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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自降生到地球上，已有了三四百万年的历史，其中大多数时间是在没有冶金术的时代，即旧石器
时代渡过的。
旧石器时代约始于三四百万年前，止于14000～15000年前，人类接触到金属，是最近l万年，即新石器
时代以后的事，较多地冶炼和使用金属，至今大约也只有四五千年的时间。
此前，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基本上都是用石头、竹、木、陶制作的。
冶金术的发明，金属之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人类自
身的面貌。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展状况、技术成就及其在世界冶金史上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这一优秀的文化技术遗产，本书同时还探讨了冶金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和保留至今的传统冶金技术。
本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使人们能从古代技术成就和历史的经验中，在技术和思想认识两个方面
都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一、世界古代冶金技术发展的基本历程世界冶金术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很难用同一种模式，整齐划
一的时间顺序来描述。
但从亚洲、北非、欧洲几个典型的古文化区看，在“史前”期，人类金属文明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
为三大阶段，即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史前”期原则上是指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以前，“史后”期原则上是指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之后。
（一）铜石并用时代人类最早使用的，并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金属是铜，之后
才是铁和其他金属；最早使用的铜是自然铜，之后才是冶炼铜；最早的冶炼铜是红铜，或者含有共生
元素的原始铜合金，之后才是人工配制的铜合金。
铜石并用时代是人类最早使用金属的时代。
从现有资料看，人类较早使用自然铜器物的地方是中近东和小亚细亚一带。
今伊朗境内发现过公元前9000～前8000年的自然铜小件饰物；小亚细亚的查塔尔莹克（Catal Hiyik）发
现过公元前7000～前6000年的炉渣，其中含有金属铜小粒，很可能也是自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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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考古实物及其科学分析、模拟实验、传统技术调查，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技术成就。
本书既是作者数十年研究工作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我国冶金技术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书依历史年代计分八章，由仰韶——龙山文化起，直到明清；每章再依技术系统分节，分别介绍铜
、铁等古代金属的冶炼技术、合金技术、加工技术、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等的有关情况；第八章主
要介绍保留至今的传统金属技术。
全书之前有一个前言，主要介绍世界冶金技术发展的基本历程和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基本特点；部分
章节还讨论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技术思想。
本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以史带论，其中不少资料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刊布，有的图片甚为珍贵。
本书可供科技史工作者、史学工作者、文物考古工作者、科学哲学工作者、高等学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金属冶练和加工工程技>>

书籍目录

前言参考文献第一章  仰韶至龙山文化晚期冶金技术的萌芽　第一节　早期冶铸遗物的出土情况　第
二节　铜的早期冶炼和加工技术　第三节　关于“铜石并用”的技术特点　第四节　关于冶金术的发
明与制陶术的关系　参考文献第二章  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青铜技术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铜器使用
量的增加    　第二节　冶炼技术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　青铜合金技术的发明和初步发展　第四节　
加工技术的初步发展　参考文献第三章  殷商至东周青铜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冶铁技术的兴起　第一节
　青铜器使用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大型矿冶场的出现和冶铜技术的多项成就　第三节　三元合金技
术的发展及其成就　第四节　部分地区性文化的青铜合金技术　　第五节　金银铅锡汞的使用和冶炼
　第六节　炼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　第七节　炼钢技术的发明　第八节　多种金属加工技术的兴起　
第九节　热处理技术的发展　第十节　金属表面处理技术的多项成就　第十一节　《考工记》及其反
映的科技成就　第十二节　先秦时期的铜铁业管理　参考文献第四章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钢铁时代的
确立　第一节　由铜到铁和由铸到锻的转变　第二节　大型钢铁冶铸作坊的出现和分布　第三节　炼
铁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多种制钢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第五节　多种有色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　第六
节　多种金属加工技术的发展　第七节　金属热处理技术的发展　第八节　表面处理技术的发展　第
九节　关于技术管理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参考文献第五章  隋唐五代冶金技术的发展　第一节　冶铁
业的发展和筑炉技术的进步　第二节　炼钢技术的发展　第三节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　第四节
　金属加工和热处理技术　第五节　表面处理技术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冶金业管理　参考文献第六
章  宋元冶金技术的新成就　第一节　炼铁技术的发展　第二节　炼钢技术的发展　第三节　有色冶
金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金属加工技术　第五节　热处理技术　第六节　关于青铜表面处理的两个问
题　参考文献第七章　集大成的明至清代前期冶金技术第八章　保留至今的传统冶炼和加工技术后记
组织者的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金属冶练和加工工程技>>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仰韶至龙山文化晚期冶金技术的萌芽中国这块土地上很早就有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目前我国发现较早的人类活动遗物和遗迹已有多处，如江西繁昌石器（距今200～240万年）、四川“
巫山人”化石（距今200万年）、云南“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等。
大约14000年。
15000年前，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文化区便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今见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发现，如广西桂林庙岩（14 c年代测定距今15000年以上）、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
桶环（距今14000—15000年）、湖南道县玉蟾洞（距今14000～15000年）、河北徐水南庄头（距今9700
～10500年）等。
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后，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便开始出现了多个大范围的文化高涨区
，形成了一个个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
从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的金属冶炼技术，就是在文化高涨期的仰韶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发明出
来的。
较早使用金属的地方是今北方的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较早发明冶金术的地区之一，而且还创造了古代世界最为光辉灿烂的金属文明。
本章主要研究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冶金技术发明、发展的一般情况，这是我国古代
冶金技术的萌芽期。
从14c年代测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情况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即夏代，是在龙山
文化晚期出现的；齐家文化是与龙山文化晚期相当的一种地区性文化。
一般认为，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是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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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1998年开始编撰的，2001年完成初稿，2002年定稿，并交付出版社。
故本书的资料多数是2002年以前的；但之后每年我都作一些补充，部分资料便延续到了2007年。
《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原计划10个学科20卷；“冶铸技术史”为一个学科，计分2卷，本卷为《
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另一卷是“铸造工程技术史”。
依照内容规范，《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原希望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工程技术史；二是技术与
社会的关系，其中主要是科技管理和技术思想；三是传统技术。
自然，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二、三方面是往昔研究较少，希望得到加强的；但最后未能完全如
愿，第二方面涉及较少。
本书的时间范围是从远古到1840年，“传统技术”部分可延伸到20世纪末期。
  本人在科技史研究中，一直努力遵循文献记载、实物考察、科学检测、模拟试验、传统技术调查五
方面相结合的原则。
这五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无一可以偏废。
一个正确的结论，应得到多方面的印证。
在分析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时，我采用的仪器主要是扫描电镜能谱。
与常规化学分析法相比较，其主要优点是：（1）样品需要量较少，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金属文物的
人为损坏。
（2）样品制备过程较为简便、可靠，分析起来也较方便。
（3）只要分析点处于未曾受蚀的金属基体内，分析光斑稍大，便可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器物合金成分
的原貌，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析误差。
此最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从大量的实物考察来看，古代青铜器受蚀后，其表层叠加状况通常是这样的：最外为绿锈层和完全腐
蚀带，往下为半腐蚀带，中心才是未曾受蚀的金属基体。
实际上，化学分析是很难排除完全腐蚀带和半腐蚀带影响的。
其在样品制备过程中，不管如何处理，都很难将半腐蚀带完全清除。
在锯断和磨光时，半腐蚀带都显示有金属光泽，很容易误人耳目，从而混入到了被分析的样品中。
与未曾受蚀的金属基体相比较，半腐蚀带是含铜量较低，含锡量较高，含铅量往往亦较高的，这自然
会影响到分析数据的准确性。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用扫描电镜能谱来分析古青铜器合金成分，我认为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在数十年来的冶金史研究中，我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科技界、高等院校、工厂企业许多单位和个人的
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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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金属治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展状况、技术成
就及其在世界冶金史上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这一优秀的文化技术遗产，《中国古代金属治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
同时还探讨了冶金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保留至今的传统冶金技术。
《中国古代金属治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使人们能从古代技术成就和历史的
经验中，在技术和思想认识两个方面都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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