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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
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
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
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
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
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
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
帝国&ldquo;天朝上国&rdquo;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
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
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教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
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
了&ldquo;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dquo;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人全球
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
，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
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
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
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
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
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
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
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
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
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
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
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活》与
《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
历史知识系列丛书&mdash;&mdash;《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
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
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
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
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
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
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
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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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内容概要

《矿冶史话》从中国古代冶金生产技术发展的固有阶段性出发，概要介绍了铜、铁、金、银、铅、锡
、锌、汞等几种主要金属在中国历史上被开采、提炼和使用的情况。书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矿冶生产技
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对不同时期的矿冶水平作了条理明晰的阐述和总结。同时讨论了矿冶业的
发展，特別是青铜冶铸技术和冶铁技术对社会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矿冶史话》
所引资料立足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并充分吸收了冶金史学界的科研成果，被著名冶金史专家华觉
明先生誉为“有较高学术性而又深入浅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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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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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章节摘录

　　史前历史的早期阶段，人类无时不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低下的生产力和以采集、狩猎为核心
的&ldquo;攫取式经济&rdquo;，使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一切都要依赖于大自然。　　岩石，是大
自然中最常见的物质，人类与岩石的关系，自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旧石器时代，人类通常
以洞穴和岩荫为栖居地，为了获得有力的生存手段，他们选择了用岩石来打制各种狰猎工具以及用来
切割毛皮、割啖肉食、砸骨取髓的各类石器。　　考古发现表朋，中国史前人类对岩石的利用，一开
始便有意识地进行了严格的挑选。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似乎对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着特殊的偏好
。著名的云南元谋人遗址中出土的几件石器都是石英岩；山西芮城县西侯度古文化遗址现己出土石制
品数十件，原料绝大部分为石英岩，少数为脉石英和火、山岩；著名的蓝田猿人遗址所发现的石器主
要也是石英岩和脉石英；北京猿人遗址经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共发现石制品10万余件，其中以脉石英
为原料者占全部材料的78％。山西芮城县匾河文化遗址和湖北大冶石龙头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
石器，大部分仍为石英岩。　　石英岩是一种由石英砂岩变质而成的变质岩，这种岩石具有较强的光
泽，质地坚硬致密，的确是制造石器的上好材料。脉石英的物理性质与石英岩类似。　　对石器原料
有意识的选择，表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对不同岩石的性能已经有所了解。　　旧石器时代中期，制
造石器的原料主要有3种，即石英岩、角页岩和燧石。如陕西大荔县发现的大荔人所用石器以石英岩
为主，燧石次之；山西阳高县许家窑人所使用的各种石器也以石英岩、燧石居多；发现于山西襄汾县
的著名的丁村人遗址石器则以黑色角页岩为主，占95％，其余为石英岩、燧石；贵州桐梓人的石器原
料主要是燧石。　　毫无疑问，旧石&lsquo;器时代中期，人类寻找优质岩石的努力取得了新的成果。
作为岩石学上致密块状微晶质岩石的角页岩，以及有一定蜡状光泽和致密坚硬的燧石被提到了与石英
岩同等重要的地位。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脉石英、石英岩仍被采用，但颜色、质地俱佳、加工
更为便利的燧石越来越为人们所喜爱。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及北京房山山顶洞遗址所出石器中，脉石英
、石英岩、燧石并存。山西沁水县下川乡的下川文化遗址中，黑色燧石占了绝对多数。安阳小南海洞
穴遗址中的石器原料是从洞外运入的，也以燧石为大宗，另有少量石英岩。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的旧
石器晚期石器制造场被认为是专门开采燧石石料并制造石器的地方；汉原富林遗址曾发现丰富的石器
，其原料也是附近山上出产的燧石。　　不言而喻，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岩石的观察，尤其是对
不同岩石物理特性的了解又近了一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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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编辑推荐

　　《中国史话》旨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
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中
国史话》系列丛书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
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
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　　《矿冶史话》由唐际根编著，概要介绍了铜、铁、金等几种主要金属
在中国历史上被开采、提炼和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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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史话》

精彩短评

1、一本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历史专题的好书
2、通俗易懂，这套书编的很好
3、给我这样的历史盲科普很好的书。从这本大概梳理了下青铜器的冶炼史~但整体来看，书目是以时
间为轴来介绍整个中华历史进程中矿冶史发展状况，所以对于青铜史而言，在这本书中还只是个概览
。不过，唐际根先生本身就是做青铜方向的，这是个多么令人神往的职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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