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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详细介绍我国古代青铜器。
内容包括商、周青铜器概说，介绍了青铜器的铸造，青铜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商、周奴隶主贵族的青
铜礼器，商、周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灿烂的古代青铜器，并附有商、周青
铜器形制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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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
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
主要从事青铜器、简牍研究和鉴定。
曾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中华世纪坛名誉馆长。
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87年经上海市文物动博物馆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具备研究馆员任职资格
。
1990年起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领导创建成上海博物馆新馆。
同年荣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1996-1997年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奖。
1998年被法国希拉克总统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主要学术专著：《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
社1964年、《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青铜礼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主编(第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年主编国家规划项目、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中国文物精华
大全》（青铜器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吴越地区青铜器论文集》香港两目出版社1997年、《中国
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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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商、周青铜器概说人类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很早就学会了铸造青
铜器。
世界各个文明古国，普遍有使用青铜器的记录。
在我国，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中，已发现了红铜器。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发展了古代社会的文明。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也有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少数则是红铜和铅熔铸的铅青铜。
只有首先学会制造红铜器，才有可能进一步掌握青铜合金技术。
古人在长期制造石器过程中，多次接触到自然界存在的纯铜块，也就是天然的极纯的次生红铜，并逐
渐认识了它可熔可锻的性质。
以后生产实践不断发展，学会了以木炭为燃料从孔雀石中炼取红铜。
开始是采掘地面上暴露出来的矿石。
为了更多地获得这种金属，人们必须沿着矿脉深入地下去开采矿石，一直延伸到数十米深。
最初的红铜铸品是一些小工具和装饰物。
红铜的优点是展延性能良好，可锻，并能熔铸。
但是，它的坚硬的程度远不如石器，红铜工具的刃口容易钝。
只有当红铜和适量的锡熔铸在一起时，它的性能才会起根本变化而显得很坚硬。
红铜掺铅，也能提高一些硬度，但铅青铜的主要特点是耐磨性好、韧度高。
用青铜铸造的刀子非常锋利，它的使用价值远远超过了石刀和红铜刀。
青铜还具有持久的金光湛湛的色泽，并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埋在华北黄土地带的青铜器，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但被发掘出来以后，人们发现其中少数还保
留着明亮的色泽，而红铜的表面则很容易生长成一层黑色的氧化铜。
还有，熔融的液态青铜能够比较顺利地灌注进模子里，从而铸造成各种工具和形态复杂的器物。
液态红铜的流动性能较差，稠黏，难于顺利地浇铸造型复杂的容器。
由于不断地生产实践，青铜器的优越性终于被认识了。
青铜必须熔成液态，在模子里面灌注成型。
因此，要铸成一件青铜器，就须合理地解决一系列的铸造技术问题，诸如采矿、熔炼、制模、翻范、
铜锡合金成分的配制、熔铸青铜的炉和坩埚的制造等。
这是一个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的长期艰苦劳动的过程。
从使用石器到铸造青铜器，是人类技术革命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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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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