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九版）
这一部族从陕西迁徙到太行山以东，公元前

380年前后，在今天平山县三汲乡一带定都。
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地处“燕”“赵”之

间，包括今天石家庄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
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

河北在“燕赵”之外，为何能同时崛起一个外
来的“中山”？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河北地处农耕和游牧
文化的过渡带，一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阵
地。中山国的文物，除了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元素，
还有很多吸收了中原文化，如篆书文字、礼仪制度
等。”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春长说。

和错金银双翼神兽一样，在河北很多文物身
上，都能找到多元文化融合的印记。文化多元，正
是河北文物的一大特征。

2020 年 9 月 15 日，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
展厅。

在众多光洁硬朗的瓷器中，有一件瓷器看上
去却“柔软细腻”，皮革质感十足。

这就是一级文物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
囊壶。

扁圆形的壶身，由“三张柔软的皮页”“缝合”
而成，“缝合线”随壶的轮廓串走，“针脚”规整细
密。壶身两侧各“搭”一片五边形鞍鞯花毯，鞍鞯
花毯上刻画、戳印着圆形、条形、麦穗形、钱形等装

饰花样。皮条编结的花坠，自然“垂”在壶的前后。
如果不仔细看，竟会忘了，这是一件硬邦邦的

瓷器。
皮囊壶，本是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皮质水壶；

制瓷，典型的中原技艺。两种文化元素，凝聚在了这一
件器物上。

这件皮囊壶上，中原制瓷各种装饰手法几乎都有
所应用。

皮囊壶缝合线起伏的褶皱，用堆贴凸线技法表现；
壶身上的铆钉，用模印贴花技法呈现；鞍鞯的轮廓采用
浅浮雕；鞍鞯花毯的图案，用戳印法制出几何纹；神采
奕奕的凤眼，运用了点彩技法点睛。

而皮囊壶的造型，也为了方便中原定居生活，进行
了改良。皮囊壶增加了提梁，壶底部加上中原瓷器式
便于稳定的圈足。

河北还有一些文物，来自遥远异域，凝结了欧亚文
化交流的印记。

2020年12月25日，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展馆里的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金光闪闪，散

发着异域气息。

“这两枚金币是我从成堆的墓土里一筛子一筛子
筛出来的。”河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邺城北朝史
学会会长马忠理，清晰记得发掘时的情景。

那是 1979 年底，墓地考古已近尾声，但一件珍贵
瓷器上所缺的一小块瓷片还没找到。马忠理决心一个
人把清出的墓土再筛一遍。

筛着筛着，一点亮光闪过。马忠理将其拣出仔细辨
认，不是瓷片，竟是两枚圆形金币，上面还刻着罗马
字母。

古罗马金币！
经过鉴定，两枚金币为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

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金币，分别铸造于公元491年—
518年、公元 518年—527年，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由
于墓曾被盗扰，金币散落墓土中，专家推测，茹茹公主
入葬时，这样的金币可能远多于两枚。

茹茹公主，是来自东胡柔然（今蒙古国、俄罗斯贝
加尔湖地区）的和亲公主，东魏丞相高欢第九子高湛的
幼妻。

茹茹公主去世于公元 550 年，这一年与金币的铸
造时间只相隔二三十年。

“金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流入中国，可以想见，
当时东魏都城邺城与东罗马帝国贸易交流多么频繁。”
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李江说。

这段文化贸易交流的历史，刻在了博物馆前广场
驼队雕塑的基座上，这就是《北朝古丝绸之路线路图》：
丝路东起点邺都（今邯郸临漳），在当时是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大都会，贸易路线经由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
中东，一直通往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

两枚古罗马金币表明，在 1400 多年前，河北已处
在域外贸易交流的前沿。

这样的域外贸易交流，到了元代依然在继续。
保定窖藏发现的国宝文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

花盖罐，就是例证。
它通高 41cm，口径 15.5cm，足径 18.5cm，纹饰丰

富，层次清晰，有缠枝牡丹纹、忍冬纹、如意云头纹等纹
饰10余层。素雅的青花与浓艳的釉里红交相辉映，堪称
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青花釉里红极品。

在烧制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原料中，最关键的钴料
“苏麻离青”，则主要从中东进口。

目前全世界元青花完整器存世量仅三四百件，我
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仅120余件。

之所以国内存量不是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元青
花瓷的对外贸易性质——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许多精品烧成后就走出国门。

这一进一出，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成
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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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铁兴替

2021年6月30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
展厅。

在众多的石器文物中，有一组特别的金属展品，两
枚大城山遗址（距今 4300 年—3800 年前后）出土的梯
形穿孔铜片。这组国家一级文物，是我国考古迄今出土
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之一。

铜片一枚长5.9厘米，宽4.2厘米，厚0.2厘米，另一
件略小。两枚铜片均呈梯形，表面凹凸不平，上端各有
一小孔，边缘厚钝无刃。

根据《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两个小孔是
“两面穿成”，“与石器的钻孔法相同”。

两枚小小的铜片，恰如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接力
棒”。自此，河北大地金属利用的历史序幕拉开了。

在河北博物院，还有一件划时代意义的金属文物，
它的发现，是我国古代金属史上的一件大事。

1975年的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
夏鼐，找到了中国金属物理奠基人、冶金学家、材料学
家柯俊，拜托他鉴定一件考古界争议不小的文物——
3300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钺，是古代形似板斧的一种兵器，是古代权力的
象征。

它1972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

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
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但铜外部分已经断
失，嵌入铜钺内的部分深约1厘米、厚0.2厘米。

虽然它个头不大，颜值不高，但残存的铁刃，却是
我国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而争议就在于，这究竟是人工炼铁还是陨铁锻造？
这个事关中国冶铁技术史的谜团，受到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夏鼐先生不相信那个时候有人工冶铁。他送到几

个地方分析，最后得不到结果，就找到我了，我们就这
么开始的。”柯俊曾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如是回忆最初
与铁刃铜钺的结缘。

通过金相、X射线荧光、电子探针、扫描电镜能谱
仪等当时最先进的试验方法，柯俊和研究人员对铁刃
铜钺的铁刃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它符合陨铁的特征。

悬案破解，铁刃是陨铁锻造而成的薄片。
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早在 3300 多年前，河北大

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铁这种金属，懂得铁的锻打
嵌铸加工，而且专门用在刃部，已经初步认识了铁比铜
硬度高。

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
的生产工具。

距今 2300 多年，冶铜、冶铁两项古代重大科技进
步成果在河北一件国宝文物身上完美“合体”——战国

中山王 铁足大铜鼎。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体

型硕大的中山王 铁足大铜鼎格外引人注目。
鼎通高51.5厘米，口径42厘米，最大径65.8厘米，

重 60千克，扁鼓形的鼓身为青铜制，三个蹄形足为铁
制，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

2014 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编制的《战国中山
王墓出土铁足大鼎保护修复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
复，同时需要按照1:1比例制作两件复制品。

没想到，复制时在铜铁合铸上遇到了难题。
“青铜熔点约为800℃，生铁的熔点约为1200℃—

1300℃，如果将铜身、铁足直接焊接，巨大的热量会使
铜身上鼓起许多小包，严重时甚至引起整个鼎身的变
形。”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雷金明说。

氩弧焊、冷焊、浇铸……无论用现代技术，还是用
传统方法，都没能成功。摸索了两个多月之后，雷金明
发现了其中奥秘。

“我们通过探伤发
现，制作者预先在铁足
上留出了若干个微小的
孔洞，在浇铸铜身时让
铜水同时流入空洞，凝
固后形成咬合力，这才
是铁足能与铜身合体的
关键工艺。”雷金明说。

金属冶炼技术在河
北起步早、发展快，主要
原因之一，是河北的矿
产资源，特别是铁矿资
源丰富。

早在战国时期，河
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
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
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以
冶铁致富的赵国大铁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
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
与王者埒富”。

依靠冶铁，富比王侯，可见当时冶铁作坊和
生产规模之大。

赵都邯郸故城和燕下都的考古成果，也佐证
了当时冶铁生产规模之大。

在对赵都邯郸故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
者先后发现有炼炉残址 20 多处，在遗址附近沼
河流域发现的炼铁遗址也分布密集，这些遗址以
邯郸为中心，放射状分布。

而在燕下都城址考古中发现的冶铁遗址，总
面积达30万平方米。其中21号作坊遗址，是我国
著名的战国时期冶铁遗址，出土铁器数以千计，
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

河北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起步早、
成熟早的冶炼技术，造就了众多文物瑰宝，在古
代冶炼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银异彩

神秘的中山国，立国之王的几案，会是什么
样的造型？

中山王 墓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的出
土，或许会让很多人慨叹古人想象力的丰富。

案，是古人日常放置物品的小桌子。这件方案
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只剩下支撑的方案座。

这个方案座，是战国时期河北地区铸造技术
的典范。

方案座底盘为圆形，由四只跪卧的梅花鹿承
托，上面昂首挺立着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
双翼在内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双尾向两侧环
绕，反钩住头上双角。龙尾盘绕处连接四只展翅
的凤鸟。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斗栱，斗栱
托起案框。

这样一件造型复杂、玲珑剔透的青铜器，究
竟是如何铸造的？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有两种主要方法，范铸
法和失蜡法。

范铸法是先制作器物泥胎，再依据泥胎制造
内外范模，向合范后的范模间隙灌注铜水，铜水冷
却后即是青铜器；失蜡法则是用蜂蜡制作器物模
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包裹蜡模，加热烘烤，蜡油受
热留出，剩下的空壳中灌注铜水，制成青铜器。

两种方法铸造的器物，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
范线和扉棱，即“接缝”，后者则是“一体成型”，往
往更加精美。

然而，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却因为制作
太过精美而险遭误判。

“它曾被误认为是失蜡法铸造，因它的铸痕都
打磨得太过平整，再加上覆盖铜锈，肉眼几乎看不
出接缝。”最初负责修复这件文物的雷金明说。

事实上，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采用了当
时流行的分型铸造及铸焊拼合技术，称为“全分
铸式”。

整个方案座由 78 个分别铸造的部件组成，
这些部件又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再将铸接
痕迹打磨平整，最后通体用错金银装饰完成。整
个铸造过程使用了188块陶范。

78个铸件浑然一体，几十条铸缝、接缝毫无
痕迹，足见战国时期河北铸造工艺的高超。

与铸造工艺一样，河北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
堪称精湛。其中，最突出的是错金银工艺——这

是中国古代青铜装饰工艺的顶级技艺。
2020年9月25日，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为解释错金银工艺，李宝才在一张白纸上画

下一条凹槽。这条凹槽，正是对错金银工艺核心
技术最直接的描摹。

错金银工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做法是，
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
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打磨
光滑，达到装饰效果。

中山王 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器，数量之多、
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上乘
之作代表之一，便是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这是一扇屏风的底座，长51厘米、高21.9厘
米，重26.6千克。器座上，老虎双目圆睁，两耳直
竖，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

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虎背上弯曲
的脊柱，虎颊上坚硬的咬肌，肩胯处扭动的关
节……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将老虎积蓄万钧
之力却引而未发的捕食瞬间活现出来。

“这些金银纹饰，打破了青铜器模铸纹饰的
呆板与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
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段描写，内容丰富活泼。”
李宝才说。

最细的线条，比发丝还要细。
把如此细小的金银丝嵌到器物上而经久不

脱落，是如何做到的？
奥秘在凹槽。

“这个凹槽不能直上直下，要内宽外窄，将金
银丝、片咬合住，还要给金属的热胀冷缩留出空
间。”李宝才在纸上边画边说。

2000多年后，虎、鹿身上的错金银装饰不但
没有剥落，金黄、银白的璀璨在锈蚀氧化的青铜
映衬下，愈发光亮。

错金银工艺，在汉代被改良升级，又成就了
新的国宝艺术珍品——西汉错金博山炉。

2021 年 7 月 8 日，河北博物院“大汉绝
唱——满城汉墓”展厅。

这是刘胜墓出土的一件高级“香炉”。身似豆
形，高26厘米，分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

炉座盘踞着三条出水蛟龙，向上托起炉盘，
炉盘呈半圆形，点缀着错金流云纹，炉盖为透雕
的尖锥状山峦，山间装饰有错金的猴、虎、野猪和
猎人等形象。当薰香点燃，香烟穿过炉盖的间隙
升腾，呈现出云雾缭绕山间的仙境效果。

仙山，在汉代称为“博山”，博山炉因此得名。
然而，同样使用了错金银工艺，在香炉的“错

金”部分却没有看到凹槽。
“根据对‘错金’脱落部位的观察研究，认为

‘错金博山炉’采用了新的工艺‘鎏制法’。”省文
物保护中心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梁书台说。

鎏制法，首先需配置“泥金”，一种约 400℃
下金与汞按1:7混合后的溶液。将泥金涂饰在青
铜器上，用无烟炭火温烤，汞沸点远低于金，受热
蒸发后，黄金纹饰就留在了器物表面。

“鎏制法，省去了嵌错法预制凹槽、镶嵌、打
磨等环节，使汉代错金银青铜器的制作相对更加
容易，促进了西汉错金银青铜器的快速发展。”梁
书台说。

一件件流光溢彩、巧夺天工的错金银青铜
器，足以惊艳世人。然而，2000多年前的它们，比
如今更闪耀夺目。因为青铜器本是“金黄色”，现
在的“青绿色”是氧化后铜锈的颜色。

青铜器当初那熠熠生辉的华美，今天唯有通
过想象去还原了。但它所代表的史诗般伟大的青
铜时代，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山岳精英

2020年 12月 23日，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展厅。

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被放在
射灯之上，光线自下而上穿过玉璧，整件文物发
散出朦胧的青绿色光。

玉璧通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
米，为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

这件玉璧出土于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璧玉质呈青色半透明状，外沿处有宽带一
圈，内饰规整的谷纹。上方凸出透雕相对的一龙
一螭，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及足爪和云气
纹，两兽同衔一环，腾云翻转，动感十足。

（下转第十一版）

技术的巅峰

▲故城县出土的唐代邢
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保定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出土青花釉
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河北博物院供图

北朝古丝绸之路线路图。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 平 山 战平 山 战

国中山王国中山王 墓墓
出 土 错 金 银 虎出 土 错 金 银 虎
噬鹿屏风座噬鹿屏风座。。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赵 杰摄杰摄

▼▼平山战国平山战国

中山王中山王 墓出土墓出土
错金银四龙四凤错金银四龙四凤
铜方案座铜方案座。。
河北博物院供图河北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