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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来矿人职
,

数典记周官
。

从头问取黄帝
,

兵 甲始何年
。

更说汤盘禹鼎
,

神物长埋荆

莽
,

何必尽虚传
。

天生五材耳
,

并用不能偏
。

抵多少
,

盐铁论
,

货殖篇
。

铜陵金穴如许
,

满

目旧炉烟
。

浩荡江湖南北
,

赤县神州万里
,

终古地灵蟠
。

不信江山改
,

依旧好江 山
。 ”

、

— 章鸿钊 《水调歌头
·

好江山 》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

我们的民族有着伟大的历史传统
。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

历史的文明古国
。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的青铜器时代
* ,

古青铜是铜锡铅的二元或三元合金
,

我国 的青 铜文

化是古代世界上最发达的青铜文化
〔” “ 〕

。

青铜器时代冶铸青铜器所用原料锡矿来 自何处 ? 是

我国古代物质文明史上的一大疑案
。

为了便于对照
,

需要先谈一下我国青铜器时代的疆域
。

我国青铜器时代的疆域是逐渐扩

展的
,

夏代的疆域尚不太清楚
,

商代的疆域也只知轮廓
。

夏商疆域的文字记载
,

仅见于战国

前期的吴起与魏武候游于西河辩论 山河之险时对话中的追述等
,

如 ((战国策
·

魏策
·

魏 武 候与

诸大夫章》 : “
夏桨之国

,

左天门之阴
,

而右天黯之阳
,

卢
、

皋在其北
,

伊
、

洛出其南
, ”
一殷

纷之国
,

左孟门
,

而右漳
、

釜
,

前带河
,

而后被山、 《史记
·

吴起列传 》 : “

夏 莱 之居
,

左河

济
,

右泰华
,

伊阔在其南
,

羊肠在其北
。

”
一殷纷之国

,

左孟门
,

右太行
,

常山在其北
,

大

河经其南
” 。

周初疆域的记载
,

如西周前期的青铜器 《班篡》 : “

乍 (作 ) 四方巫
,

秉
、

毓
、

蜀
、

巢
” ; 《左传

·

鲁昭公九年 》 : “
王使詹恒伯辞于晋 日

:

我 自夏以后
,

樱
、

魏
、

胎
、

苗
、

歧
、

毕
,

吾西土也
,

及武王克商
,

蒲姑
、

商
、

奄
,

吾东土也
,

巴
、

倏
、

楚
、

邓
,

吾南土也
,

肃慎
、

燕
、

毫
,

吾北土也
” 。

即商末周初大致控制了黄河中下游流域
,

南达长江沿岸
。

各 种历 史考古学

资料说明
,

西周后期南方仍只达南岭以北
。

及至春秋战国后期
,

则已经北抵辽东
,

南越南岭

而南
。

如 《战国策
·

燕策
·

苏秦为从 (纵 ) 北说燕章》 : “
燕东有朝鲜

、

辽东
,

北有林胡
、

楼烦
,

西有云中
、

九原
,

南有呼拖
、

易水
” ; 《战国策

·

楚策
·

苏秦为 赵合 从说 楚章 》 : “

楚地 西有黔

中
、

巫郡
,

东有夏州
、

海阳
,

南有洞庭
、

苍悟
,

北有汾径
、

旬卜阳
” ; 这是 曾 佩六 国相印的苏

秦为合纵游说燕文候与楚威王时谈他们本国当时的疆域
,

应当可信
。

以我国青铜器时代的疆域
,

对照锡矿产地分布
,

则近代主要锡矿均位于商及西周疆域之

外
。

六十多年前
,

翁文颧 ` 3〕首先提出
:

我国锡矿
“

分布范围之独隘
。

”
一重要产地皆不出云

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四省
,

而在此四省中亦复限于特别确定之区域
,

迥 非随 处可见
。 ”

其

后
,

国内外不少历史考古学权威 ` 4一叩以这类认识为依据
,

倡导青铜原料锡 矿外 来说
,

有的甚

丹麦考古学家 C
.

J
.

T h o m s en ( 1 7 8 8一 18 6 5)
,

他将古代技术发展分为三个依次前进的时期
:

石 器 时代
,

青铜器

时代
,

铁器时代
。

这种分期法多年来一直被全世界历史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并应用至今
。



至更进一步宣扬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
。

后者实质上是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

而在文化

上强加给我国人民的中国古代文化外来说的具体延续
。

青铜原料锡矿外来说的依据是逻辑推理
,

即商及西周疆域内今天 尚未发现锡矿
,

就等于

古代未 曾开发锡矿
,

也就等于地下没有埋藏锡矿
。

而 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的所谓
“

根据
” ,

是

商周青铜器的一些图案与北方的匈奴
*

青铜器有些相似
,

而后者又
一

与斯基泰青铜器有些相似
,

于是认为青铜文化是 由斯基泰传给匈奴
,

再传到商周
。

我 国数十年来地质找矿实践认识了一个基本事实
,

即凡属古人开发利 用过的矿种
,

现代

所发现的矿床
,

除了地表没有任何显示的隐伏矿床外
,

几乎所有都是古人开发过的老矿
。

而

数十年来各种古矿不断地大量地重新被发现
,

并且今后还将会有许多新的古矿继续被发现
。

这个基本事实证明了青铜原料锡矿外来说推理逻辑的不能成立
,

即今天 尚未发现
,

决不等于

古代未曾开发
,

更不等于地下没有埋藏
。

斯基泰文化是欧亚草原上一种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
,

它以动物图案为特征
,

公元前五世

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 H er o d ot us ) 在他的传世名 著 《历史》 一 书中 称之 为斯 基泰人

(S
c
yt ih a

那
*

*)
,

古波斯人称之为塞人 ( S a k as )
,

这个民族如同匈奴一样
,

其起源及族属至

今知之不详而无定论
。

斯基泰人推测可能是操伊朗语系的印欧民族
,

其公元前八世纪末以前

的历史所知甚少
,

公元前七
、

八世纪间自中亚移向南俄草原并曾建国
,

公元前后逐渐被萨尔

马提人 (S ar m at ia sn ) 及马萨吉泰人 ( M as sa g et ae ) 等所征服而消亡
。

这 种文 化如 同匈奴

一样
,

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 自己的文字记载
。

由此可知
,

斯基泰青铜文化明显地晚于商周青

铜文化
,

而其文化的发展水平又明显地落后于商周
。

因此
,

合理的科学逻辑推理应当是
:

商

周青铜文化传给捡犹匈奴
,

再传到斯基泰
。

同时
,

我 国的青铜文化是全世界古代青铜文化中

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

其各时期所生产的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都具有鲜明的固有特征和清楚

的演化规律
,

这些都使外来说无法予以解释
。

批判了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和青铜原料锡矿外来说之后
,

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中原
* * *

找锡的依据
。

首先根据历史资料提出问题的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 〔` ”〕 ,

他于 1 9 4 8年在 《古矿

录
·

后叙 》 中指出
: “

今之产锡 自以西南为盛
,

但他省亦有足述者
。

就河南言
,

隋 书谓 乐安有

锡山
。

乐安在今光 山县西
;
唐书谓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

,

长水武安皆有锡
,

长水

在洛宁县西南
;
镜州有锡冶

,

见于宋史
;
篙县筛 山

、

露宝山
、

大矿山皆出锡
,

见于明史及一

统志 ; 一统志又云
,

淇县
、

篙县
、

永宁
、

灵宝及汝州之境皆出锡
;
河南通志复益以卢氏

、

裕

州
,

分布亦云广矣
。

至湖南之锡
,

初见于史记货殖传
,

云长沙出连锡也
,
江华之锡

,

水经注

已言之
,

所谓萌诸之水南出萌诸之娇
,

其山多锡
,

亦谓之锡方也
;
但如郴县

、

宜章
、

桂阳
、

来阳
、

常宁等处亦 皆产锡
,

自唐以下屡见记载
,

而前三县之锡
,

清初犹盛开采
,

郴与桂阳铅

锡并产
,

有额可征
。

凡此又宜加以一考者也
。 ”

作者卿前些年查阅了我国青铜器时代的大量记载
,

即青铜 器铭文
、

甲 骨 卜辞及先秦古

籍
,

查出有关青铜原料及锡矿的记载共 26 条
,

其中周代青铜器铭文 7 条
, 《 周礼》 、 《诗经 》 、

据一般公认 的王国维 《 鬼方昆夷捡犹 考》 :

商周间的鬼方
,

周代 的脸犹
,

就是秦 汉 的匈 奴
, ( 《 观 堂 集 林 》 卷 十

三 )
。

此系希腊文 的拉丁文对音
,

有时被按英语读音误译 为西徐亚人
。

二
` 中原一词

,

原 系泛指原野
,

后亦 用作一定地域 名称
。

例如
: 《诗经

·

小雅
.

吉 日 , : `

睦波中原
,

其祁孔有
” 。 《 孙

子
.

作战 》 : “
屈力中原

,

内虚于家
” 。

诸葛亮 《出师表 》 : “

今南方已 定
,

兵甲已足
,

当帅将三军北定 中原
” 。



《尚书 》 、 《左传 》 、 《逸周书》 、 《山海经 》 、 《战国策》 、 《尔雅 》 、 《管子 》 、

《楚词 》等古籍 91条
,

并逐条加以考证
,

证明当时疆域内应当有着许多锡矿产地
,

而相反却没有任何 自疆域外输人

锡矿的记载
。

因此
,

我国青铜器时代所用青铜原料锡矿
,

应当主要是取 自当时的疆域之内
,

而在黄河上下
、

大江南北应当有着不少古锡矿
。

同时
,

还对照考证了汉代以来商及西周疆域

内的锡矿历史产地
,

互相基本吻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

到此
,

人们可能会问
,

既然中原有着不少古锡矿
,

为什么多年来未 曾找到 ?其实道理很简

单而很容易回答
。

即由于历史资料未被重视
,

并受到传统认识锡矿产于地槽褶皱带的束缚
,

再加上没有一定的专门任务要求而未注意去找
,

所以没有找到
。

但是
,

即使如此
,

事实也还

不是完全没有找到
,

而是通过区域地质调查等也己经找到了个别的锡矿点和一大批找锡线索
。

为此
,

作者最近查阅了各种现有主要地质资料
,

包括二 十万分 之一 区域地 质调查资料

1 50 多幅
,

有关各省储量平衡表八 O 年底锡矿部分
,

一九五六年地质部 资料局 编全国矿产地

质资料汇编 《锡》 ,

以及部分成矿区划资料
: ,

表明中原有着一大批找锡线索
,

其中不少古锡矿

点且与现代的找锡线索
,

即重砂及化探锡 异常和群众报锡矿点
,

在区域上互相吻合
。

因此
,

中原找锡应 当是大有希望的
。

中原找锡的关键是
,

重视历史
,

解放思想
,

布置任务
。

首先对矿产资源的历史资料必须

重视
,

这是我们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所独有的重要历史遗产
。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进行地质找

矿工作
,

必须踏着我们祖先的足迹前进
,

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历史
。

我们不能前无古人
,

后无

来者 ; 而要前有古人
,

后有来者
。

章鸿钊辑录整理各种正史及包括省志在内的地志中关于矿

产的记载
,

编制了 《古矿录 》 。

这只是一个开端
,

我国 还有着 大量正史 以外的 历代野史
、

笔

记
、

杂著
,

以及省以下的府
、

州
、

县志
,

文献浩如烟海
,

其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记载
,

巫

待我们加以整理利用
。

在中原找锡
,

必需要从整理当地各种已有资料人手
,

以求了解历史产

地的一些具体情况
。

还有各种群众报矿资料
,

也是重要 的找矿 线索
,

必 须予以 重视加以利

用
。

解放思想
,

主要是解除传统认识的束缚
,

即认为锡矿均产于构造活动性相对较大的地槽

褶皱带中
,

如苏联毕力宾 ( 10
.

A
.

E H二 。 6 。 田 〔” , ’ “ 〕的成矿模型 (式 ) 等
,

由此认为只有在褶

皱带才能找到锡矿
。

中原许多地区不是地槽褶皱带
,

按此认识则找锡无望
。

事实是无情的见

证
,

它已经无言地驳斥了这种认识
。

如南非布什维尔德 ( B su h ve l d) 的锡 矿
,

就 不 是产在

地槽褶皱带 〔’ 3〕。

山西区域地质调查队在五台下庄找到的锡矿点
,

也是产在老 地层 中的燕 L[
一

l

期小花岗岩体近旁
。

因此
,

只有地槽褶皱带才有和才能找到锡矿的认识
,

可以休矣 !

此外
,

原生锡矿基本的成矿规律是
,

一般都产在酸性花 岗岩类岩体内外
,

而在同一成矿

区内产锡的岩体比诸不产锡的岩体
,

其岩石及组成矿物锡的丰度一般较高
,

但不同成矿区的

岩体不能对比
。

中原找锡
,

可充分运用此墓本规律
,

并可考虑进行岩体含矿 性的评价
* 〔“ 〕 。

中原找锡
,

还需要注意与硫化物共生的锡矿床
,

即以往称作锡石硫化物型的矿床
,

因为从商

周古青铜的化学分析资料看
,

合金成分相当复杂
,

所含杂质中的多种元素及其组合
,

对于上

述类型具有典型意义旧
。

总之
,

要为振兴锡业而恢复我国锡矿资源分布的历史本来面 目
。

回顾历史
,

大好河山
,

中原找锡
,

满怀希望
。

关键所在
,

重视历史
,

解放思想
,

布置任务
。

中原锡矿
,

大有可为
,

振兴锡业
,

服务四化
。

,

闻广
, 19 7 9 ,

成矿专 属性研究
。 《地质科技在发展中》 之 3 3 , l一 2 ,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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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后逃亡美国
,

世界古代史权威
。
)

〔 5 〕 李济
, 1 9 3 3

,

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外编
,

第 l 种
,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

五 岁论文集
,

上册
,

73 一 10 4页
。

“

我们承认殷商青铜业的起源是一种外来的知识
,

这种知识来中国的时候
,

亦必远在殷墟文化以前
” 。

(第 10 2页 )

“
原料的来源大约来自南方

,
黄河流域一带无锡矿

,

这是 巳经调查 出的事实
。

所以最近的供给只有南方了
” 。

(第

10 4页 )

( 注
:

作者 ( 18 9 6一 1 9 7 9 ) 是我国考古学 的创始人之一
,

原中央研究院厉史语 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

解放前夕逃

往台湾
,

其后曾任所长
、

代理院长
。
)

〔 6 〕 梅原末治
,

1 9 35 ,

支那 O 青铜器时代忆就 ` 、
T

。

史林
,

20 卷
, 4 期

。
(根据 《支那考古学论考 》 ,

再版
, 1 9 4 4 ,

弘文堂
,

东京
。

1 20 一 1 89 页 )

`
古代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

, · · 一有关铜锡合金知识
,

如认为是自己发明的
,

是为不当
,

由此导致 青铜知识是由

外来的认识
” 。

(第 1 5 5页 )

(注 :

作者 ( 1 8 93一 ? ) 是 日本的东亚考古学权威
。
)

〔 7 〕 郭沫若
, 1 0 4 5 ,

青铜器时代
。

青铜时代 ( 根据科学出版 19 5 7年版
, 2 9 7一 3 08页 )

。

`

殷以前之物应该有而却未能发见或证明
,

实在是古代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悬案
。

在这儿可能有两 种推测
: 一种是

埋藏在黄河流域的土里未被发现
,

另一种是青铜或铜 的冶铸技术系 由别的区域输入黄河流域的
,

而原产地尚未发现
。

在我认 为第二种的推测可能性更大
” 。

(第 3 00 页 )

〔 8 〕 E
.

M
.

袱 y K o B P e 双
. , 1 05 5 ,

B e e M且 P H a 月 “ e T o P n 月
·

T o M I
,

r O C n o 卫 H T n 3 兀a l
, ·

“

商代自扬子江上游及华南输人铜和锡以冶炼青铜
” 。

(第 44 2页 )

( 注: 作者 ( 1 9 0 7一 ) 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

世界史权威
。

)

〔叼 C
.

B
.

K u
ce
卫eB

,
1 9 6。 ,

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
。

考古
, 2 期

,

时一 岛页
。

“
我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推论如下

:

在 公元前 1 6 0 0一 1 30 0年之 间
,

塞伊姆文化可能向东发展
,

其影响直达中国境内
,

可能它的一些特征影响到商代某些器物形状的改变
,

因此这一时期安阳类型器物有很大发展
,

并且制作质量较高
。 · ·

一
塞伊姆文化比安阳商文化早一些

” 。
(第 52 页 )

( 注
: 1 .

作者 ( 19 0 5一 ) 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

青铜器时代考古学权威
。 2

.

塞伊姆文化是苏联欧洲部分斯基泰

文化的前身
,

其时代因无文学记载而是推断 的
,

而安阳殷墟文 化是有文字记载而时代确凿可靠的
。
)

〔 10 〕 章鸿钊
, 1 9 5 4 ,

古矿录
。

地质 出版社
。

〔工l 〕 B万卫么石“ 且 .

OI
.

A
.

2 9 45
,

B o n P o e 班 M e T a几兀 o r e 王麦“ 叹 e e K o 行 3 “ o 万幻双 “ : x r e ( ) e ” H邸 “ ; : a江` ; 、址x 3 0 且
.

H 3 ” .

A H C C C P
,

e e P
.

r e o 卫
. ,

N o
.

d ,

52一 6 6 。

〔 12 〕 B且卫 n 6 班 H
,

伯
.

A
. ,

1 9 5 5 ,

M
e T a 刃卫 o r e il 且 从 e e K n e r 1 P 〔 ) 日: , r z双 H : z “ 从 e T a 卫卫 o r e , 1 , i q e e 双且 e 3 n o x H

.

r ( ) c r e o万下 e X n 3卫 a T
.

〔 1 5〕 G : o v e s ,

D
.

1
.

e t M e C a r t h y ,

T
.

s 二 1 9 7 8 , F r a e t i o n n ] e , y s r a
l l i z a r j o n a J, d t h

e o r i娜 n o f t i n d e n o s i r: i n 月 r a -

. l i t o id s
.

M i一、 e r a l
.

块 p o s i t a . V o l
.

1 3
,
N o

.

1 ,

1 1一 2 6
。

〔 1 4〕 闻广
,
1 9 8 1

,

关于岩浆岩成 矿专属性研究
。

地质论评
,

27 卷
,

5 期
,

44 7一 4 5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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