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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采用新工艺铸造铜镜
2011 年到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于齐故城大城
中部偏东即阚家寨村南正式发掘了一处
汉代铸镜作坊遗址，清理出房址、水井、
灰坑、铸镜坑等一批与铜镜铸造有关的
遗迹，出土各类镜范残块180件。这是国
内外关于古代铸镜作坊遗址的首次科学
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全面、细致整理田
野资料的基础上，就镜范制作进行了多
次模拟实验，取得重要收获。

作为古人照面饰容的主要用具，铜镜
在中国的出现可追溯至距今4000年前的
齐家文化，其后不断发展，直至明清时期
才开始逐步被玻璃镜取代。考古发掘中，
古代铜镜出土数量巨大，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
载体之一。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铜镜
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类型、断代以及纹饰
和铭文所反映的文化习俗与观念信仰等，
对铜镜制作技术与工艺等问题则关注不
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古发现的实物遗
存比较匮乏。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遗存
的发现，重要性不言而喻。

齐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发现，刷新了
我们对中国古代铸镜技术的认识。在汉代
临淄，铜镜铸造采用双合范技术。镜范为
陶质，分面范和背范两类，其中镜背范正面
上部设浇道和排气道，下接型腔。与山西
侯马、河北易县发现的东周陶质镜范相比，
汉代临淄镜范在原料、火候以及结构和成
形工艺等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反映了这
一时期铸镜技术的进步。据相关研究并参

考模拟实验结果，齐故城所出汉代镜范在
制作时于泥料中羼（chàn）入了大量的稻
壳灰，并经950 摄氏度以上的焙烧，达到
烧结陶化的状态。因此，所制镜范既结实
坚硬，同时因范体内形成大量孔隙，质感
既轻又不失柔韧性，纹饰也更为精致。

“临淄风格”铜镜流通全国
作为铜镜铸造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制范

技术的改进，一方面提升了镜范的铸造性能
和铜镜的质量，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铜镜
生产效率。中国古代铜镜在汉代进入第一
个发展高峰，除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与铸镜技术的进步亦密切相关。

西汉时，齐都临淄是全国重要的铜
镜铸造中心，拥有相当规模的铸镜产
业。从调查情况看，除了阚家寨村南，齐
故城大城内还有多处汉代铸镜作坊遗
址，并且各个铸镜作坊所产铜镜种类不
尽相同，具体年代上可能也存在一些早
晚差异。根据所出镜范，当时临淄生产
的铜镜主要包括蟠螭纹镜、龙纹镜、四乳
弦纹镜、草叶纹镜、花叶纹镜、星云纹镜
以及素面镜等种类，表明西汉前期临淄
的铸镜业非常兴盛，至少持续了整个西
汉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铸镜中心的确
认，还使对铜镜产品空间流通的考察成
为可能。从临淄镜范的特征看，其所铸
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等都具有一定
地方特色，形成了较明显的“临淄风
格”。通过考古学的对比和分析，可判断
今齐故城周围及山东地区出土的汉镜有
很多产自临淄，同时临淄铜镜还流通至
全国其他地区甚至海外。

齐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发现和研究，
丰富了齐故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城址保
护、展示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阚家寨村南的汉代铸镜作坊遗址已作为
重要的展示点列入齐故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建设规划中。这里将很快建成一
处以古代铜镜铸造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中心，向人们讲述中国古代辉煌的
铜镜铸造业。 据《人民日报》

铜镜：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杨勇

光洁平滑的表面、华美而富有
内涵的纹饰……秦汉时期的铜镜总
能带给人无限遐想。在山东临淄齐
故城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镜范和铸
镜作坊遗址，为我们破译汉代齐都
临淄的铸镜业以及中国古代铜镜的
铸造技术提供了详实资料，受到中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山东临淄齐故城是国务院
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曾是周代齐国的都
城，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汉代
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的都
城。据文献记载，周代齐国以
工商立国，战国时都城临淄已
发展为经济高度繁荣的东方大
都会，成语“联袂成云”“挥汗如
雨”都是形容其都城的繁华。
进入汉代，临淄工商业依然十
分发达，城内设铁官、四市，在
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历年来的考古显示，临淄
齐故城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
周、秦、汉时期的手工业遗存，
尤以冶铁、铸铜等金属冶铸方
面的遗迹和遗物较为多见。

临淄齐故城阚家寨汉代铸镜
作坊遗址出土的蟠螭纹镜背范。

临淄范家墓地出土的西汉蟠螭纹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