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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光明编著的《中国冶铁发源地研究文集》系统全面介绍了中国钢铁冶金史，本书的出版，为中国冶
铁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中国的冶铁发展史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希望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能有更多的文人志士去关注、研究、繁荣中国的冶铁文化，让冶铁文化成
为淄博的文化名片，使当地区域文化焕发出崭新的风采和活力，让每一位当地人民及其子孙能够在这
个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城市中安居乐业、享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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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冶铁技术应有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的冶铁技术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从块炼铁开始，如果说
西周时期还未发明铁器，春秋时期的冶铁业想同时取得块炼铁、生铁与炼钢技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3.铜器刻铭石鼓凿字是铁器发明的佐证　　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具有很高水平。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就已使用了红铜和青铜。
到商代，已能分范铸件、合范铸器，如重达874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并在器身上铸出精美繁杂的花纹
与铭文。
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所有的花纹与铭文都是铸造的，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用工具刻镂铭文
与花纹图案的先进工艺。
由于青铜工具质地太脆，不能在青铜器上刻镂雕凿，只有铁或钢质工具才能进行雕凿花纹和铭文。
《禹贡》载梁州有“璎铁银镂”之贡，郑玄注：“镂，刚铁。
可以刻镂也。
”因此，在青铜器的表面刻划出细划如丝的花纹图案，只有在铁器出现以后才会产生。
考古发现证明：在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上已出现了用铁器刻铭的实例。
山东省滕县古薛城发现的春秋早期的铜篮上有刻划的花纹图案；山东临淄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了铁工具
与镂刻的铜铺首；江苏省六合程桥1968年发现过镂刻的春秋编钟铭文，过去在此也发现过春秋铁工具
。
这表明，铁器在春秋时期普遍使用了。
诚然，目前还没有西周时期镂刻铜器的报道。
这也许是当时刚刚发明铁器，还来不及实用到铜器上，也许是已经存在镂刻铜器，还没有引起人们重
视。
不过，我们从西周石鼓文的存在可以看出当时已经使用铁器工具。
石鼓的质地为花岗岩质，在这样坚硬的石质上刻凿出七百多字的籀文狩猎碣语，笔画工整，是只有使
用铁工具才能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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