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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第一个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金

属
，

掌握铜及铜合金冶炼技术是文明时代降临的重要

物质标志
。

冶金考古研究发现
，

文明发祥最早的西亚幼

发拉底和底革里斯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在大约 ����

年前开始掌握 自然铜加工技术
，

进而发展到从矿石中

冶炼铜的阶段
。

我国上古时期女蜗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所反应可

能就是炼铜技术 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

和炼铜遗物主要分布在甘肃
、

辽西
、

内蒙等地
，

在山东
、

河南
、

陕西等地 也有所发现
，

这些发现的年代距今约

����
一
���� 年

，

从其结构和组成上看都不是炼铜技术

最原始阶段的遗物
，

因此中国炼铜技术的起源和面貌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揭示
。

已发现的大批商周以来的铜矿冶遗址和古文献的

研究显示
，

中国古代有着存在三种原则性炼铜技术
。

较

早的炼铜遗物
，

如辽宁省陵源牛和梁发现的炼铜炉渣

和增涡片
、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炼铜遗物
，

都是氧化矿石

还原冶炼成铜的遗物
，

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

冶遗址的早期冶炼遗物也属氧化矿石还原冶炼生铜的

产物
。

从这些早期炼铜遗物的性质判断
，

中国最早的炼

铜使用的是氧化矿石直接还原冶炼成铜的技术
，

可简

称为
“
氧化矿一铜

”
技术

。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夏家店

上层文化的大井占铜矿冶遗址已能够开采品位较高的

硫化矿石
，

经死焙烧脱硫后再还原冶炼成铜
，

可简称为
“
硫化矿一铜

”
技术�中条山从汉代至唐代

，

可能长期使

用同样的技术炼铜
。

铜绿山 �� 号矿体战国至西汉时期

的炉渣的研究表明当时已掌握先将硫化矿石冶炼成冰

铜
，

再将冰铜处理成铜的技术
，

简称为
“
硫化矿一冰铜

一铜
”
技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东周时期

、

库

车县汉代的脸铜遗址也都使用了这种技术
。

炼铜技术的选用主要取决于矿石种类
。

随着采矿

水平的提高
，

原生低品位硫化矿石成为主要的脸炼铜

原料
， “
硫化矿一冰铜一铜

”
技术相应地成了主要的炼

铜技术
。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床作为中国青铜时代

至铁器时代早期主要铜产地
，

至迟在先秦时期就已开

始大规模使用这一技术来炼铜
，

皖南地区的古铜矿可

能早在春秋时期就采用了这一技术
。

西汉在丹阳郡设

立了全国唯一的铜官
，

总管该地区的炼铜生产
，

所产之

铜被称为
“
丹阳铜

” 。

当时的丹阳郡辖十七县
，

治所在今

安徽省宣城县
，

下属之丹阳县为今当涂县
，

属长江中下

游铜铁成矿带东北端
。

丹阳铜因质量好而被誉为
“
嘉

铜 ” 、 “
善铜

” ，

经常出现在汉代铜镜铭文中
，

如
“
汉有善

铜出丹阳
，

炼冶银锡清且明
” 、 “
杜氏作镜大毋伤

，

新有嘉

铜出丹阳
” 。

从近年皖南发现的大批古铜矿冶遗址的初

步发掘和研究结果看
，

丹阳铜应主要是
“
硫化矿一冰铜

一铜
”
技术冶炼出来的

。

六朝时期皖南的铜矿以
“
梅根冶

”
闻名于世

，

到唐

代仍是主要的铜产地
。

大诗人李白游皖南时曾作《秋浦

歌》 十七首
，

其中第十四首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炼铜景

象
� “
炉火照天地

，

红星乱紫烟
。

报郎明月夜
，

歌声动寒

���
” 。

“
硫化矿一冰铜一铜

”
技术复杂

。

南宋洪咨夔《大冶
赋》

、

明代陆容 《寂院杂记》记载的流程长达月余 ，

仅冶

炼次数就有四次之多
。

江苏省江宁县九华山唐代炼铜

炉渣的研究表明
，

宋明文献记载的流程在唐代就已完

全成熟了
。

欧洲同类炼铜技术的记载见于 �� 世纪
，

其起

源也较早
。

矿石开采困难
、

冶炼流程加长
，

必然导致铜成本

高
，

如果没有金银副产品的产出
，

冶炼甚至会赔本
，

陆

容就记载
� “
坑户惮于采铜

，

乐于采银
” 。

历史上多次发生

的
“
铜荒

”
现象

，

当与炼铜技术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
。

明清两代产铜中心移至云南
，

但技术变化不多
�

流

程趋向于多焙烧少冶炼
。

由于 日本当时已使用
“
真吹

炉
”
炼铜法

，

云南铜业受到排挤
，

清政府转而从 日本进

口大量
“
楼铜

” ，

中国传统炼铜技术开始落后了
。

哪嘿嘿

金屠世男司�����年 了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