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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多通道等离子质谱于铅同位素考古，等离子质谱的高灵敏度使得
绝大多数青铜样品可以酸溶后直接测量，免除了分离提纯等烦琐的化学流程，显著提高了测量效率。
在《铅同位素考古研究》中，作者报告了80多件考古样品和数十件实验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
根据80多件我国云南出土的青铜制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其中包括了26件各种类型的铜鼓，作者探讨了
云南地区相应时代青铜工业的矿源，地区之间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等，从铅同位素的角度探讨古代的滇
文化，值得研究古滇文化的考古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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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剑锋，男，1977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199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本科毕业，2000-200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毕业
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程师。
研究领域主要是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玻璃器、绿松石等进行工艺、产地等专项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吴小红，女，1964年3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1981-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并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
随后在北京物理化学分析测试中心工作。
1993-1996年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科技考古实验室主
任。
从事科技考古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部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等十余项，发表科技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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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铅同位素技术的基本原理及铅同位素考古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 铅同位素技术研究古物产源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铅同位素考古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2.1 创始期（1966－1982年）
2.2 繁荣期（1982－1995年）
2.3 大讨论期（1995－1999年）——国际上对铅同位素考古理论基础的广泛讨论
2.4 持续发展期（2000－至今）
第三节 铅同位素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3.1 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
3.2 铜鼓的起源地
3.3 其他古器物的铅同位素检验
第二章 中国古代青铜冶金过程中铅同位素分馏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青铜冶金过程中铅同位素分馏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铅同位素分馏的热力学理论计算及数学模拟
第三节 铅同位素分馏的模拟实验研究
3.1 实验方法
3.2 实验结果及讨论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先秦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地球化学省矢量填图研究
第一节 地球化学省的基本概念和铅同位素高分辨率矢量填图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矢量填图研究
2.1 所有已发表的夏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矢量V1-V2图解分析
2.2 赛克勒馆藏商代和西周青铜礼器的铅同位素矢量填图分析
2.3 夏代二里头遗址和西周晋、燕两国的青铜器铅同位素矢量填图分析
2.4 商代金属（以铅为主）原料产地的变迁
第三节 三代王都迁徙和矿料来源变迁
第四节 已经发现的部分先秦古铜矿的铅同位素矢量填图
第五节 浅议"铅同位素指征青铜中何种合金成分"问题
第六节 小结
第四章 古代青铜器铅同位素分析的实验方法
第一节 ICP-Ms技术在铅同位素考古中的应用及发展
第二节 ICP-Ms铅同位素分析样品的制备
2.1 直接酸溶解法
2.2 铅的分离提取
2.3 激光烧蚀系统
第三节 实验方法
第五章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第一节 遗址出土青铜器简介
第二节 两遗址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第一节 铜鼓研究简介
第二节 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东山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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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万家坝型铜鼓
2.2 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铜鼓
第三节 文山州出土不同类型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
第七章 滇文化和东山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第一节 滇文化和东山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第二节 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
2.1 东山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及其反映的社会信息
2.2 滇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
第三节 小结
第八章 云南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综合研究
第一节 云南省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V矢量填图
第二节 剑川海门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矿料来源
第三节 滇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矿料来源
第四节 文山州出土早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矿料来源
第五节 滇西几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矿料来源
第六节 丽江两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矿料来源
第九章 结论
附录 古代青铜器矿料产源的微量元素示踪研究评述
附表
附表一 铅同位素分馏模拟实验结果
附表二 已经分析的中原地区先秦（东周之前）青铜器铅同位素
比值和V矢量值一
附表三 中国云南和越南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附表四 中国云南和越南青铜器的XRF成分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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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 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铜鼓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铜鼓的形制非常近似，因此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同意两
者是同一种类型的铜鼓。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
例如越南学者阮文好认为尽管两者的形制相同，但表面所装饰的花纹却表现出不同文化之问的差异①
。
万辅彬等学者通过对越南出土的东山铜鼓铅同位素的分析以及和已有的中国出土铜鼓的铅同位素的比
较，证明这两种铜鼓的矿料产地并不相同，从而推断这两种铜鼓可能是万家坝型铜鼓传播到不同地域
后发展出来的不同类型的铜鼓②。
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将这两种铜鼓分别定名，本文即采用“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铜鼓”来区分两者
。
我们共分析了6面云南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
另外有1面越南东山文化时期的铜鼓（Yue04），出土于越南安沛省，提供样品的越南考古学家阮文好
先生认为是石寨山型而不是东山型。
这些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加上原来由李晓岑等学者分析的5面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构成了一个石寨山
型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除了两面落入了东山铜鼓的分布范围内）。
我们还根据万辅彬等学者分析的56面铜鼓确定了东山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发现尽管有极少
部分的重叠，但两者的区分相当明显（参见图6—2）。
这一点反映出两种文化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和以前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再次表明这两种铜鼓尽管形制相同，但仍分属于不同的亚型，两者之间
应该是并列共存而非谁继承谁的关系。
这一点并不像以往学者认为的那样：在万辅彬和阮文好等发表文章之前，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越南学
者都认为这种类型的铜鼓只能是从一个中心传播到另一个中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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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崔剑锋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但相关方面的研究在崔剑锋硕士论文阶段就已开始了。
那是2001年春节  前夕，我在昆明见到了时任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的李昆声先生，李先生为人谦和，他渊
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谈起在科技考古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的意向，李先生谈到云南青铜文明的灿烂，谈到云南独特的民族文
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认为采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南青铜矿料开展产源分析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参与讨论的还有云南省博物馆的王海涛研究员和黄德荣研究员，双方明确了合作内容为云南青铜
器矿物原料的来源分析与中国青铜文明研究。
并以此为题由李昆声先生牵头联合申请了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并于2001年11月获得批准资
助。
2002年1月在云南省文化厅的支持下，李昆声先生亲自带队，云南博物馆王海涛先生、黄德荣先生、罗
夜起先生和王丽明女士，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院吴小红、崔剑锋和杨宪伟共同完成了样品采集工作，其
中罗夜起副研究员是云南省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杨宪伟实验师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
保护修复的实验技术人员。
样品采集过程涉及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县博物馆，玉溪、文
山、大理、丽江等多个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采样工作始终以文物的绝对安全为第一原则，采样部位
严格控制在器物隐蔽或赘余处，如足内、腹内、銎内、铸范接缝处或铸造缺陷部位等，样品尺寸以米
粒大小为界，有些样品只取粉末。
采集每一个样品都是课题组成员、文物保护修人员、当地文物管理工作人员共同商量，并以当地文物
管理工作人员和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意见为重确定采样方案，采样前后拍照，作详细记录。
整个采样工作行程两千里，历时二十天，各地文化局、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参与工作的人员有几十人
。
这部分工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里我们不能一一说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想对每一个参与和支持我们工作的人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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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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