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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位于浅丘东坡，整
体沿山势西北东南向分布，
主要由冶铁炉、炒钢炉、燃
料窑、房址、灰坑、排水沟和
废料堆积层等组成。

冶铁炉共 2 座，由窑
壁、窑床、火塘、排渣沟组
成，窑炉平面形制多为椭圆
形 ，内 径 2-2.1 米 、外 径
2.2-2.4 米，炉壁烧结面厚
10-24厘米。

火塘内深 20 厘米，炉
底有凹坑连接排渣沟到窑
外，排渣沟长 80 厘米、深
18-20 厘 米 、宽 16-18 厘
米。炒钢炉共 13 座，分布
于冶铁炉周边，平面多呈椭
圆形，内圈直径 40-54 厘

米、外圈直径 60-75 厘米、
烧结面厚 5-14 厘米，附壁
铁水厚2-7厘米，大部分炉
底残留有铁块，部分炒钢炉
内填满铁块。炉剖面形制

多为U形，深约28厘米。
燃料窑1座，由窑顶、窑

壁、窑床、窑门、烟道和工作
面组成，平面形制呈马蹄形，
长6.3米、宽2.1米、高1.2-1.8
米。窑顶呈穹隆形，窑壁较
竖直，其上存人工修整和烟
熏痕迹，窑床底部存一层厚
约0.5米的炭渣，其内填土中
含卵石块、木炭渣和少量铁
渣。

房址共3座，主要位于
遗址西北侧和冶铁炉上。
以 F3 为例，房址平面呈方
形，位于Y9之上，存北、西、
南、三方柱洞，柱洞直径约
20 厘米、深 20-30 厘米，面
积约 25 平方米，房门朝东
即Y9工作面方向。

排水沟共2条，皆围绕
冶铁炉呈半包围状。以G1
为例，平面形制略呈 U 形，
围绕 Y1 呈半包围状，周长
为17.2米、宽0.5-0.7米、深
约 0.77 米，应为 Y1 的排水
设置。

灰坑共6个，多分布于
冶铁炉附近。以 H6 为例，
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长径
1.72米、短径1.3米，剖面形
制 为 不 规 则 梯 形 ，深
0.88-1.04米，内壁附厚2-3
厘米青灰堆积物，其内多填
碎铁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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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配
合成都市第三
绕城高速公路
（西段）项目建
设，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又在
蒲江县鹤山镇
铁溪村一组发
现了一处宋代
钢 铁 冶 炼 遗
址。结合近年
在蒲江铁牛村、
古石山等冶铁
遗址的发掘工
作，说明蒲江县
自汉至宋一直
是重要的冶铁
业中心。

据《 后 汉
书·郡国志》载：
“临邛有铁。”汉
时，卓文君的父
亲卓王孙就曾
凭借在临邛境
内冶铁而富甲
一方。

燃料窑。

铁渣显微结构。

宋初时，在全国经济
较为凋敝的情况之下，成
都经济依然向好发展。
川陕地区成为北宋初期
财政的重要来源。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大大
刺 激 了 货 币 铸 造 的 发
达。宋代三大钱监也是
在那个时期出现。

为铸造钱币，宋中央
政府在邛州（今蒲江县
境）设立惠民监、嘉州（乐
山市）设立丰远监、兴州
（陕西略阳县）设济众监，
堪称“西部钱币制造厂”，

专门用于制造铁钱，用于
川陕地区经济交易。

蒲江铁溪村冶铁遗
址的发现，让考古专家们
十分惊喜。“蒲江是三大
铁钱制造中心之一，这里
很有可能是当时铁钱的
原料产地。”龚扬民大胆
猜测，虽然目前只能确定
它是一个冶铁遗址，暂未
发现铸造痕迹，但其规模
较大，很有可能在当时将
铁铸成铁锭后，运送至铁
器加工厂，为铁币生产提
供原料。

近日铁溪村重见天日
的冶铁遗址上，目前尚未发
掘出土任何铁器成品。掩
埋于黄土中的，多是铁渣、
铁块、积铁块等遗物。盛产
铁矿的五面山为冶铁原料
提供了便利。

那么，蒲江所冶炼的钢
铁，到底都去了哪里？有考
古专家推测，这里主要是冶
铁区域，而铁器作为商品在
别处生产。假如铁溪村是
当时的“惠民监”的原料提
供者，那么，生产钱币的“基
地”极有可能具有高度的保

密性，需要设置在更安全的
地方。

此前，贵州、云南等地
曾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带
有“蜀郡成都”、“蜀郡千
万”、“蜀郡工官”等铭文，这
充分说明了成都平原冶铁
手工业在当时的知名度。
来自成都平原的铁器，究竟
去了何处？对古代西南地
区、甚至于东南亚等地的社
会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这些答案，都将在
未来的考古工作中得到解
答。 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2000 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成都平原的蒲江、
邛崃等地都曾处在西南
地区冶铁业的中心。为
配合成都市第三绕城高
速公路（西段）项目建设，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于
今年6月开始对蒲江县鹤
山镇铁溪村一组进行抢
救性发掘，目前仍在发掘
过程中。

遗址位于浅丘东坡，
整体沿山势西北东南向
分布。黄土一层层揭开，
冶铁炉、炒钢炉、燃料窑、
房址、灰坑、排水沟和废
料堆积层等也被一一辨
认。据介绍，目前共发现
冶铁炉2座，炒钢炉共13
座，燃料窑1座，房址共3
座，排水沟共2条，灰坑共
6个。

“遗址的各个功能分
区十分明显。”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龚
扬民介绍，该遗址功能分
区明显，目前可确认的有
烧炭区、冶炼区、生活建
筑区等。这在目前已经
发掘的冶铁遗址中，为规
模较大的一处。

从发掘情况结合各
遗迹形制，专家判断，它
应该是一处宋代生铁冶
炼及制钢的钢铁冶炼遗
址。“结合近年在蒲江铁
牛村、古石山等冶铁遗址
的发掘工作，这处发现说
明了蒲江县自汉至宋一
直是重要的冶铁业中心，
为研究四川地区古代冶
铁手工业增添了一处重
要的考古实物资料，具有
重要意义。”龚扬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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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位于成都平
原西部，按照古时的行政
区划，从汉至宋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其都归属于临
邛地区。这次宋代冶铁
遗址的出现，再一次佐证
临邛地区是当时全国几
大 冶 铁 中 心 之 一 。

“在邛崃和蒲江县中
间有一座五面山，富产铁
矿，目前我们发现的冶铁
遗址很多都靠近此处。”
龚扬民说，古人在冶铁业
选址时，必然也考虑到了
原料来源。此外，此处植
被丰富，燃料丰富，并且
临水，自然成为了发展冶
铁业的最佳地点。

“遗址中，出土了大
量冶铁方面的遗物，如铁
渣、耐火砖、炉壁、铁矿
石 、积 铁 块 、燃 料 木 炭
等。”龚扬民介绍，通过对
冶炼遗物检测分析和观
察，工作人员确认该遗址
用青杠树烧制的优质木
炭作为燃料，用赤铁矿铁
石作为主要炼铁原料，且
在冶炼过程中使用大量
石英岩作为耐火石或造

渣材料。
但令人疑惑的是，在

已发掘范围中，只寻得一
些铁块、铁渣，尚未找到
一件铁制成品。“也许这
里只是原材料的加工厂，
铸铁业可能在别处。”龚
扬民说，冶铁去处，也是
考古人员接下来所要解
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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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溪河、铁神庙、矿坑山、铁矿山、高炉冲、炉子林、红炉
口……这些地名都来自成都市蒲江县，它们的名字均与“冶
铁”有关。古时候，现在的蒲江县境隶属于临邛地区。这里
傍着河流、背倚山林、蕴藏着铁矿石的山峰伫立千年。

蒲江，一处与“铁”脱不了干系的地方。根据目前考古
发掘情况，其冶铁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战国时期。到了西汉，
当地官府实行盐铁专营政策，并在临邛设置铁官，蒲江冶铁
业得以长足发展。根据蒲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今年发布的
数据，迄今，蒲江县境内已发现古代冶铁遗址76处。

西汉中晚期 蒲江已掌握生铁冶炼技术

蒲江被上天眷顾了千
年，到如今，蒲江铁矿资源
仍然丰富。据《蒲江县志》
记载，蒲江铁矿类型有赤铁
矿、菱铁矿、褐铁矿三种，其
中菱铁矿“呈结核状，产于
熊坡背斜下侏罗系香溪组
煤系页岩和砂质岩中，尤以
煤层顶部较富集，如‘厚炭’
顶部，菱铁矿结核似层状厚
10厘米，作条带状分布，色
呈钢灰或棕红，结核最大直
径 40 厘米，一般有鸡蛋大
小，可供小高炉炼钢”。

与古籍记载不谋而合

后，近年来，随着考古专家在
各个遗址上不断收集样本，
对其进行测量，人们对蒲江
冶铁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
入。2012年，在成都召开的

“四川盆地及中国古代早期
冶铁与中国古代社会”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
地的近百位学者前往古石山
三角堰冶铁遗址实地参观。
学者们认为，蒲江最迟在西
汉中晚期已掌握生铁冶炼、
炒钢、退火脱碳等冶金技术，
在当时已处于世界冶金技术
发展的前沿。

有铁渣不见铁器 蒲江的铁到底去了哪里？

蒲江县铁溪村
冶铁遗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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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考古人员在不影
响文物原貌的前提下，取得
铁器样品，通过金相显微镜
观察铁器微观结构，判断样
品是生铁、炒钢制品还是麻
口铁，也可证明铸铁脱碳钢
等制钢技术的存在。这就
需要考古人员具有较强的
冶金学专业知识。研究人

员在制得金相样品后，通过
腐蚀液进行特殊处理，在显
微镜下金属晶体的结构便
清楚呈现。冶金考古人员
常选择不同时代的铁器，通
过微观结构和表面特征鉴
定其冶炼和加工技术，便可
知晓铁器在对应时代的技
术发展状况。

冶铁考古

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摄影报道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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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铁溪村冶铁遗址发掘全景。

冶铁炉炒钢炉排水沟组合关系。

蒲 江
铁 溪 村 冶
铁 遗 址 出
土的铁渣。

蒲江铁溪
村冶铁遗址使
用的燃料木炭。

更多考古
遗迹，探索历
史，扫码上封
面新闻看精彩
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