Ｅ＿｜ｉ者均有 使 用 ；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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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各地ｒ山 的太傷撬开发与 中 匣文明 系 的东进存

在着密切关联ａ上洁果 ， 为逸态理解ｅ褢出土青铜

器 、 ＃寿遗址出土相关遗物断反映 的铸＿业的 资源与

技 区域靡台纖的变迁以義与本地矿山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新视野 ， 对山东半岛冶金考古研究具有

重要＿动作 用 。

与■的 園猶繼应 ， 战嘯ｆ細 ， 北方燕龙暴 ■

＿在持

续东迸 。 在霜＆化进人前 后 ， 辽西 、 辽东地Ｅ青铺Ｈ

？术与＿面貌ｆｔ？
何 ， 目 前 尚缺乏 系统 的？ 。 辽

宁建 昌 东大杖子墓地是辽Ｍ ｌＥ 战国？期 的 一量重

要遗址 是集 中 出 土 的东北 系＿短顧 ， 对探计

＿这类短剑 人暴 的趙蕕 ， ． 霍动及不 同减細 的活动

中心具有重要 值 。 关于 德９＆ 年慮幾 ；掘 的东大杖

子墓地 Ｍ ｉ ｌ 出土 的 １５ 件 ｆｉ變分析 纟ｆ果显示 Ｔ＿器 的

制＃工驾獻铸造 为 主 ， 另 外还有热锻及热锻 后冷加

工
；
合金成分以４＃锡青鐘为 主 ，孜 有

一

伴信斧是德易

合ｔ ， 铜舞 的 合金成分＿鐵物类型之间 的 关 系 明显 ｔ

表明 顧作者 已经能稂据青铜器 的愈型工艺ｆｔ用 途而

逛择 合觸ｔ 制作树料 ； 爾顯 的 铅Ｐ 位素 比 值 与 同 时

期三晋青铜奪接近 ， 虽 ：＿器具有 中顏文化 、 燕文化

及土薯：女 ｊＢ奪 不 同食化因 素 ， 但他们 的鐵料 来源却

栽为相坻 ， 特爾是所出 北方 系青觸器 的梁料也与 中

原及燕地具有蓮烈共性 ， 反映 出辽國為 中 原迪这 在

猶＃＃！通方面存在着密馨＿軍 ， 还暗示辽西地Ｈ

对 中原寶翻＿东北地区 憧戀的枢纽地位？
。 沈阳 关

洼子墓迪》以及辽宁镇 本溪等ｌｉ 出 土东 周

青＿ 的成分及铅 同 位黧比 值研究灣轉了这
一

辽东

地区 的 研究空 摩９
。 在 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 ， ｆｔ襻

拿洼子青铜器 的锆资 ，原可 分 为三类 剔 与 中 原地

Ｅ 春秋早期前 后青觸器 、 林西大井冶铜遗物敦＋ 原

战 国 早 中 期青舊器相 关親 。 前脔类是鄭家洼子謂等

粲墓葬績主要 的 金轉物料 ， 很可簾来 自 春ｔ早 中 期

的辽西 。 金 属 资賴层面体ａ 的 与辽西 山地 的 密切关

联及保守福ｆａ ， 也与＿家洼子＿議 ：的 文 内涵相对

应 。 高等＿墓葬中 ｒ泛 使 用 高繁＿ ，体现＿主对贵

重＿ 的调 甩能力及社会地位 。 在 公元前六至前 四

世纪 的辽东 山地 ， 本溪＾＾ 狀 １ 多钮＿等青＿器 的材

质与铅＿与＾挂子墓地类 似 。 公元鍾三世纪 ， 刘

象哨和上堡 出 土青擬器均 为错葡＃铜 ， 使 用 的两类

铅料分别与＿及三晋青臀捧对应 。 自 晚商以来ａ
金 属

费續Ｉ爰冲地位于辽西 ， 中原和大井 的青铜＿ ：料：邏＿

辽 遍
，
在特定时段蠢＿至辽东 。 战 国 中 晚期 以

后 ， 象属资＿鄭地外移至辽东 ， 促进了辽东 山地 的

社会发 展 ， 并推遗撒 中 原 为 中心 的 世界体 系＿东北

亚地区扩１＃ 。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遣过金 属 料的 研究来 反

映 不 同地区Ａ群对资源 的控制与 ｆ专输 ， 判＃特定地

区所寧担 的社会義薦 ， 繼而推断某文＿心区域 的

所在 ， 不失灣
一

，育行 的 研究视 角 ， 但攪＃ 、＿ 因

蠢ｆｔ＃治格局影响十分明显 ， 因 此科技检测工作 ．必

须与＿考古 ＿＿和 历＿曹景等信息 密切＃ 合 ：＿

有如此 ． 才能在较大 的 时空范 围 内 构建出
一

个技术

发 展 、 ｅ域互＿与物料流通 的理论ｔｅＲ 。

二
、铁冶金考古 的收获

近年来铁冶 金考古 的 重大收获主要表现ｇ铁

邋Ｉｔ 的调查和发掘 、 冶铸蠢＿ 的 资料離理以及 丨＿

技术 的判定标准響究等方面 ， 本栏 目 对此
；？ 

了关

注 。

陕西掏凌邰域西汉早期铸铁傘餘虽 然是
一 咏泰

證繫铁作坊 ， 但出 土 的 陶范 ＾嚴凤管和炉壁这三类治

铸遽输 的 源和备料过程存在
一

定 的 差异 ， 与

三类焉物 的 霉儀麗求有关 ， ＿ 出 工 匠 在选擊

具丰富 的经验 ，作坊内 部亦有相爾复杂 的 分工协作 ，

说明 存在栽高程度 的 专门化生 产 ， 因 此以４８後 为 西

汉 早■的 中 小型锈工场多属 于家庭式必 、作坊生 产 的

魏盘＾ １１凿＿要重新考薦？
。

＇

＿离张象界市録植县曾篆现长江以 隹
一 一

处

汉代養铁作坊 ，
２０ １ ５ 年 又在■植县 澧源舊朱家坪村

发掘了 ｔ 田 冶铁Ｓ坊 ，进
一

步揭示出 此地铁矿开采 、

冶炼
、餐造 的生产链 。 研究 １翻 ， 官Ｐ１ ；址是

一

处东

汉到三 国 时期 与冶＿有关时戀ＩＬ 铁器大部Ｓ为铸

ｆｔ脫碳钢 ， 也有 少量生铁及炒钢 制品 ， 具备了生铁制

義ｆ乍坊基本 的生产环节
？

。

西汶时期 ，ｇ 的 作工艺在战 国 后期 的基ｆｔ上

继续发 展
，霉于成熟 。 重要遗址及高等级王侯墓 中 的

敏ｇｉｗ悚规西汉钢１工艺 的最高Ｉｆｔｌｔ ， 具有重饔 的科

技史研究价值 。 山西晋 遗ａｔ出土汉晋时期铁铤

镅鏃 的 制作工艺较高 ， 并存在标准化生产现象 ：

？
。江西

南 昌 海昏侯刘贺囊主畫？歲 库 当 中 出 土 的铁兵器

主要 使 用炒钢 为 原材科锒打而 少部分 系機鍵拿碳

钢 制品 ，
生铁和块鐵铗技术并存 ， 以及发理釣 以炒儀

为齡料进 ｆｉＷ嶺段打 ／叠ｌｃ？ｌｉ 的 百 ｔ幢工蠢 ， ＆明

了汉代钢铁技术 的先进性和复杂性％

幾鐵国家控制 的重要你傾 ， 岭南地Ｅ镇基化迸程

對于研究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及其与 周边地区 的 交

流 问＿眞 重大 。 广西武鸣马头安等ｆ央战 国墓葬 、桂

平市 寻旺 乡 大春铖＿汉＿＿出 土 的铁器经 检测

分析 ， 其 中 安等ｆｔ战 国铁儀为生铁制品 ；
大塘城长铁

剑 ；％妙
＇

钢 制品 ， 这是广 西 的 首次爱现 ； 大 ：塘城铁釜 泠

生＿＿品 ， 短＿叙 １为 制品 。 的使 用提高
＊

３

＊

农业生 产 力 ， 促靡了农耕文明 的 发 展 ，武鸣战 国铁锸

标志着 中 原地区 的 农耕技术至迟于纖 国 时期传藤到

广 西 南部地区 ， 为深太遺 ：识 中 国 西 南地区 ；＊耕食明

发 展提两了繁 ．料？
。 广 西玉林市 龙安销到大平

山镇约 加 平方千米■
＇

围 内 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 （ 洚

生

业

与

社

会

－

１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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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９ 世纪 ） 、 规模最大 的 高锰渣生铁冶炼＿群 ， 相

关研究初步揭示了 广節玉林地Ｅ 古代生铁冶敏被术

Ｗ貌 ， 为探讨翁魏承在岭 南地区＿的 时空框幕＊参

样性发
，

展面銳 ， 及其对历史文化 的 影响身 为邋址保

＃＃供了新的料学 依据？
。 关于＿在＿

＇

南地Ｅ 的 交

纖Ｐ题 ，林永 昌 １；

．

＾募葬扉葬铸＃的空 间分析 为视 角 ，

对铁器 传播所＃ ．及 的运輪条件 、 變易模式％两境等

因＿行了综 合分析 ，ｇ表明 ，
奴代岭窗 ； 墓葬

铁器 的 鼠藥比＿高东 低 ， 推测鑛域崎 灵渠 －漓

水 西江＿线很可能是主要 的 传龜运邊路 但在西

汉 中 晚期到东汉时期岭北与 与大宗商 品相关 ＿

交通运输可能述■ 欠 发达 ， 并受各种 因 羲影响毅卖 ，

特别 是对铁器 的控 ￥＿遽＿搶等 日常 用 具更加严

＿类
。

针对炒钢工舊翼驗标准这一＿虞 问１ ， 张？等

通过对几处冶餐遗址出土炉渣和积 金相学 、扫瑋

拿警鶴谱成分分析 ，

一

方面判定这些朦址 的生铁冶導

技术 ， 另
一

方面也试图 ；ｉ聽鑛元素在 不 同 冶偷过程和

气遲猶＿或钢 ？ａｓ炼 ） 中養 程 的■理化学变化

分析 ， 初步解释 不 同 冶炼过程炉猶 的形成机理 ，＃ 中

国 古代炒钢制品 的判途标惠你出新 的 科＃
？

。

三
、 金银铅锌冶金考古 的收获

ｉ￡＃来靡儀緣老外 的聋银铅锌金属冶炼蠢姓零口

相 关＆物 ：餘 研究也 得到高眞重视 ， 璏笼 冶Ａ爾古碰

究领域 的＿ ！点之
一

。

癲＃遽址＿信技索研究得譲持续ｆｔ进＊ａ 南商

邋青鋼
＇

器与 中 原关 系 密切 ， 但 下＿除本地铸造或利

用 本地矿源 ６ｆ？
Ｉ齡ｆｔ ；

湘西是汉代窗方地区＿ ｜勺

钢铁冶铸 中心
ｉ
湘虜愈 唐宋至 明 清 ｌｆ＿ 多金属冶铸

中 心
；
在更涂入 ＃５统地开展矿冶處址调查 的基础上 ，

选擇童饕叢嫌开 展主动性发掘 ， Ｋ带动冶翁着古研

究取辖新 的宪破 曾获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桂

阳爾木岭豪滅激翁体现了歡
一

，

。 肇过对桐木岭

遗址出 土冶她器具和各类炉渣 的检测分析 ， 更全面

地复原了＿木岭 的炼锌技术 ， 发獨了考古材料和文

參藥＆提 供 的技术信１ ，
再次说＿乜测 分衔是

从轉学上正 ：＿１人识洽＿遗物 ：趙ｉ）作工＾ ：治：＃流程
＇

臟 为 关 ！雜直ｓ的途 ｓ？
。 清代桂阳州炼镩业从采

矿 、 冶＆到 产 品流 向 ， 政府都起到了 重囊作 用 ， 最 后

形績了桂阳＃ ｊ＃有 的炼轉生 产管理轉式
？

。

铅和金银冶燦技术研究有斷 的进展 。 多＃证据表

明 ， 江西上魯县包家蠢银始炼遗址的 主要 使 用 年伐

为 唐宋 ， 且有可＿延续至更晚时期 ；
包家 主要开

采岩毚， ， 由 于 含 金矿物＊￡细 小 ， 需要斑过火接冶

慧提愈黄金 ；
包家遗ｉ＃

■

石和炉渣 的银含量较高 ， 古

人可祖同 时生 产歲 、＊两 ：种金疆 ， 但因 矿石 中 铅 含遽

较低 ， 影响了银的提取效车
；
该遗址工 匠 因 受 到其专

业化穩箧及生 产组织模式 的 影噸 ，
未从其他 ．

区域大

ｆｔ进 口 铅以擔麵籙Ｉｔ敎率 。 址竖炉冶餘和

，權地区坩埚翁鐘遗址 的零＿参 怔分析 ， 认为冶炼

ｍ术与陚春环境具有 广泛 的动态联 系 ， 揭示了
一

系

列 制约了冶燦逯址选舞 的技术 因 素 ， 这也导致 不 同

地ｅ形麻了 不 同 的技术传统
？

。 河＿＿柏 围 山續址出

土了坩埚和坩埚炉猶鲜 品 ， 经研究＿断读遼址在宋

元时期存在 ｌｉｆｅ 原法疳線炼错鬚劫 。 非常 值痦注意

的 是 ， 以 往碑究推测宋金 元 时期 中 国 南北方银 Ｔ％赞

＿８３６翁細存在竖炉冶燦 （ 南方 ）和坩锅冶燦（ 北方
）

两种方式 ， 围 山遗址燦处这两种技术转变 的 交界地

變ｉ 而在该違號也 戋職了娶 炉冶燦霍 ，
因 此对桐柏地

区 古 冶炼技 ｉｔ遵＃ｆ變舍分析 ， 对于 ｉｉ识南北

方擊镫冶炼技术 的 关 系 有着重粟＿动作 用 ， 建议开

霞更加 系■ 的 田野考古工 備

各类金属文＿傘 ， 青ｆｔ 的 合金成分分Ｉ斤研究讨论

＿早 ， 近年 擊贵 物材质研究工作增

多 ， 但如何逸＿＃＾ 的薇测方法 ， 并对数据■行合理

的评估 ， 目 前学界尚缺乏 系统考摩 。 刘 田 等对四 川眉

山江 Ｓ明 末战场遺址出魏＃ 大量残碎 曰 银文拗 ， 开

展了 表面分析ｔｉ雜面分析 的 对 ｔｆｅｌｆ究 ， 结 合Ｍｊ＊

分分析标准＿ ， 讨论了 不 同 分析方法在 白银文物

化学成分姐究 中 ＿适 甩ｉｔ问题
，
并对如何科学利 用

以 往获得 的 表面成分数据进行了探索
￥厨究 表明 ：

五

种不 同方法获得 的 白 银主 微量逾分数据 中 ， 聽光剥

蚀 电論祕吾書离子体质谱对 白银友物的 Ａｇ 、 、

Ａｕ
ＹＢｗＳｒｔ 等主徽量元素均可層到｜目对舉确 的 结果 ，

适 用 于 白银文＿ｆｆｆ究 中 各＿ 不 同 含量元素 的分析＿

求
；
基于＿雍衡质建立 的扫描 电＃能谱有＿＿定量

模式可 ｌｉ ｌ＃ 白纖焚 中 的 主量元素 （＞ 

１％
） ＿ｆｆ離德

分析 ；
便濃 Ｘ 射銭荧光如ＸＲＦ＞数据 的 使 用 需靈考察

样昴 表面麵蚀和污＿情况 、 样 品 中 的 合金 元＃ 含量

以麗分析面 的形状和大小 ， 在条件合ｇ时 ， ｐ
ＸＲＦ 的

分析数据可具备寧查量倉Ｉ？
。

战 国 中 晚期 ， 伴 顚金 、 银 等贵錢■ 的 引 入 ， 金纏

器呈壤出崭新 的技求面貌 。 青铜攀表面 的鎏镀 、戀嶔

等工艺进速发 展 ， 金银皆 目 身也在＿庚 破青铜器

的窠 臼 £遂渐发 展成 为独立 的手工业门类 。 陕西漠阳

龚西墩国寿＿出 土 的两件嵌 玉银钮金带勒经Ｍ工艺

聚材德＿ ， 结果表 明两件带钩钩身主体材质 为 金

犧备金 ＊钩钮为银 ， 镶嵌玉 片 由 春秋？期管形玉玦改

制而邋 ， 钩身斑部纏｜５物 为 严盡秀蚀 的锡铅 合金遵

料 。 歲两件金带钩 的 制作包括領身和錢 的導？ 、玉

片改制 ．

Ｓ Ｉ旱接组 合 、 表面慶遍 ：等 工 序 ， 是为 先秦金银

器工艺 的典型代 表气

四 、
几点思考

栽在 ２Ｕ １ ６ 年本栏导？ 《蓬勃发展 的 冶金考古研

１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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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 中介绍了藥伯谦和韩汝玢先生于 龙 １４ 年 １ １

月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召 开 的 ，台 金技术 与 中

华文明 发 展
”

学未研讨会上 的讲话 ， 放在今天 仍有指

导意更 。 李 伯谦先生指 出 ：

“

冶金考古近年来研充猶

展与学 Ｉｔ愈 实际上是传统考古 １３何邀 斗学化

，题 的＿影 ， 要充發融 合实验室分析和 田 野考古调

變 ， 发掘 、整理 、妍究 ， 不 同 学ｆｌｆｔ学者应该有更 为 广

交流和
８
韩驗输先生期望

“

＿金考 古 的 老

来 ，

一

定要结 合材枓 、技术 、 时代三 个方面 充分擊 合

考古与 实验室检测
ｆ在減 ？建ＩＺ 冶金考古叢择Ｖ检娜与

分析 的标拿祀 ， 这是未＿金考古 人 的 甩史 庚 命
”

。

回顾本专栏 发 表 的 ＳＯ 多 篇论文 ＞ 可 以看到 ，冶金 考

古研究正旱按膊两位先生 的指导 不断前 行 的 ， 并取

得 不 少优 秀研究成果 ， 表现在 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方面有新 的发现与突驗 检测蠢析方法与
“

大数据
”

时代背擧下考古学Ｍ方面有新 的 发 展 ， 多学科交

叉 ６＾邊考古研究模式更加 得到重视 。 这些 工作
一

方面丰富了手工业考古理ｆｔ 、技＊ 与方法 ， 另
一

方面

考矿冶 文化遗产 闬护提 供了支掃 ；

因 此也更加 明确

了冶金考古 的发展方 向与 目 标 。

（

＿

）
研 究学 科历 史

，

开辟冶 金考古研 究 的 新局

面

自 ２０ 世纪 ２ｆｌ前辈学審对古代钱 币 、铜镜以

及殷 ：墟 出 土青＿器＿＾４支术研究开 中 国 冶 金，

古 已 有百年 历史
，
这期 间 有科学与考古相背 离 的 曲

折与教 ｉ 川 ， 也有篇者密切合作取得挥煌 的荣光 。 轉通

是夏鼐＿＿位先生关于冶 金考古 合作研究 的范

傭 ，
需聽认真補理与学 习

，
从学科发 展史 中 汲取营

养 ，

一

逢可以敵出更加餘？究處果 。

在检Ｐ１方法趋于多 元 、 检测数据胃環繁擇今

日
，
正确而 合理地 使 用 霧■科技手段 ． ｆ最大限度获取

牵 金考古各类 信息，准骑ｆｔ释科学数据 的考鸯｜ｆＨ直
，

雜变得非常关键 。 科技研究首先应 ｆｔ证 自 身方法 的

准＿性 ， 德髮据 的霍ｆｔ层面爐魏 考

古学 问题为 导 向 ， 在数据 的 阐释层面力 求 合理 ， 基于

考古背景进行统计 析与综 合研究 。 在获取和利 用

数据 的过程 中 ， 不断探索科学分析 、 考古 阐释和理论

錢躍釣方法论 ，
将考古学分析与 各类 学技术方法

有机翁合 。 在青铜器领域 ， ．近＿开究视鳍鏡逮趋于多

元 ， 从实验考黃探究早期 冶 金技术 ．

，
到齒眉时期青铜

物料的 广域識？ ，沖 原边地各青領 ：

文明 的＿

与技水＿质 ， 具有 不 少ｆｔ获 。 从科技肅慮 ， 这ｆｔ研宠

为 数据库建设和大第｜居分謂不断録 供基础素材 ， 促

进科技方法域 ：范化 、 系统牝 考 古 角 度 ，这些 研＊

贝 了时空节 ｉＳ？具体认识 ， 并或为 类型学分＃

葡重要参考 。 针 ｉｆ物科类别 、 材质特 怔 的讨论 ，藤 供

的 资源与技食信息 ， 与经典 的 文化分柝融会贯通 ， 有

助于更全面准梅地＿考古材料 。 在这
一

思难
＇

下 ， 本

专栏刊发 的 多＿究变章 ， 审视评估既有科霞方法

与数据 ，
借助 多学科方法关注考古研究相对 不足 的

时段与燦域 ， 在关注新树
１

料 的 同 时兼两既有材料 的

擊理 ， 引石歎玉 ， 調有新知 。

（

二
）
加 强基础研 究

，

解决冶 金考古重点 难点 问

题

冶蠢考古 的 研篇難象主要来 自 田翳考 古调查与

发掘 ， 冶金考古理 丨４与方法体 系 的 构建来 ｉＴｌ野与

实验室 的结 合 ， 来 自坚持 不懈 的基础研究和实钱 ：齡

证 。 冶蠡考古工作者處摒弃急功近利ｆｉ ＩＩ ， 下跟风 ，

不盲从 力＃ 田＿伸至实验室 ， 将实验室ｒ展到

野外 籍拾金考 古 田聲獨查 纖掘 、 资科叢貍和检测

务析 的 全过程工 分有机籲合 ，＾长期探索
，

＿

立 工作规范＊建立标本库和ｐ据库 ， 建立＿于 中 国

冶金考古研究方法体 系 ， 才 ｓｇ更好深入探付遗迹遗

物背 后 的社会背＿行秦犧式 ， 更加 系统捧讨洽金

技术与 中 华文明 发 展之间 的 关 羲 ，
实现构建理

霧 的 目 标 。

１１１ ， 国 内关于冶金考古 田 轉拿拿验室工作盡嶽
程 ６１１示准体 系 尚 未建立 ． 制愚了相 关工作 的深 人开

丨襲 。 如 已有 的冶壽龜物 的橋＿ｔＳ
■

析 纟４赢
，

， 存在不 同单

位 、 不 同伐鑤设备＿分析数据 的平行性 不好 的现象 ，

也存在实验击法 不 同 、 实＿議幾 的 表述 不
一

的现象 ，

从而 ｉｆｃｌ＿立魅冶金技术餐金属食翁材质之间 的 必

然判定标准
；
冶蠡考古标本 库与数据库環设未有＿

显成效 ， ，
已经ｆｔ麵到Ｉ析数据 的考古学＃舞工作 ；

另

外关于 古代金属材质和工艺 的判定行准以戾检测分

析棒擊麵 的翁备 丨

＇

馨也有很多 不足之处 。 因此 ， 很

有 必要 Ｉｆ＃冶蠢寿古这些重点难点 问题 ，
加强标准

体系和棒本数据库建设 ￥城擧基戀妍究 ， 以求突睡 。

（

三
）
明 确 发 展 目 标

，

创 建冶 金 考古理 论方 法体

系

近年 国 内冶金考古工作收観主聲ｆｒ现在矿？

遴址调查 、 ｔ掘和冶铸遗物裣德 ？分折 、青铜緣制作工

艺和 产地研喪以及实验考古研究方面 ， 而冶铁技术 、

冶金技术 中 外交流研究有隱ｆｔ 的趋爵 ， 关于＿金 ！ｔ

术与社会 的 研究更有 丨秦加强４ 这提 ；Ｓ＜＿ｌｌ要在觯

决若干重点难点 问题 的裹础上 ， 进
一

步明騎发 展 目

标 ， 创龜 中 国 冶 金考古理＆ 与方法体 系 是十分必要

的任务 ， 现举三 例说＿ 。

中 国 古代金 属 冶铸体 系 的 形成是 因 素和本

土 创邋共 同作薦的结巍
，
但关于 中 国 冶 金 术起源 问

顚
一

直未得＿决 。 近年欧亚大陆早期 冶金＿古 的

一

系 列謝发现 ， 以及对部分早期 冶金遗址 的 Ｉｆｅｆｔ复

原研究 ， 使 多他起滅拥观 与 在洽泰＾ 的争论 中 ？

到更篸关注 。 Ｉ爱此＿
一

方面应 田聲考古研究 ，

一

方面应加強Ｉ开究方 创建 ， 而在各轉分析视 角

中 ， 鑛？实验以奠卖验考古 冷ｔｅ讨早期 冶 金技术薄：



供了有益的参考 ，
今后应予以重视冶金考古研究方

法体系 问题 。

需加强冶金技术的区域特征及交流模式研究 ，
以

推动冶金技术与文明发展研究 。 以往工作重点聚焦

在于早期铜锡铅矿冶遗址和各重要青铜器群 ，
但存

在较多区域 、时代空 白
，
如豫西和湖湘地区早期金属

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未得到充分调查 ，
关于东周至

汉代青铜器技术研究普遍较为有限 ，
需要重点解决 。

近期应重点构建中原地区 、 西北地区 、 农牧交错地

带 、长江中下游地区 、 巴蜀地区和东北地区 的 冶金技

术区域特征及其在区域间相互交流的模式 ， 并从冶

金技术和金属制品交流的角度 ，
研究各地区 文明化

或华夏化进程的理论问题 。

需加强古代冶金工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研究 。近年

来在晋南 、辽西 、河西走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大

量早期铜锡铅采矿和冶炼遗址 ，
关于其生产方式更

应加强理论研究 。 另外 ，
目 前发现的先秦时期大型铸

铜遗址遗迹以及汉代冶铁作坊均位于重要城址内 的

手工业作坊区 ，
通过这些 多属

“

官营
”

作坊的研究可

在宏观层面上了解 当 时青铜器和铁器的生产技术和

组织管理等 问题 ，
但近年来在不少小型遗址发现规

模不等的铸铜遗存 ，
在
一

些地方还发现不少块炼铁

冶炼遗址
，
因此关于古代金属生产研究

一

定要考虑

到
“

私营
”

或
“

地方
”

因素
，
只有这样 ， 才能正确认识古

代冶金工业的整体面貌 。

袁靖老师期望依托
“

生业与社会
”

栏 目这
一

重要

平台 ，
让基础研究更加壮大 、 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 研

究方法更加全面 、研究前景更加辉煌＠
。 我甚为赞 同

并有信心把
“

生业与社会
”

栏 目越办越好 ， 更期待通

过这项工作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冶金考古研究人

才 。 最后 ，
感谢本栏 目 的供稿作者们以及给予各种支

持和帮助 的袁靖 、 周 广 明等先生以及 《南方文物 》编

辑部的所有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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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历史 ，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 。 我们要充分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内涵 ，
让传承

了红色历史的革命文物资源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发挥

更好 、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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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解放区邮票史 》 ， 第 ３６
？

３ ７
、
３９
？

４０
、
５６ 页

，
人民邮 电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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