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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接到华道安先生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中译本作序的嘱托时，惶恐不

安 ， 本人的学识和资历皆不足以作写序之人，思前想后 ． 恐怕唯一的理由就是华道

安先生受聘为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高端外籍教授期问，两人合作开设冶金考古课程

和共同培养硕、博士研究士而结下的缘分吧 ，

华谴安 ( Donald B. Wagner ) 教授 ， 丹麦人 ， 世界著名的冶金考古学者。 1943

年出生于加拿大 ， 后随父母移居美国 。 1965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专业学士

学位， 1968年回丹麦定居并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 1972一1974

年赴日本东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进修。 1 976年获得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学

位， 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华递安教授先后在丹麦、美国、英国、德团、中国等多

所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任职 ， 从事冶金考古的教学、科研工作 华递安教授主要致力

于中国早期铁器与冶铁技术以及 中 国古代数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 迄今已发表论文

60余篇 ， 出版著作 15部 。

华道安先生本科时攻读数学专业 ， 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数学史 。 1 978

年 ． 受中国青铜技术史学者Noel Barnard教授的影响 ． 年轻的华道安被中国古代辉

煌灿烂的钢铁技术所吸引，义无反顾地开始转攻中国钢钦技术史 ． 从此踏上了探索

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的漫漫学术征途。 1981 年起 、 华递安先生又师从V. F. Buchwald 

教授系统学习冶金学 ， 同年 ， 与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爵士结缘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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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

? 
年．受邀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卷》的编写 。 该书英文版巳于2008年出版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11: 

Ferrous metal/叩守，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一书是华道安教授倾注心血的著作，早在20世纪80

年代就已成稿 ． 后因新材料的发现而不断地修改完善，一直到 1990年才最终定稿 ．

1993年得以出版

本书虽然成书于20多年前，但华道安先生的研究视野、方法与研究结果仍然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n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特别难得的是先生对中国古代文献

的解读能力和对考古出土材料的敏锐把握，与许多西方学者以金相显微镜、成分分

析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冶金相比，其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和科学。 华先生深厚的古代

文献功底、严谨细致的研究态度．不得不让我们由衷地对这位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古

代钢铁技术史的西方学者充满敬佩之情。

由于原书成书较早，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不断涌现，部分章节的材料阑

述和研究有些过时因此，华先生专门叮嘱译者对原书的部分内容做适当删减。为

此，译者对第一、二、三章的内容做了部分删减．第四至七章则全文翻译。

中文版第一章从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两方面入手对我国出土的汉代以前铁器

做了系统地梳理。围绕铁器种类和铁器集中出土的遗址，如江陵雨台山楚墓、易县

燕下都M44等展开了详细地讨论。 本章不仅对我国出土早期铁做了详尽地统计与研

究，还结合文献材料讨论了各种铁器的实用性及其对早期社会变革的意义。

第二章王要根据文献材料讨论我国古代铁器的生产情况。 特别是通过对《史

记》《汉书》《盐铁论》《山海经》《华阳国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的解读，对古

代铁矿分布以及汉代盐铁官营前后的铁器生产做了深入地研究，并与西方的冶铁生

产体系进行了对比

第三章与第四幸基于柯俊、韩汝坋、李京华、华觉明等我国老一辈冶金工作者

所发表的材料，从冶金学的角度对熟铁、钢铁以及生铁分别进行了讨论 。 以辩证的

角度对早期的金相检测方法与研究成果做了中肯地评论 ， 不仅表达了对前人成果的

高度赞赏，同时也对早期研究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本书译者李玉牛早年移居加拿大，本科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09年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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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专业攻读冶金考古方向硕士学位， 2014年入英国埃克塞

,1 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习 巳 李玉牛具备优秀的中文与英文能力，特别是冶金考古的专业

能力确保了本书的翻译质匮C

80 华道安先生《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助于我国冶金考古工

作者了悟认识西方学者在此领域的成就，也有助于促进中国与西方考古学界的深入

交流，也借此希望将来能有更多高水平的冶金考古著作互译出版已

具
献
分
代
古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李映福

2017年7月 31 日 于川大花园

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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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古
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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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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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译
圈
者

初见华道安先生是在201 2年，四川大学与成都博物院等单位在成都召开的”四

川盆地及中国古代早期冶铁与中国古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华道安先生作为

大会的主旨发言人为与会来宾讲述了他对于中国早期铁器的相关研究。

会议期间，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与华道安先生有了更多的交流。 也是自那时

起，有了将其英文著作译为中文以便国内同行及学生可以参考学习的打算。 华道安

先生首推的便是这本Iron and steel in an cient China。 该书是 1993年出版的著作，虽

然成书于20 多年前 ， 但其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 我

便在此次会议之后开始了对该书的翻译工作。

英文原著由荷兰莱顿E. J. Brill出版社于 1993年印届1] 出版，全书共589页 ， ISBN:

9789004096325 原书总共八章9 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中文版将第一、二、三及八

章从译本中删去。 其中，第一章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历

史背景与考古工作开展情况，原本主要是针对英文读者 ； 第二部分对中 国青铜器起

源问题做了一定的讨论 ｀ 但随着1993年之后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梅建军

先生的大怔相关研究表明 ， 当时的不少观点现在看来都巳过时。 作者在原书的第二

与第三章中，尝试提出并论证了早期铁器有可能是在 中 国东南部独立起源的 ， 而根

据近年来三门峡以及新疆等地出土的铁器材料与相关研究看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

的。 而第八章是中文习惯 中的致谢与后记部分 ， 与原书的主要内容相关性不大口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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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忭

译本翻译原书的第四至七章共258页 ， 其中第四章（译本第一章）是对历年考

古出土的早期铁器材料的系统梳理；第五章（译本第二章）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讨

论汉代以前的冶铁工业与铁器制造业者；第六与第七两章（译本第三、四章）是对

金相学一些基础知识的介绍以及相关铁器的金相研究 J

关于翻译中的一些原则与问题的说明：

书中的引文部分，其外文引文尽怔保留原文．以便有兴趣的读者查询原著，只

对页码进行了翻译，以作统一。 由于资源所限，一些引文使用的版本与原书略有不

同特别是古籍类 ， 原书多引用四部丛刊版，有的我未能找到原版本的，在翱译中

则优先选用中华书局版或其他中文经典版本并做了注释。

四 英文、中文、日文、德文等都桉源语言规范进行引文如果外文引用中包含简

为 体中文标注的页码．则表示文章部分所引页码。 如：

时 Massari, S. C. 1938. "The properties and uses of chilled iron", Proceedings of珈

安 American Society far兀tingMetals, 38: 217-234. 第217 、 233觅

虽 文穿页码为217-234页，中文标注页码表示引自 2 17与 233页

我 引文中连续时间的解释，如：

八
历
起
军

Vogel, Otto 1917-20'Lose Blatter aus der Geschichte des Eisens', Stahl und E如

1917, 37.17: 400-404; 37.22: 521-526; 37.26: 610-615; 37.29: 665-669; 37.31: 710-713; 

37.33: 752-758; 37.50: 1136-1142; 37.51: 1162-1167 + Tafel 30; 1918, 38.9: 165-169; 

38.13: 262-267: 38.48: 1101-1105; 38.52: 1210-1215; 1919, 39.52: 1617-1620; 1920, 

40.26: 869-872. I- III , IX, X:'Zur Geschichte des Giessereiwesens'; IV-VIII:'Die 

Anfange der Metallographie'; XI-XIV:'Zur Gcschichte der Tempergiesserei'. 

根

立 表示Vogel Otto 这一篇文章属于连载性质，如 1917年在Stahl und Eisen第37卷 17

期，第400-404页；同年第37卷26期，第610-615页．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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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

? 
译文中有部分引文中出现作者单位（作者名），括号内为文章的执笔者，其实

这种引文方式既不符合东方习惯，也不符合西方习惯 。 之所以这么用，是因为我在

翻译过程中查找资料时发现先生在引文中基本是按照西方的习惯将执笔者作为文章

作者，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杜弗运）： 《一批隋唐墓出土铁器的全相

鉴定》， 《考古》 199 1年第 3期 。

文章由杜弗运执笔，而我按照中文习惯添加单位名称，以后也就顺便保留了执

笔者的名字。

而关于一些名词的翻译，我尽扯保留了华递安先生使用的英文，以便读者对

照 这样在对某些专业词汇可能存在翻译不当的时候．可以方便读者自行理解。 在

某些不固定的词汇翻译上、也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 有一些词汇的翻译，在原报

告或原文中便存在混乱的情况．如＂插＂与“香＂的使用等，我在翻译过程中便做

了统一 ， 部使用“锤＂ 其他所有注释及引文都尽量对照并引用原文 ， 所有译者注

都在注释中做了区分

翻译过程中一直得到华道安先生的帮助 。 我经常通过邮件向先生请教翻译中

遇到的问题，先生总是会给子我及时而细致的回复。这几年在中国成都、英国剑

桥与埃克塞特等地我与先生又见过几次面，讨论了许多翻译中的问题 ． 先生也为

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希望能在译本中尽可能地将先生的原意传达给

中文读者L

翻译的工作虽然在20 13年便巳基本完成，但因为个人原因 ． 一直没有将出版

事宜提上日程。 直到20 16年底得到恩师李映福老师的大力帮助，才将此事落实下

克近来又洽逢博士论文撰写的最后阶段，一拖再拖又是几个月的时问，实在感

觉惭愧。

书中部分表格的翻译和绝大部分附录的查找得到了匹川大学左风英同学的帮

助。 书稿的编辑与校对获得了丹麦范岁久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 ！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夫人黄豌 ． 不仅因为本书所有的图片都是由她帮我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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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实 描并处理的，更因为在生活中她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在

章 谬误之处应属本人翻译问题，也欢迎读者来信指正。

相

执

对

在

报

做

注

中

剑

为

给

版

下

感

帮

扫

李玉牛

邮箱地址 ： ynl20 l@execer.ac. Ltk 

2017年3月 19 日星期日 17:41

于英国埃克寒特大学Laver bui lding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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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作者序

欣闻自已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我感到十

分荣幸。 中文版的绝大部分内容我都亲自读过，玉牛的翻译也是相当到位的 。 应我

本人的建议，我们按照中文读者的习惯对全书结构进行了改动，删掉了部分中文读

者非常熟悉、仅是有助于英文读者了解中国相关背景的介绍。

另一方面，本书英文版成书于25年前 。 这20多年间不断出现的新考古材料，证

明原书中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 因此，我们在原有的八章内容中翻译了其中的第四

到第七章e

原书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背景并提出青铜冶炼独立起源于中

国的观点 。 而近些年梅建军先生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该观点并不成立。 第二

章中提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可能独立起源干中国东南部的吴国 。 然而，根据目前在

新疆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材料表明，中因古代冶铁技术极有可能是独立起源于新

疆或是源千某西方的非中原文化体系。 而以第二章观点为基础的第三章也就没有翻

译的意义了 。 笫八章主要基千第一到第三章的过时结论，放到25年后的今天来看，

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原书第四和第五章（中文版第一和第二章）中的内容，并没有随养新材料的发

现而有太多的变化。 第六和笫七章（中文版第三和第四章）主要涉及华觉明、李京

华、柯俊、韩汝坋等第一代中国冶金考古工作者所发表的研究成果。 中因的年轻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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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考古学者们大多也以他们的研究思路与结论为方向 ， 而少有学者进行新方向的拓

展。 这两章详细阐述了冶金考古所涉及的必要冶金学知识，特别是针对那些具备一

定化学基础且习惯于技术性思维的读者。 当然，我希望其他读者也能够从中获益。

我由衷希望此中文译本能对那些感兴趣 ． 或即将致力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研

究的同学们有所帮助。

Donald 8. Wagner 华道安

2017年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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