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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物名家大讲堂:中国青铜器》结合最新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梳理了中国青铜器发展的脉络
，同时侧重介绍了中国青铜器的代表器。中国古代青铜器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萌芽，夏代得到初步
发展，商周呈现鼎盛之态，春秋战国时期亦很繁盛，秦汉则转为变革、中兴、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开始
走向衰弱，宋元明清则流行仿古和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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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廼松，著名学者。一九三七年六月生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和
商周考古研究，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学术专著主要有《中国青铜发展史》、《步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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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冶铜术的出现1.为什么最早出现红铜器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告诉我们，原
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在上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主要是在原始社会中
度过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远古人生产、生。舌的主要工具是用石、木、蚌、骨制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一种在自然界蕴藏丰
富的自然铜矿石，即红铜。红铜的含铜量高达98％～99％，硬度较低，布氏硬度为35度，伸展性好，
只要直接捶打就可制成不同的器型。用这种自然铜矿石打制和磨制石器时，具有很多的优越性。此后
，人们又发现自然铜掉进火堆里，由于受热逐渐变软，可以打制出各种不同形状的工具或装饰品。后
来又进一步发现，自然铜在火堆里还会熔化成为铜水，当铜水流到容器里，冷却凝固后即形成容器的
形状。这种偶然现象启迪了远古人，如能将自然铜加热到当时烧造陶器的最高温度，使之熔化就可冶
铸成比骨器、蚌器甚至石器更坚硬耐用的装饰品或工具。冶铜技术南此萌芽。远占人从开始认识、利
用自然铜，到有意识地进行开采与冶炼铜，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程。最初用自然铜锻打成器，即冷锻
工艺；到加热自然铜变软，锻打成器，即热锻工艺，再到升温熔化自然铜，铸造成器，即熔铸工艺。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初的两个步骤，所用的原料均采用自然铜，制造方法都采用锻打技术。第三
步骤虽然原料也用自然铜，但采用了熔铸技术。只有这一工艺的出现，才是真正意义的冶铜技术的萌
生，用这一步骤熔铸出来的铜器，才可称为冶炼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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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物名家大讲堂:中国青铜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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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收到的书和网上介绍的并无出入，质量很好，送货速度也很快！以后买书还会从当当上购买
2、这本书很不错，无论是内容还是纸质，都没的说，赞！
3、细节挺不错的
4、挺不错的一本专业书。
5、科普青铜器的话，感觉这本比较有用。
6、怎么书里面好多文物的名称都和博物馆里标注的不一样呀？而且收藏的地方，讲得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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