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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过去的考古资料，长江流域时代最早的铁器是春秋晚期楚国生产的，早期铁器的出土地点也多在楚地。然而，近年来在峡江地区发现了

时代更早的铁器，大约已早到春秋中期，使长江流域的冶铁史大大提前（杨华：《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庆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峡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常出土一些铁器，有的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冶铁遗留

下的铁矿渣。这些铁器和铁矿渣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春秋中期，峡江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与青铜器有一个长期共存的使用过

程。 

   目前所见峡江地区年代最早的铁器出土于宜昌上磨垴遗址第5层，包括1件凹口铁锸T12⑤：1和1件铁铲T11⑤：6，据该层同出的陶器判

断，该层的年代大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因此这两件铁器的年代至少可早到春秋中期。另外，该遗址春秋晚期的第4层中还发现有冶铸遗

迹，虽已破坏严重，但还发现一些残存的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块等冶铸残迹。第4层的年代不

晚于春秋晚期。这些迹象表明，该地不仅在春秋中期就有铁器存在，而且这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在本地铸造的，该地存在铸铁作坊。另外，柳林溪

遗址也出土有春秋中期的铁器。1981年，在秭归柳林溪遗址中发现铁锸2件，保存完好，其中T3③：37为凹字形，弧形刃，上宽下窄的内凹槽，

两侧面为斜形，长9.1、刃宽9厘米。另一件锈蚀严重。与此同出的还有两件陶范，时代可早到春秋中期。两件均为泥质红陶，其中T3H1：9保存

完好，为扁形器外范，扁形器的中间有一道凸棱，长9.9、宽5.7、厚3厘米；T3H1：12，为器物外范残片。因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

所以这些陶范有可能同时用于两种金属器的铸造。 

   由以上两处遗址的情况来看，与铁器同时出土的都是陶范而基本不见石范，这似乎说明峡江地区早期铁器是用陶范铸造而成的。在铁器出

现之前，该地在铜器生产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金属冶铸经验，冶金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技术和工艺上为铁器的出现作了很好的奠

基作用。因此，早期的铁器生产便直接使用陶范。与石范相比，陶范是后期出现的更先进的冶金工具，使用起来更高效方便。当然，在整个铁器

的生产过程中，也不排除陶范和石范同时使用的情况。 

     除以上两处遗址之外，峡江地区其他商周遗址出土的铁器大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对巫山县

城西北的龙溪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在该遗址的第5层堆积中出土了一些铁渣、铜渣，时代为春秋时期。2000年，秭归张家坪遗址出土铁器多

达20余件，包括凹口锸、斧、锛、镞、刀、匕首、铁片等，从数量上看，这些铁器以工具类为主，兵器其次。其中，除斧为战国时期以外，其余

铁器均为春秋时期。1999年，巫山蓝家寨遗址出土了一批铁器，包括铁钁2、铁锸2和铁镞1，以农业工具为主，兵器较少。与此同出的还有1件残

石范，砂岩，呈青灰色，范的一端凿有纵横交错的两个浇注口，背磨成三个转折的平面刻有纵横排列的凹槽，所铸何器不明。这些器物均属于春

秋晚期前后。由于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所以该石范究竟用于铸造哪种金属还有待探讨，但这些石范的出土至少表明该遗址附近可能

存在铸造作坊。1999年巫山麦沱战国墓中出土铁鼎数件。1998年奉节新浦遗址上层出土一批铁器，包括钩、环、斧等，均锈蚀严重，属于东周时

期。云阳李家坝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中出土有铁斧、铁锸、铁刮刀等小件铁器。1998年，万州麻柳沱出土了2件铁器，皆锈蚀严重，时代为战国

中、晚期。除上述遗址之外，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遗址中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铁器。  

    总体来看，峡江地区出土早期铁器遗迹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峡江地区铁器的出现可早到春秋中期，在长江流域铁器发展史中属于时代较早的。 

    第二，峡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数量较多，在墓葬和遗址中的分布又有所区别。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器以铜器为主，主要是礼器或兵器，



铁器少见或基本不见。而遗址中出土铁器数量较多，多为小型农具，包括斧、锛、锸等，表明铁器主要作为生产工具使用。 

    第三，从地域分布上看，巫山以东的峡江东部地区出土铁器的遗址点较多，出土铁器的数量也较多。而巫山以西的峡江西部地区则出土铁

器相对较少。 

   第四，从时间上看，峡江东部地区出土的铁器时代相对较早，而峡江西部地区较晚。 

    在峡江地区的金属铸造业中，冶铁业比较发达，主要原因在于该地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与铜矿相比，该地的铁矿储量要丰富得多。湖北、

四川两省的铁矿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已探明的湖北铁矿有127处，其中储量在1~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6处；四川铁矿略

多，总数为156处，其中储量在10亿吨以上的特大型铁矿有3处，储量在1~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13处。另据《巴东县志》记载，巴东地区现已查明

的矿点有7处，分布在沿渡河至官渡口一带，均属富矿石，品位较高。铁矿储量尤其丰富，已知的产矿地有23处，总储量为32057.27万吨，已探

明地点的有黑石板、仙人岩、龙潭坪、瓦屋场、铁厂湾、野花坪等，其中包括大型矿1处和中型矿4处，都是储藏较丰富的铁矿床。据《秭归县

志》，在秭归有铁矿床5个、铁矿点5个，其中中型矿床2处，小型矿床3处。这些矿床矿点不仅层位稳定，而且有1~4个矿层，矿体呈层状，具有

一定规模。宜昌官庄坪一带的赤铁矿，储量约9000万吨。分布于西陵峡崆岭群和黄陵花岗岩体中的脉状低温热液黄铁矿，储量150万吨，品位较

高。万州铁矿现已探明储量为1.43亿吨，在重庆地区铁矿中名列第五。涪陵铁矿为沉积矿床，中、小型矿床8处，矿点27处，储量达7000多万

吨。 

    另外，峡江地区盛产铁的事实也多见于古籍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该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

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表明该地盛产铜和铁等金属。东汉时期，政府为控制该地的盐和铁资源，在巴郡设置“盐铁五官”。与

铜矿相比，峡江地区的铁矿储量和产量都更丰富，到两晋时期，“近世则川东褶曲山脉中铜矿已空，惟铁产仍甚丰富。” 

    峡江地区既有如此丰富的铁矿资源，在早期铁器出土时又发现有相关的冶铸遗迹，如铁渣、炉渣的出土，石范、陶范的发现，这些都说明

峡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冶铁业。从陶范使用的数量和铁器的出土规模可知，冶铁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发展水平较高。尤其在西陵

峡地区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春秋中期铁器和冶铁遗迹，暗示这里可能是我国早期的冶铁中心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因篇幅所限，文内注释省略） 

(2011年9月2日7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发表评论

名字：  匿名发表 

关于我们 | 联系电话 | 广告刊例 

中国文物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邮编：100007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侧2层 

电话：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建议使用1024*768或以上分辨率浏览 

制作维护中国文物报社网络中心 电话：84078838-8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