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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讲授冶金史课，每每苦于教材阙如。
偏偏又有些学子极深研几，喜对我国古代冶铁及相关问题寻根究底，而千年古事往往又非三言两语可
以解说清楚。
恰是这些使笔者萌生了“写本教学参考书”的念头，于是，从2003年岁末开始搜集资料。
进而归纳梳理，缀字成文，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我国冶铁始于西周，在世界称不上最早，但用矿石炼出铁水则比欧洲要早近2000年。
直至明代中期。
我国的冶铁技术及钢铁产量一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只是近四五百年。
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制度束缚等多方面原因，才逐步衰落下来。
温故而知新，对两千年来我们先人在铁冶方面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归纳、总结和介绍
，对于振奋民族精神、促进钢铁工业的发展来说，定是十分有益的，这也是笔者撰写这本铁冶志的初
衷。
本书由8章组成。
前三章是我国古代铁冶技术发展的主线。
首先对铁冶原理作了概要介绍，并对古今铁冶流程进行了比较，这些对非钢铁冶金专业的读者无疑将
是有用的。
第2章介绍了历代铁冶发展简况。
考虑到一些青年学子对我国历史沿革不甚清楚，所以在每朝的开头，均就这个朝代作了概要介绍；而
对文史基础踏实的读者，这些介绍难免有蛇足之嫌。
第3章按炼铁、炼钢、成型加工及热处理，即按专业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历朝铁冶技术发展状况。
这部分内容主要供冶金专业学生阅读。
第4章介绍了我国古人的矿物观及铁矿产地。
古代采矿和冶炼多在一处，所以铁矿产地大体上也就是铁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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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8章组成。
前三章是我国古代铁冶技术发展的主线。
首先对铁冶原理作了概要介绍，并对古今铁冶流程进行了比较，这些对非钢铁冶金专业的读者无疑将
是有用的。
第2章介绍了历代铁冶发展简况。
考虑到一些青年学子对我国历史沿革不甚清楚，所以在每朝的开头。
均就这个朝代作了概要介绍；而对文史基础踏实的读者。
这些介绍难免有蛇足之嫌。
第3章按炼铁、炼钢、成型加工及热处理。
即按专业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历朝铁冶技术发展状况。
这部分内容主要供冶金专业学生阅读。
第4章介绍了我国古人的矿物观及铁矿产地。
古代采矿和冶炼多在一处，所以铁矿产地太体上也就是铁冶基地。
第5章介绍了历代的铁冶休制、法规和生产关系，对两千年来匠人身份、地位及铁冶官营、民营的变
化消长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第6章介绍了我国古代铁冶对近邻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和相互交往。
自汉代以来，我国的铁制品及冶铁术，一直通过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传播四方．虽然朝廷屡
有“铁禁”，实际上则一直有禁无止。
从这部分介绍也可看出．日月代以前在国际交往中，我国一直是比较开放的。
第7章是关于中华古代铁文化的叙述。
从铁制的人牛桥塔、犁剪兵刃到皇帝的丹书铁券及至涉铁的诗文哲理，方方面面均有涉猎。
如以菜肴作喻．这部分内容虽非山珍海味品高位显，却似早韭晚菘老少成宜，即对各专业的读者来说
都有一定可读性。
最后一章，笔者就日月代以后我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观点可能失之偏颇，但作为一家之
言，还是奉献出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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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吴越春秋》记载，吴越是最先发明炼钢的地方。
造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春秋末期人），在吴有干将及其妻莫邪。
欧冶子曾为越王铸作铜剑五柄。
他还应楚王之邀，与干将一起制作铁剑三柄，名为龙渊、泰阿、土布，剑身皆有花纹。
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以铸铁剑，三月不成，莫邪“断发剪爪，投入炉内，使童男童女
三百人鼓橐（皮囊）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制成的两柄剑分别称“干将”、“莫邪”。
剑身均有花纹，干将剑“作龟文”，莫邪剑“作漫理”（水波纹）。
《吴越春秋》成书于东汉，所以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和两汉时代的制作工艺，但吴越擅
造刀剑则是可信的。
《战国策·越策》载赵奢的话说：“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舀水用器，状如
瓢）。
剑如此锋利，说明当时已掌握炼钢和热处理技术。
我国古代炼钢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以块炼铁渗碳成钢，二是生铁脱碳法制钢。
把块炼铁放在炽热木炭中加热、表面渗碳，然后锻打使碳渗入内部即可得渗碳钢。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钢制品就是锻成的。
另一方法是块炼铁配入渗碳剂及催化剂，密封加热使之渗碳成钢，俗称“焖钢”。
《吴越春秋》所载干将夫妇所炼制的钢当属这类渗碳而得的焖钢。
但如确曾“金（指铜）、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炉子既能炼铜又能炼铁，倒也反映了炼铁炉起源
于炼铜炉。
干将夫妇的剑是使铸铁经退火柔化处理再锻打并进一步脱碳才打造出来的。
当然，如控制得当，出炉铁水含碳不高，冷凝后直接锻打亦可。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
这一阶段，生铁农具的使用更为普及。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各式铁农具占各种农具的65％，说明起码在部分地区，铁农具在农
业生产中已占主导地位。
云梦秦简《司空律>有关于城旦舂毁坏铁器的处罚，《厩苑律>有关于借用铁农具损坏了不令赔偿的条
文，反映国家掌握了一部分铁农具并出借给贫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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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铁冶志》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铁冶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