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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史博物馆2009年收藏的清代铸铁捣臼 
徐 齐 

2009年，中国医史博物馆重新装修布展，决定 

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尽量充实馆藏文物。 

3月 12 13晨，笔者到北京市潘家园古玩城调 

研，发现4层46号摊位摆放着一套铁制捣臼，此物 

品相古朴(图 1)，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 

在古代，捣臼是广泛使用的工具，人们常用来舂 

捣谷物，捣碎坚硬的矿物类及种子类药材。捣臼由 

杵、臼两部分组成，杵有横柄直杵和柱形直杵等不同 

形制；臼通常以石、木、铁、铜等多种坚硬材质制成。 

据传说，捣臼是远古时期的伏羲发明的，也有说是由 

黄帝的臣下雍义制造的。 

捣臼在国内博物馆多有收藏，如河南安阳殷墟 

博物院藏有商代玉捣臼，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藏有汉代青铜捣臼，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 

有汉代青铜捣臼，陕西茂陵博物馆藏有汉代青铜捣 

臼，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藏有铁质捣臼，北 

京御生堂藏有汉代石质捣臼，等等。而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国医史博物馆却没有捣臼收藏。 

北京市潘家园古玩城4层 46号摊位摆放的铁 

质捣臼，外表古朴，横木柄上浸透着长期使用磨擦才 

有的油性，铁杵与臼器上口接触处明显变细，这是在 

长期使用过程中上下和旋转运动与臼壁磨擦的结 

果。杵的头部可见一些小的麻坑，是捣击硬物留下 

的痕迹。臼器表面颜色暗黑，比较粗糙，显然是生铁 

翻模铸成，与杵的生铁部分为同一材质。上 口变薄 

外翻，内缘乌亮光滑，内壁底部边缘有长期杵捻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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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代铸铁捣臼 

的痕迹。圆柱形木柄长 12cm，圆柱形铁杵长 21cm， 

臼器高 14cm，上 口外径 8．5cm，腰部最大外径9．2 

cm。臼壁上半部刻有波浪状纹饰，下半部分刻有阳 

文“乾隆三十一年造”字样，品相基本完好。据古玩 

城 4层46号摊位座商讲述，该铸铁捣臼收购于山西 

省。初步分析断定此捣臼是一套不可多得的清代医 

药文物，于是以700元人民币购得，收藏于中国医史 

博物馆，弥补了该馆在捣臼收藏方面的空缺。 

后经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宋兆麟研究 

员鉴定，所购捣臼是清代文物，臼壁所刻“乾隆三十 

一 年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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