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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叠铸法铸钱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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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叠铸工艺在汉初的半两钱 、王莽时期和东汉的钱币铸造中得到应用 ,成为东汉至母钱翻砂法铸钱出现之前

的一种主要铸钱方法 。对叠铸法铸钱的相关遗物进行了分类统计 ,其中发现最多的是金属制范盒 ,其次是在烘范

窑内出土的叠铸范。采用 射线荧光光谱仪对 件汉代货泉叠铸金属制范盒进行了成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合

金成分为以铜 、锡 、铅三元素为主 。锡含量集中在 一 之间 ,锡的成分是有固定的配比 ,表明王莽时期货泉叠

铸金属制范盒的制作应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铅的含量在 一 区间内。这种铜 、锡 、铅的成分配比保证

了金属制范盒具有一定的强度 、硬度和耐磨性 ,并使文字和轮廓清晰。通过对叠铸法铸钱过程的模拟试验 ,探讨了

叠铸法在西汉早期被用于铸钱后 ,却未能在西汉中晚期上林三官铸钱中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 叠铸法的生产效率

不能与金属范铸造相比 ,叠铸法不能满足中央政权统一大批量 、快速 、低成本铸钱的需求。叠铸法铸钱能够保证所

铸造钱币的质量 ,王莽时期对钱币质量的要求是叠铸法在王莽时期重新得到应用和发展的原因。与平板范竖式浇

铸铸钱工艺中陶范铸钱相比 ,叠铸法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和较低的生产成本 ,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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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言

叠铸是用金属制范盒反复翻制出多件泥范 ,将泥

范叠合起来 ,组装成套 ,外用草拌泥加固 ,从共用的浇

口杯和直浇道中注人金属液 ,一次浇注就能得到数十

至数百件钱币的一种铸钱工艺。在汉初的半两钱 、王

莽时期和东汉的钱币铸造中得到应用 ,成为东汉至母

钱翻砂法铸钱出现之前的一种主要铸钱方法 。

叠铸范有单面范和双面范两种 。单面范 ,一面

有型腔 ,另一面为素面 。两汉时期的叠铸范现所见

皆为单面范 。半两是一种平背钱 ,钱背没有内外郭 ,

铸造时没有与背范组合的问题 ,所以 ,叠铸陶范素面

的一面即可作为另一件叠铸范的背范 ,半两金属制

范盒不需要型腔的对称设置和合范定位的桦卯设

置 。五锋 、大泉五十 、货泉等金属制范盒中的钱币型

腔往往同时具有钱币的正 、反两面 ,设计为沿中轴线

左右的高度对称 ,这样用一件范盒制作出来的叠铸

范亦为单面范 ,使用时只需将有型腔的一面两两合

起就可组成一组组的钱范 。因此 ,制作五蛛 、大泉五

十和货泉等这样的叠铸范要比制作半两叠铸范复

杂 ,技术要求也高 。

双面范是指一片范的正 、背面都有型腔的铸范 ,

型腔沿中轴线对称 ,使用时只需将双面范的正面和

另一双面范的背面组合 、并以此叠加起来就可组成

一组钱范 ,这样 ,就可以节约一半的范片和制范时
间 ,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成本 。所以 ,双面

范在技术上比单面范更进了一步。南北朝时期的叠

铸范多采用这种双面范 ,表明叠铸技术在当时得到

了新的发展 。

年河南温县烘范窑内东汉时期的 多

套叠铸范被发现 ,其中 多套基本上完整 ,主要用

于铸造车马器 ,为研究汉代叠铸技术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 ,极大地促进了叠铸工艺的研究 ,文献 「 通过

这些叠铸范的分析与研究 ,对叠铸法进行了详尽的

工艺分析 。韩士元在 “新莽时代的铸币工艺探讨 ”

一文中将叠铸陶范称为 “花树型 ” ,并对叠铸法铸钱
的工艺进行了讨论 〔'〕,其过程为 制作木模型 、制作

铸造金属型范的陶范 、金属型范 、制作叠层浇铸的陶

范 、焙烧陶范和浇铸 。文中所称的 “金属型范 ”即为

本文中的 “金属制范盒 ” 。这些研究揭开了叠铸法

铸钱的工艺过程 。

在对叠铸法工艺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根据叠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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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铸钱的工艺过程对汉代相关遗物进行了分类统

计 ,以了解叠铸法在汉代的发展 采用 射线荧光光

谱仪首次对金属制范盒进行了成分分析 ,以了解金属

制范盒的性能 并通过对叠铸法铸钱过程的模拟试

验 ,探讨了叠铸法在西汉早期被用于铸钱后 ,却未能

在西汉中一晚期上林三官铸钱中得到发展的原因。

汉代叠铸法铸钱遗物概况

汉代叠铸法铸钱的相关遗物可分成四类 铸造

金属制范盒的陶范 ,金属制范盒 ,叠铸范 ,叠铸法铸

钱的浇道 。其中发现最多的是金属制范盒 ,其次是

在烘范窑内出土的叠铸范 。

铸造金属制范盒的陶范

铸造金属制范盒的陶范分为陶面范和陶背范两

类 , 件陶面范分别出土于西安市北郊和好汉庙 ,

件是大泉五十阴文陶范 , 件是货泉阴文陶范 ,皆残

片 ,见图 '决件陶背范分别出土于陕西户县钟官
铸钱遗址和好汉庙铸钱遗址 ,见图 〔 ' 〕。由此

可知金属制范盒的铸造是由 块陶范组成铸型 ,分

型面设在金属制范盒边框的顶部 ,浇口设在金属制

范盒边框的侧边 ,设一个浇口 ,未设冒口。上海博物

馆收藏的一件大泉五十金属制范盒 图 ,还残留

着浇道和分型面上的披缝 ,可以相互佐证金属制范

盒的铸造工艺 。

图 西安市北郊和好汉庙出土的铸造金属制范盒的陶面范

西安市北郊出土 西安市好汉庙出土 西安市好汉庙出土

一

' 叭 〔 , ,

, ,

图 陕西户县钟官铸钱遗址和好汉庙出土的铸造金属制范盒的陶背范 '〕'州 〕̀

户县钟官铸钱遗址 ,标本 〕 户县钟官铸钱遗址 ,标本 西安好汉庙遗址

一

。 一 《, , 。〕 ` 〔

《 , ,

金属制范盒

汉代的金属制范盒发现和出土的都较多 ,主要

可分为西汉早一中期的半两 、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 、

货泉 、货布等和东汉时期的五抹 ,以王莽时期的金属

制范盒数量最多 。西汉早期的榆荚半两制范盒以圆

盘形为主 ,直浇道居中 ,钱币模型呈环状分布在直浇

道的周围 图 、 西汉中期的四株半两制

范盒有盘形也有长方形 ,盘形的制范盒继承了榆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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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两的形制 ,长方形的制范盒已改变了环状分布的

特征 ,钱币模型呈两行分布在浇道的两侧 ,不论是盘

形还是长方形 ,每片陶范上铸钱的数量都减少 图

、 ' 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 、货泉 、货布等金属

制范盒以长方形的形制为主 ,按每片陶范铸钱的数

量分为一范 件 、 件 、 件 、 件钱模等 ,以货泉为

例 ,其形制见图 ' 一 ,对 《新莽钱范 》 一之一书

中货泉金属制范盒统计表明以一范 件的金属制范

盒为主 表 东汉时期的五株金属制范盒沿袭了

王莽时期的形制 。

根据已发现的金属制范盒 ,可知叠铸工艺在汉

代的发展 在西汉早期已被使用在榆英半两的铸造

仁,西汉中期的四株半两承继了叠铸法的铸钱工艺

西汉中一晚期 ,未发现叠铸法用于铸造郡国五株和三

官五株 ,铸钱以平板范工艺中一金属面范与陶背范

合范铸钱为主 在王莽早期叠铸法重新被用于铸钱 ,

与金属范铸钱同时并存 ,王莽晚期 ,叠铸法又取代金

属范成为铸钱的主要方法 东汉时期 ,承袭了王莽晚

期的叠铸法铸钱工艺

图 海博物馆收藏大泉五 金属制范盒

一 、 一 、 」 一一。〕〔飞 ,

。一

表 《新莽钱范 》一书中货泉金属制范盒统训

,̀ , , 〔,〔 、 , , 、·, 、 ,

一 姗 冷 一 ` 、 角 幽

一范 一范 一范 一范 范
件 件 件 , 件

数抢 】

吵了占比例 铸 一

图 西汉半两金属制范盒 ”

《小校经阁金文》卷 一四 “汉榆美半两泉范二 ” 榆荚半两 , 《薰斋吉金录》“范七” 四株半两 , 《小校经阁金义分卷 四咚

四钵半两 , 《小校经阁金文 》卷一一四图

长一, 、 一 、 、

、, 拜 一 ,̀一, 、 , 。、 , 一 , 、 。一 , 》̀ 。 ,̀

、

、, 刀 , 。 、〕 弓 , , 《 、 , 卜 , , 、̀ , 。飞, 、 ,̀

一 弓、 、、一 、 。一比一 一̀、 一̀

一 川 只工 川 〔川 , 、 、, 、一 一 , 一`

, , ,̀ 。 , ,,

了严瘾全

鹭喻淤 一̀
呱 二 衅

图 货泉金属制范盒 ' ”

、。 《 。,` 、, ,̀ , 、 ,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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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铸范

出土大量铸钱叠铸陶范的有 处 西安北郊郭

家村 和三九村 〔 ,两地相距不远 。陶范都是用于

铸造 “大泉五十”钱币的 ,皆出土于烘范窑内。

年 月西安北郊郭家村发现新莽时期烘

范窑 ,窑室中出土了多套叠铸范 ,其中完整的大泉五

十钱范有 套 ,高达 ,由 组 、 片范叠合组

成 ,每组 枚型腔 ,一套可铸 枚钱币 一至六层

近于完整的有 个 ,保留着钱的轮廓的残片有千

余块 图 。

年 月西安北郊三九村共计出土了 套

叠铸范 ,有每组 枚型腔和 枚型腔两种 图 ,其

中完整的一套 枚型腔的叠铸范高 ,单片的陶

范厚 , 片陶范组合后厚 ,据此推测该

套陶范由 组 、 片陶范叠合组成 ,可铸钱 枚

个型腔 组 组 , 因此 , 三九村出土的 套

叠铸范推测总计可铸钱 多枚 。

图 西安北郊郭家村出土单片的叠铸范一'〕

一

铭 , 芜' ,

图 西安北郊三九村出土成套的叠铸陶范和单片的叠铸范 」

一 。 , , , ,、

叠铸法铸钱的浇道

目前发现的叠铸法铸钱的浇道有户县汉钟官铸

钱遗址发现 的以叠铸法铸造半两钱 币的浇

道「“版四一、西汉建章宫遗址发现的叠铸法铸钱的

浇道一」和陕西耀县与五抹叠铸范同时发现的叠铸

法铸钱的浇道一 '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 件以叠铸

法铸造半两钱币的浇道 图 ,从残留的浇道可以

看出 ,每层铸钱 枚 ,型腔的设置与图 四株半

两金属制范盒相似 。

根据以上出土的文物可知叠铸法铸钱的过程为

图 以陶范铸造法铸造金属制范盒 ,铸型由

块陶范组成 ,设一个浇口 ,未设 冒口 用金属制范

盒制作叠铸陶范 陶范叠合成套 ,上设浇口杯 ,外

糊草拌泥固定 陶范人窑内焙烧 ,出窑后浇注金属

液 ,得到带浇道的钱币

图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以叠铸法铸造半两钱币的浇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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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叠铸法铸钱过程的相关文物

制作陶范 铸造金属制范盒 叠铸陶范 陶范组合成套 铸钱

、 〔、 〔、一、· 二 、·

一 一 ,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拜 一川 一。一一一 一、̀

一 只 注 、 、

金属制范盒的成分分析

金属制范盒的成分分析是在上海博物馆馆藏参

考品中挑选出表面腐蚀较轻的金属制范盒 ,在背面

或侧面轻轻打磨去表面腐蚀层 ,进行基体成分分析 。

课题组获准了对 件货泉金属制范盒的分析 ,由于

其中 件锈蚀较重 ,所以只对 件藏品进行了局部

表面除锈处理 ,在能量色散荧光光谱仪下进行了成

分检测 ,结果见表 ,成分分布图见图 。分析结果

表明这 件制范盒的成分是以铜 、锡 、铅三元素为

主 ,另含少量的杂质元素 锡的含量变化不大 ,集中

在 一 区间之内 ,平均值为 ,锡的成分有

固定的配比 ,表明王莽时期货泉叠铸金属制范盒的

制作应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铅的含量分布在

三个区域 一 、 一 和 ,平均值为

。 含量的锡能够增强铜的强度 、硬度和耐磨

性 ,较高的铅含量能够增加青铜在铸造成形时的流

动性 ,提高青铜的致密度 ,有利于得到文字和轮廓都

较清晰的金属制范盒 。

因此 ,金属制范盒的成分是按一定的比例配置

铜 、锡 、铅的含量 ,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度 、硬度和耐磨

性 ,并保持文字和轮廓清晰 。

勺

几 ”

二 , 。
资 二

料 吕 毛

图 货泉金属制范盒成分分布图

` , 、 、一一

一 、 、 一

表 用 分析检测货泉叠铸制范盒的基体成分

、 , · 一 拜 一

藏品号

乃住住。丘又象 住

巧生牛今

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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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铸法铸钱的模拟试验

课题组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泉五十金属

制范盒 图 为基础 ,在实验室内对叠铸法的铸钱

工艺进行模拟试验 。过程如下 图

用金属制范盒制作泥范。制范时 ,将金属

制范盒置于平板 ,盒内洒石粉或草木灰作脱模剂 ,

切割下一块与制范盒内尺寸相当的泥片 ,放人制范

盒内 ,用力按压泥料 继续加泥料至高出制范盒 ,春

紧 ,缓慢阴干至泥范具有一定的干强度后 ,刮平制范

盒上的泥片 ,翻转脱模 ,泥范上已复印出钱模型腔与

浇道 以同样的工序重复制作多片泥范 ,范片两两组

装 ,叠合 ,制作浇口杯 ,再糊上草拌泥即成为成套铸

范二

由于泥料在金属制范盒内需要一个缓慢干燥

收缩的过程 ,才能从金属制范盒内取出 ,模拟试验

中制作一片叠铸泥范约需要 一 个小时 ,试验中

同时采用相同的 个金属制范盒同时制作叠铸泥

范 ,以 片 组叠合成一套 ,时间约需要 个小

时 ,如果按郭家村出土的一套大泉五十叠铸范由

片 组叠铸范计 ,需要约 小时 。如果为了

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采用 个金属制范盒 ,一套叠

铸范的制作时间可缩短为 小时 〔因此 ,完成一

套叠铸范的制作 ,需要较长时间 ,这是由陶范铸造

的特点所决定的 。

叠铸范的焙烧和浇注 。完成组装的叠铸范

还需继续阴干数天后人窑焙烧 。温县烘范窑保存较

完好 ,由火膛 、窑室和烟囱组成 ,是一种结构简单

的地坑式烘烤炉 。模拟试验中采用的是电炉 ,将

成套的叠铸范放人炉内 ,逐段加热保温 ,直至升温

到 ℃ ,保温较长时间使范烘透 ,缓慢冷却后即

可出窑浇注 。阴干的过程需要约 天 ,烘范的过

程约需要 一 天时间 。经充分焙烧的陶范即可

出炉浇铸钱币 ,一般地 ,随炉冷却到 一 ℃时

出炉浇注 。

待高温铜液冷却凝固后 ,打碎陶范 ,取出金属铸

型 ,逐个摘取下铜钱 ,打磨铜钱侧面的浇口残茬 ,清

理毛边 ,完成钱币的铸造。

因此 ,叠铸法铸钱的整个过程从制作叠铸泥范

开始到完成叠铸范的浇注 ,整个过程约需要 天 ,

一次浇铸可得到钱币 枚 。

图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泉五十金属制范盒

、

一 ` 〔

泥料准备 洒脱模齐 , 切取泥片

放人金属制范盒内 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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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论

汉代叠铸法铸钱的相关遗物有四类 铸造

金属制范盒的陶范 、金属制范盒 、叠铸范和叠铸法铸

钱的浇道。发现最多的是金属制范盒 ,其次是在烘

范窑内出土的叠铸范。金属制范盒是以陶范铸造法

铸造 ,铸型由 块陶范组成 ,在金属制范盒的侧面设

一个浇口 ,未设冒口。
制作叠铸泥范的金属制范盒的合金成分以

铜 、锡 、铅三元素为主 ,锡含量集中在 一 之

间 ,锡的成分有固定的配比 ,表明王莽时期货泉叠铸

金属制范盒的制作应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铅

的含量在 一 区间内 ,这种铜 、锡 、铅的成分

配比保证了金属制范盒具有一定的强度 、硬度和耐

磨性 ,并使文字和轮廓清晰。

叠铸法的生产效率不能与金属范铸造相比 ,

不能满足西汉中一晚期中央政权统一大批量 、快速 、低

成本铸钱的需求 ,这是叠铸法在西汉早期被用于铸钱

后 ,却未能在西汉中一晚期上林三官铸钱中得到发展

的主要原因。叠铸法铸钱能够保证所铸造钱币的质

量 ,王莽时期对钱币质量的要求是叠铸法在王莽时期

重新得到应用和发展的原因。与平板范竖式浇铸铸

钱工艺中陶范铸钱相比 ,叠铸法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

和较低的生产成本 ,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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