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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銅
草
花
︵
圖
一
︶
學
名
為
海
州
香
薷
，
屬
於
唇

形
科
的
植
物
，
盛
開
於
深
秋
之
際
。
由
於
性
喜
吸
收

具
有
銅
元
素
養
份
的
特
性
，
因
此
在
富
有
銅
元
素
的

土
地
上
綻
放
出
特
別
燦
爛
的
紫
紅
色
花
朵
，
是
尋
找

銅
礦
源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尤
其
是
在
沒
有
科
學
探

測
儀
器
的

古
代
更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線
索
。

本
文
所
介

紹
的
湖
北

大
冶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也
不

例
外
，
在

礦
區
之
中

處
處
可
見

它

的

蹤

跡
。

銅
草
花
下
的
寶
藏
成
就
了
青
銅
時
代
的
文
明
，

成
千
上
萬
出
土
的
青
銅
器
表
徵
著
青
銅
時
代
的
輝

煌
，
而
它
正
來
自
於
人
類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
善
用
巧

思
的
結
果
。
一
件
青
銅
器
的
製
作
工
序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大
步
驟
，
即
﹁
冶
煉
原
料
﹂
與
﹁
鑄
造
成
形
﹂
。

根
據
歷
年
來
的
考
古
發
掘
結
果
，
在
礦
區
之
中
出
現

古
代
的
﹁
冶
煉
遺
址
﹂
，
而
在
許
多
大
型
都
邑
的
遺

址
裡
發
現
﹁
鑄
造
工
坊
﹂
的
遺
存
，
因
此
至
今
皆
認

為
﹁
冶
煉
﹂
和
﹁
鑄
造
﹂
這
兩
項
工
序
並
非
在
同
一

地
點
執
行
，
而
是
分
開
兩
地
進
行
。
有
關
﹁
鑄
造
工

序
﹂
已
見
許
多
相
關
的
研
究
，
成
績
斐
然
，
於
此
不

再
贅
述
；
至
於
﹁
冶
煉
遺
址
﹂
則
因
有
一
大
型
遺
址

的
發
掘
，
也
就
是
本
文
所
介
紹
的
遺
址
，
進
而
對
於

古
代
青
銅
器
原
料
冶
煉
的
情
況
有
了
一
個
比
較
全
面

性
的
瞭
解
。

古
礦
冶
遺
址
的
發
現

時
間
應
回
溯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夏
秋
之
際
，
在
湖

北
省
大
冶
有
色
金
屬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員
重
新
探
取
銅

綠
山
豐
富
的
礦
藏
之
時
，
他
們
在
古
代
採
礦
的
井
巷

圖一　銅草花　江西省博物館劉詩中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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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之
中
，
發
現
銅
斧
、
銅
錛
、
木
槌
、
木
鏟
和
陶
罐
等

器
物
。
由
於
此
事
非
同
小
可
，
故
當
地
的
領
導
和
該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員
求
教
於
北
京
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專
家
。
看
到
出
土
文
物
和
出
土
狀
況
報
告
之
後
，
北

京
的
專
家
旋
即
南
下
與
當
地
的
文
物
工
作
者
一
同
進

行
初
步
的
調
查
，
也
至
此
展
開
了
長
達
十
餘
年
的
一

連
串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
即
正
式
科
學
考
古
發
掘
開
始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初
，
一
直
到
一
九
八
五
年
夏
，
才
確

立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大
致
的
範
圍
，
以
及
清
理
出

許
多
古
礦
冶
的
遺
存
。

銅
綠
山
礦
區
位
於
長
江
中
游
的
南
岸
，
緊
臨
大

冶
湖
畔
︵
圖
二
︶
，
面
積
約
為
七
點
八
平
方
公
里
，

地
勢
南
高
北
低
，
即
南
以
海
拔
六
六
○
公
尺
的
鹿
耳

山
，
北
則
以
標
高
十
四
點
五
公
尺
的
大
冶
湖
湖
底
為

界
，
中
間
為
丘
陵
地
帶
。
它
的
礦
床
由
十
二
個
大
小

不
等
的
礦
體
所
組
成
，
銅
礦
的
主
要
採
集
對
象
為
孔

雀
石
︵
圖
三
︶
、
自
然
銅
︵
圖
四
︶
和
藍
銅
礦
︵
圖79

圖四　自然銅礦（採自同前圖）

圖三　孔雀石礦

（採自《瑞昌文明掠影》 第6頁）

圖二　銅綠山礦冶遺址位置圖（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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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等
。

至
於
在
銅
綠
山
礦
區
的
古
礦
冶
遺
址
分
布
範
圍

則
約
為
二
平
方
公
里
︵
圖
六
︶
，
根
據
該
遺
址
的
遺

存
可
以
判
斷
它
是
一
處
結
合
採
礦
和
冶
煉
原
料
的
大

型
遺
址
。

採
礦
遺
址
又
可
分
為
﹁
露
天
開
採
﹂
和
﹁
井
下

開
採
﹂
兩
大
類
遺
址
，
﹁
井
下
開
採
遺
址
﹂
幾
乎
在

各
個
礦
體
皆
有
發
現
，
開
採
的
年
代
似
乎
可
以
上
溯

至
殷
商
，
一
直
到
西
漢
，
延
續
了
千
餘
年
，
礦
井
的

深
度
一
般
為
二
十
至
三
十
公
尺
，
甚
至
在
春
秋
時
期

出
現
深
達
六
十
四
公
尺
的
礦
井
，
其
採
礦
業
之
發
達

可
見
一
斑
；
﹁
露
天
開
採
遺
址
﹂
共
有
七
處
，
其
年

代
雖
尚
未
有
直
接
的
考
古
證
據
而
無
法
確
定
，
但
應

早
於
﹁
井
下
開
採
遺
址
﹂
的
時
間
。
而
﹁
井
下
開
採

遺
址
﹂
又
以
從
第
七
號
礦
體
所
發
掘
出
來
的
春
秋
時

期
礦
井
最
為
完
整
︵
圖
七
︶
，
成
為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博
物
館
的
重
要
展
示
。

冶
煉
遺
址
一
般
在
採
礦
遺
址
附
近
築
爐
冶
煉
礦

石
，
遺
留
下
大
量
煉
渣
、
許
多
爐
壁
殘
塊
、
煉
爐
遺

跡
、
石
砧
、
石
球
、
礦
石
、
木
炭
和
銅
錠
等
冶
煉
遺

物
。
根
據
這
些
遺
存
可
以
推
測
當
時
的
冶
煉
技
術
是

以
火
法
煉
銅
的
方
式
，
進
行
原
料
的
提
煉
。
其
中
最

令
人
矚
目
的
是
古
代
冶
煉
時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煉
渣

︵
圖
八
︶
，
由
於
它
們
平
均
含
銅
品
位
為
千
分
之
七
，

但
含
鐵
量
則
高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上
下
，
故
可
知
這
些

煉
渣
是
煉
銅
後
所
棄
置
的
。
堆
積
的
面
積
約
為
十
四

萬
平
方
公
尺
，
而
平
均
厚
度
約
達
一
公
尺
之
深
，
總

重
量
粗
估
為
四
十
萬
噸
左
右
，
根
據
它
的
重
量
估
計

當
時
所
提
煉
的
紅
銅
應
為
四
萬
噸
左
右
，
為
數
實
在

驚
人
。
煉
渣
呈
黑
色
薄
片
狀
，
表
面
上
有
波
紋
，
可

見
煉
渣
未
冷
卻
時
的
流
動
性
甚
佳
，
能
夠
順
利
地
自

煉
爐
中
流
出
來
，
去
除
礦
石
裡
的
雜
質
，
提
煉
出
純

銅
。

除
了
煉
渣
之
外
，
冶
煉
遺
址
最
重
要
的
遺
存
則

是
煉
爐
遺
跡
。
當
時
選
擇
了
兩
處
進
行
冶
煉
場
所
的

考
古
發
掘
，
其
一
是
礦
區
西
部
的
柯
錫
太
村
，
其
二

則
在
銅
綠
山
東
北
坡
的
第
十
一
號
礦
體
之
中
。
前
者

清
理
出
二
座
戰
國
時
期
的
煉
銅
爐
殘
體
，
而
後
者
則

發
掘
了
十
座
春
秋
早
期
煉
爐
遺
跡
，
同
時
也
發
現
大

量
與
冶
煉
相
關
的
遺
物
。
為
了
清
楚
瞭
解
古
代
冶
煉

技
術
的
發
展
情
況
，
考
古
學
家
根
據
這
十
二
座
的
煉

爐
遺
跡
和
其
遺
存
，
進
行
先
秦
時
期
煉
爐
復
原
的
研

究
︵
下
詳
︶。

古
代
礦
冶
的
復
原

考
古
遺
存
的
逐
漸
揭
露
似
乎
為
古
代
礦
冶
史
的

圖五　藍銅礦　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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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找
到
許
多
強
而
有
力
的
佐
證
，
相
關
的
學
者
不

斷
地
蒐
集
資
料
，
不
論
是
考
古
材
料
、
中
西
方
的
古

代
文
獻
，
甚
或
是
根
據
各
種
資
料
所
做
的
模
擬
實

驗
，
終
於
比
較
瞭
解
古
代
採
礦
和
煉
銅
的
情
況
，
以

下
針
對
採
礦
的
井
下
開
採
，
以
及
煉
爐
和
其
相
關
遺

跡
作
一
簡
單
的
復
原
敘
述
。

除
了
﹁
露
天
採
礦
﹂
之
外
，
礦
石
的
取
得
最
主

要
的
方
式
是
經
由
地
下
礦
井
所
開
採
的
。
由
於
淋
濾

作
用
，
礦
體
上
層
的
銅
元
素
已
經
氧
化
流
失
而
成
為

鐵
帽
，
也
就
是
富
鐵
礦
石
，
故
使
得
礦
體
的
銅
含
量

圖六　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分布範圍圖（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圖五）

圖七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之採礦遺址（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彩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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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上
而
下
逐
漸
變
富
，
開
採
地
下
資
源
則
是
藉
由
礦

井
的
開
鑿
而
完
成
的
，
而
礦
井
的
結
構
大
致
由
豎

井
、
馬
頭
門
結
構
和
平
巷
所
組
成
。
所
謂
豎
井
係
指

與
地
面
有
直
接
出
口
的
垂
直
巷
道
，
其
主
要
功
能
為

探
礦
、
礦
井
下
通
風
送
氧
以
及
運
輸
所
開
採
的
礦

石
；
而
平
巷
則
是
深
入
地
平
面
以
下
的
水
平
巷
道
，

是
用
來
採
礦
之
用
；
而
連
結
豎
井
和
平
巷
的
結
構
則

是
馬
頭
門
結
構
，
安
裝
在
豎
井
底
部
，
以
便
依
據
礦

脈
蘊
藏
的
位
置
而
開
拓
不
同
方
向
的
平
巷
。
經
由
此

三
類
結
構
的
結
組
，
西
周
時
期
礦
井
開
拓
的
深
度
約

為
二
十
至
三
十
公
尺
之
深
，
到
了
春
秋
時
期
，
開
拓

的
技
術
更
加
發
達
，
甚
至
有
礦
井
深
達
六
十
四
公
尺

左
右
，
而
戰
國
至
西
漢
時
期
所
開
拓
的
礦
井
一
般
在

五
十
至
六
十
公
尺
之
深
。

藉
由
考
古
資

料
整
理
與
研
究
，

學
者
們
重
新
繪
製

春
秋
時
期
的
礦
井

示
意
圖
︵
圖
九
︶
。

深
入
地
下
錯
綜
複

雜
的
礦
井
如
何
吐

出
其
所
蘊
含
的
寶

藏
呢
？
在
圖
九
的

左
上
方
繪
有
一
個

轆
轤
的
裝
置
，
在

當
時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提
升
工
具
，
它

作
為
運
送
礦
石
、

甚
或
礦
工
往
來
於

地
面
和
礦
井
深
處
的
工
具
。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博

物
館
仿
製
春
秋
時
期
的
轆
轤
，
將
其
當
作
模
型
陳
列

於
戶
外
︵
圖
一
○
︶
，
清
楚
呈
現
當
時
是
如
何
使
用

轆
轤
作
為
採
礦
時
的
提
升
工
具
。
然
而
在
許
多
考
古

採
礦
遺
址
之
中
，
最
具
震
撼
的
還
是
第
七
號
礦
體
所

發
掘
出
來
的
遺
存
，
即
前
述
圖
七
的
遺
址
，
不
但
完

整
，
且
井
巷
之
間
的
關
係
十
分
清
楚
。
它
的
東
西
長

約
四
十
公
尺
，
南
北
寬
約
二
十
公
尺
，
所
佔
面
積
足

以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在
深
入
地
下
數
十
公
尺
的
礦
井
中
工
作
，
其
危

險
性
可
想
而
知
，
故
通
風
、
排
水
和
照
明
等
設
備
必

要
經
過
巧
思
加
以
設
計
，
以
利
工
作
之
進
行
，
例
如

在
礦
井
底
部
加
熱
，
以
便
增
加
空
氣
對
流
，
令
新
鮮

空
氣
進
入
工
作
區
；
又
如
平
巷
中
鋪
設
水
槽
，
上
面

鋪
一
層
木
板
，
形
成
流
通
的
暗
槽
，
令
地
下
水
不
會

留
存
在
採
礦
的
工
作
區
，
減
少
採
礦
時
的
不
便
；
或

是
使
用
燃
燒
後
煙
塵
較
小
的
竹
簽
作
為
照
明
之
用
等

等
精
心
的
設
計
，
在
在
都
顯
示
了
當
時
礦
冶
從
業
人

員
的
智
慧
。

相
對
於
礦
井
環
境
的
惡
劣
，
當
時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也
因
應
礦
業
的
特
殊
需
要
，
朝
著
專
門
化
、
多
樣

化
、
複
雜
化
、
系
統
化
等
方
向
演
進
和
改
良
。
根
據

考
古
學
家
整
理
遺
存
，
將
所
發
掘
的
工
具
大
致
分
為

七
類
：第

一
類
：
探
礦
工
具
，
例
如
船
形
木
斗
、
木
杵

、
木
臼
等
。

第
二
類
：
挖
掘
工
具
，
例
如
銅
製
的
厥
、
錛
、

鏟
、
斧
；
鐵
製
的
斧
、
錛
、
厥
、

錘
、
鉆
、
耙
和
木
槌
等
。

圖八　煉渣　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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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春秋時期轆轤模型　筆者自攝

圖一一　船形木斗　春秋時期　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博物館藏　筆者自攝

圖九　春秋時期地下礦井復原示意圖

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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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類
：
鏟
裝
工
具
，
例
如
銅
鋤
、
鐵
鋤
、
短

柄
木
鏟
、
長
柄
木
鏟
、
木
鍬
、
木

欣
、
木
撮
瓢
等
。

第
四
類
：
選
礦
工
具
，
例
如
木
水
槽
等
。

第
五
類
：
排
水
工
具
，
例
如
木
瓢
、
木
桶
等
。

第
六
類
：
提
升
工
具
，
例
如
平
衡
石
錘
、
木
鉤

、
木
轆
轤
等
。

第
七
類
：
裝
運
工
具
，
例
如
竹
簍
、
竹
筐
、
竹

箕
等
。

其
中
裝
運
工
具
幾
乎
是
以
竹
製
品
為
主
，
而
從

第
二
類
至
第
六
類
工
具
的
考
古
出
土
品
來
看
，
木
製

的
工
具
為
數
甚
多
，
佔
有
很
大
的
比
例
。
當
然
，
在

第
二
類
的
挖
掘
工
具
之
中
，
木
製
工
具
與
金
屬
類
的

工
具
各
佔
其
半
，
而
後
者
在
挖
掘
工
具
之
中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
即
銅
製
工
具
和
較
晚
期
的
鐵
製
工
具
。
而

鐵
製
工
具
在
戰
國
早
期
已
占
金
屬
工
具
中
的
絕
佳
優

勢
，
生
產
量
也
隨
之
大
幅
提
高
。

上
述
工
具
的
形
制
至
今
仍
可
見
，
故
不
多
作
解

釋
，
但
其
中
最
饒
富
趣
味
的
應
為
船
形
木
斗
︵
圖
一

一
︶
。
此
探
礦
的
工
具
發
現
於
第
七
號
礦
體
的
遺
址

圖一三　第十一號礦體冶煉遺址六號煉銅爐輔助設施平面圖

（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圖八八）

圖一二　銅錠　湖北大冶湖邊出土

（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彩版三之2）



中
，
藉
由
這
一
類
工
具
得
以
鑒
別
礦
石
的
含
量
，
探

尋
富
礦
之
源
。
那
麼
，
如
何
使
用
此
類
工
具
呢
？
將

裹
有
泥
沙
的
礦
石
放
入
木
斗
之
中
，
在
水
中
淘
洗
，

其
所
使
用
的
原
理
則
是
重
力
選
礦
法
，
類
似
於
淘
金

的
方
法
。
由
於
泥
沙
較
輕
，
一
經
水
的
沖
洗
便
可
去

除
，
留
下
所
需
之
礦
石
。
學
者
專
家
曾
作
過
模
擬
實

驗
，
證
明
在
礦
井
中
探
礦
時
，
使
用
木
斗
鑒
別
礦
石

的
含
量
十
分
有
效
，
尤
其
是
借
助
礦
井
內
的
火
光
照

射
，
以
肉
眼
便
能
清
楚
地
看
見
淘
洗
後
的
氧
化
富

礦
，
如
孔
雀
石
等
。
經
由
這
樣
的
探
礦
程
序
，
有
經

驗
的
礦
工
能
夠
決
定
開
採
的
方
向
，
將
礦
井
的
開
鑿

導
向
含
有
富
礦
的
區
域
，
獲
取
最
大
量
的
銅
原
料
。

鑄
造
青
銅
器
的
原
料
必
須
將
地
下
挖
掘
出
來
的

礦
石
冶
煉
成
純
銅
︵
含
銅
量
超
過
百
分
之
九
十
一
以

上
，
如
圖
一
二
︶
，
方
可
運
輸
到
所
需
之
處
進
行
鑄

造
的
工
序
。
而
冶
煉
礦
石
的
地
點
自
然
也
離
不
開
採

礦
區
，
即
礦
石
在
採
礦
區
的
不
遠
處
就
地
冶
煉
。
以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而
言
，
有
時
古
代
的
採
礦
區
在

山
上
，
而
其
山
腰
或
山
腳
就
有
冶
煉
區
的
遺
址
。
如

前
所
述
，
從
冶
煉
遺
存
得
知
，
當
時
是
以
火
法
煉
銅

作
為
冶
煉
的
技
術
。
因
此
，
是
否
能
提
煉
出
精
純
的

銅
原
料
，
當
時
的
築
爐
技
術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也
是
後
代
學
者
努
力
復
原
的
重
點
。

第
十
一
號
礦
體
冶
煉
遺
址
所
出
土
的
十
座
春
秋

時
期
的
煉
爐
遺
跡
，
不
但
較
為
完
整
，
而
且
其
周
邊

的
相
關
工
具
和
輔
助
設
施
也
都
一
應
俱
全
。
綜
合
其

特
點
來
看
，
古
代
煉
爐
通
常
建
築
在
坡
地
之
上
，
找

一
個
地
勢
較
高
的
平
整
台
面
鑿
挖
出
一
個
平
底
坑
，

然
後
將
紅
色
黏
土
和
鐵
礦
粉
混
合
，
夯
築
成
煉
爐
的

基
底
，
再
在
此
基
底
之
上
構
築
整
座
煉
爐
，
其
高
度

︵
含
爐
基
的
部
分
︶
約
在
二
公
尺
上
下
；
再
者
，
許

多
爐
壁
的
遺
存
有
明
顯
的
補
爐
痕
跡
，
顯
示
出
每
座

煉
爐
曾
多
次
煉
銅
。
在
這
十
座
春
秋
時
期
煉
爐
的
出

土
遺
跡
之
中
，
以
六
號
煉
銅
爐
的
遺
跡
及
其
遺
存
，

最
足
以
說
明
春
秋
時
期
冶
煉
銅
礦
的
概
況
。

以
下
就
以
此
遺
址
的
平
面
圖
︵
圖
一
三
︶
和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博
物
館
所
展
示
的
模
型
︵
圖
一
四
︶

圖一四　第十一號礦體冶煉遺址六號煉銅爐模型

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博物館藏　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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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可
能
的
使
用
方
式
：
六
號
煉
爐
和
平
整
的
工
作

台
、
具
有
坡
度
的
台
坡
面
相
連
，
其
側
有
廢
棄
爐
渣

的
渣
坑
；
而
距
煉
爐
最
近
的
則
是
碎
料
台
，
長
、

寬
、
高
分
別
約
一
百
二
十
五
公
分
、
一
百
公
分
和
二

十
公
分
，
此
碎
料
台
的
中
心
作
為
石
砧
之
用
，
與
石

球
︵
如
圖
一
五
︶
同
時
使
用
，
作
為
整
粒
的
工
具
，

即
將
從
礦
井
中
運
來
的
礦
石
敲
成
大
小
較
為
一
致
的

尺
寸
，
以
利
投
入
煉
爐
、
提
煉
純
銅
。
石
球
的
大
小

約
為
直
徑
八
公
分
，
甚
至
有
些
石
球
有
所
凹
陷
，
適

於
手
握
，
以
利
礦
石
之
整
粒
工
作
。

和
泥
池
的

位
置
也
離
煉
爐

不
遠
，
可
以
分

為

北

坑

和

南

坑
，
坑
內
分
別

裝
有
高
嶺
土
和

紅
色
黏
土
，
都

是

築

爐

的

材

料
。
從
現
存
的

爐
渣
得
知
當
時

冶
煉
銅
礦
的
溫

度
約
達
攝
氏
一

千

二

百

度

左

右
，
而
爐
壁
雖

是
由
紅
色
黏
土

加
上
提
高
煉
爐

強
度
和
使
用
壽

命

的

材

料

築

成

，

如

鐵

礦

粉
、
石
英
碎
屑
、
木
炭
粉
等
，
但
從
現
存
的
爐
壁
殘

塊
來
看
，
其
內
層
通
常
都
是
一
層
焦
黑
並
出
現
起
泡

後
的
孔
洞
︵
圖
一
六
︶
，
顯
示
曾
經
受
過
極
高
溫
度

的
洗
禮
。
因
此
，
煉
爐
內
部
必
須
敷
上
一
層
耐
火
的

材
料
，
例
如
在
考
古
現
場
所
發
現
的
高
嶺
土
，
那

麼
，
煉
爐
就
比
較
可
以
耐
高
溫
，
將
融
點
高
達
攝
氏

一
千
零
八
十
三
度
的
純
銅
提
煉
出
來
，
而
煉
爐
則
不

至
於
因
無
法
忍
受
高
溫
的
煎
熬
而
損
毀
。
因
此
，
在

煉
爐
附
近
可
以
看
到
殘
存
著
築
爐
材
料
的
和
泥
池
實

不
足
為
奇
。

圖一六　爐壁殘塊　春秋時期

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博物館藏　筆者自攝

圖一五　石球與石砧　春秋時期

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博物館藏　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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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考
古
出
土
的
煉
爐
殘
跡
，
在
冶
鑄
史
專
家

盧
本
珊
、
華
覺
明
等
諸
位
先
進
不
斷
的
模
擬
實
驗
之

下
，
拼
湊
出
可
信
度
極
高
的
復
原
爐
︵
圖
一
七
︶
。

一
座
煉
爐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即
爐
身
、
爐

缸
、
爐
基
。
爐
身
是
指
自
風
口
以
上
的
部
分
，
也
就

是
有
投
銅
口
︵
圖
一
八
︶
和
壁
爐
的
部
分
。

爐
缸
則
是
指
風
口
以
下
至
風
溝
以
上
的
部
分
，

其
截
面
近
乎
橢
圓
形
，
長
軸
兩
端
各
設
一
風
口
，
通

常
以
對
稱
方
式
設
置
，
風
口
略
向
下
傾
斜
，
如
此
，

令
缸
內
受
風
均
勻
，
爐
內
炭
火
和
原
料
才
能
充
分
燃

燒
、
融
溶
和
反
應
︵
因
為
當
時
的
火
法
煉
銅
是
以
內

熱
法
加
溫
，
即
將
木
炭
投
入
爐
缸
內
燃
燒
，
以
提
煉

礦
石
為
原
料
︶
。
在
爐
缸
前
壁
設
有
一
個
拱
形
的
金

門
，
主
要
用
來
排
放
冶
煉
完
成
後
的
煉
渣
和
具
有
純

度
極
高
的
銅
液
。
就
是
因
為
有
了
金
門
的
設
置
，
冶

煉
工
作
一
旦
完
成
，
欲
取
出
煉
爐
內
的
原
料
無
需
打

破
整
個
煉
爐
，
只
要
將
在
爐
缸
前
壁
的
金
門
鑿
開
，

就
可
以
取
出
原
料
，
煉
爐
只
需
稍
加
修
補
，
就
可
以

重
覆
使
用
了
。
此
外
，
金
門
還
有
開
爐
點
火
的
作

用
。

圖一七　春秋時期煉銅豎爐復原圖

（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附錄三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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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
基
是
指
從
基
礎
到
風
溝
的
部
分
，
而
爐
缸
則

架
設
在
風
溝
之
上
，
它
通
常
呈
T
字
形
，
或
是
十
字

形
，
令
爐
缸
下
部
形
成
空
腔
，
不
但
可
以
防
潮
，
而

且
當
停
止
冶
煉
時
，
可
在
風
溝
內
燒
炭
加
溫
，
以
避

免
爐
缸
凍
結
以
及
利
於
重
覆
使
用
同
一
個
煉
爐
。

小
結

十
餘
年
的
考
古
成
果
似
乎
可
以
勾
勒
出
先
秦
以

前
冶
煉
工
藝
的
大
致
輪
廓
：
從
礦
井
、
煉
爐
，
一
直

到
其
間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和
其
規
模
，
遙
想
當
年
的
礦

冶
業
必
然
是
耗
費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的
獨
佔
事

業
，
想
像
著
戰
敗
的
俘
虜
、
地
位
卑
微
的
奴
隸
以
極

簡
單
的
工
具
，
冒
著
生
命
的
危
險
，
在
深
幽
的
礦
井

內
胼
手
胝
足
地
工
作
。
他
們
將
深
藏
於
地
下
的
寶
藏

挖
掘
出
來
，
然
後
冶
煉
成
珍
貴
的
原
料
，
造
就
出
燦

爛
無
比
的
青
銅
時
代
。

參
考
書
目

朱
漢
盛
，
︽
瑞
昌
文
明
掠
影
︾，
二
○
○
○
。

孫
淑
云
︵
主
編
︶
、
李
延
祥
︵
副
主
編
︶
，
︽
中
國
古
代
冶
金

技
術
專
論
︾
，
北
京
：
中
國
科
學
文
化
出
版
社
，
二
○
○

三
。

黃
石
市
博
物
館
編
著
，
︽
銅
綠
山
古
礦
冶
遺
址
︾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

劉
詩
中
︵
編
著
︶
，
︽
中
國
青
銅
時
代
採
冶
鑄
工
藝
︾
，
南

昌
：
江
西
科
學
技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七
。

劉
詩
中
，
︿
長
江
中
下
游
地
區
先
秦
銅
礦
研
究
﹀
，
︵
台

北
：
︽
中
國
南
方
文
明
學
術
討
論
會—

慶
祝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成
立
七
十
五
週
年
︾
，
二
○
○
三
、
十

二
、
十
九—

二
十
︶。

劉
詩
中
、
李
榮
華
，
︿
銅
嶺
古
銅
礦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一
一
六
︵
一
九
九
二
、
十
一
︶，
頁
八
○—

八
九
。

盧
本
珊
、
華
覺
明
，
︿
銅
綠
山
春
秋
煉
銅
豎
爐
的
復
原
研

究
﹀，
︽
文
物
︾
一
九
八
二
：
八
。

蘇
榮
譽
、
華
覺
明
、
李
克
敏
、
盧
本
珊
︵
著
︶
，
︽
中
國
上

古
金
屬
技
術
︾
，
濟
南
：
山
東
科
學
技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

圖一八　煉爐遺跡（中間正上方的黑色區塊即為投銅口）湖北大冶銅綠山第十一號礦體　

冶煉遺址出土　（採自《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圖三七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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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是皇帝批閱大臣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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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知道了。本展覽是「君臣對

話：硃批奏摺展」延續性展覽，以

康熙皇帝御筆書寫漢文「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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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來大略以實用及啟蒙的角

度來看待古籍附圖，至明中晚期以後

因畫家的加入及社會風氣的改變，插

畫被當成藝術品來苦心經營，成就中

國版畫史上的非凡時代。入清以後，

雖然戲曲、小說出版風氣不若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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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書籍插畫，也頗具特色，本次

展出精選院藏各類古籍，依書籍內容

概分成故事、生活、風景、人物等四

單元，包括傳統木刻本、手繪本及石

印本，期能展現中國古籍的多元風

貌。

展覽地點：本院204陳列室
展覽日期：民國93年6月3日起
開放時間：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圖話此人間 ─院藏圖籍精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