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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大壁薄的世界铜鼓之王一一北流型 101 号铜鼓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大的一面铜鼓
,

具有相

当大的铸造难度
。

本文对北流型 101 号铜鼓的内外陶范及鼓耳的制作方法
、

内范结构
、

在外范上直接

制作纹饰的方式
、

浇注工艺和垫片的使用等古代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
。

还探讨了该铜鼓的结构特征

及鼓足残缺的成因
。

关键词 铜鼓 北流型 101 号铜鼓 铸造工艺

铜鼓是 一种具有地方特色和技术特色的
、

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打击乐器
。

铜鼓产生
、

流行于

我国西南和岭南少数民族聚集之地
,

并传播到整个东南亚
。

北流型铜鼓 以高大体重著称
,

出土

于广西北流县石窝乡 (今石科乡 )平 田村
,

清代时移存六靖乡水涌 (冲 )庵
,

现收藏于广西博物馆

的北流型 101 号铜鼓
,

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面铜鼓
,

被誉为
“

世界铜鼓之王
” !̀

,

’
ja

北流型铜鼓的铸造年代在西汉至唐代
,

1 01 号铜鼓属北流型早期铜鼓
,

其铸造年代在西汉

晚期之前
3̀] 。

古代对铜鼓的铸造工艺严加保密
{司 ,

泰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份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缅甸克耶帮铸鼓的缅文文献《铜鼓制作法》
,

仅叙述了当时该地用失蜡法铸造西盟型铜鼓的

工艺过程
。

据研究证实
,

这种工艺是五百年前 由中国广西壮族传授出去的
6̀1 。

近几年来
,

我国的

考古
、

铸造和冶金史学者对铜鼓的铸造工艺进行 了研究
,

探讨了各种类型铜鼓的工艺特点和

基本铸造方法分
, l] ,

由于这些研究均非专门针对 101 号铜鼓
,

因而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和更正
。

为复制
“

世界铜鼓之王
” ,

我们对北流型 10 1号铜鼓作了细致的考察
,

现仅就考察结果和铸

造工艺作 一论述
。

1
.

10 1号铜鼓的形貌
、

测绘结果及残足复原计算

1 形貌及测绘结果

北流型铜鼓的基本形状
、

结构见图 1
。

10 1号铜鼓的形貌见图 2
,

其测绘及复原视图见图3
。

由图可见
,

1 0 1号铜鼓的鼓面完好且较圆整
。

鼓 面边缘整 个一 圈残 留有铸造披缝
,

故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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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型 110 号铜鼓铸造工艺研究

面
,

印面过宽的印轮是无法一次滚印出低凹曲面处的纹饰或保证纹饰深浅一致的
,

因此
,

印轮

的印面不会太宽
,

约为 30 m m (晕圈宽20 m m )
,

沿印面宽度方向正好可分布 5个云纹或 4个填点

菱形回字雷纹
。

10 1号铜鼓表面云纹和雷纹制作时所用的印模及印轮的尺寸
,

以及压 印或滚印方法亦在

复制试验中得到了验证
。

4
.

浇注工艺及垫片的使用

北流型 101 号铜鼓铸造工艺见图 10
,

工艺流程见图1 1
。

.4 1 浇注工艺

文献
(8]
认为10 1号铜鼓 的浇注工艺是采用鼓面向上方式

,

缝隙式浇注系统
,

并在光体部设

一 冒口
。

我们考察后认为
,

此鼓采用鼓面向下方式
,

缝隙式浇注系统
,

鼓足一圈成为 自然 冒口
。

(1 ) 仔细观察 1 01 号铜鼓鼓足的整圈断 口截面发现
,

除一小段呈铜块击断 的粗糙平面外
,

大多是铜液 自然凝 固的圆滑表面和氧化现象
,

而且鼓足残损面除缝隙浇 口 部位稍突出 一些

外
,

基本处在同一水平面 (图5)
。

这些情况说明
,

鼓足残缺主要是因铜液未再流人
,

自然凝 固而

引起的
。

可能是由于当时浇注时的铜液温度过低
,

无法继续充型或因熔炼配料估算不准
,

铜液

太少而使鼓足未能浇满
。

这些情况只能在鼓面向下的浇注方式时才会发生
。

(2) 10 1号铜鼓鼓身上的两条缝隙浇口存有宽窄严重不均匀现象
,

一条在鼓胸部 的宽度为

8一 16 m m
,

鼓腰部为4一 6m m
,

而残存的鼓足部份仅为2一 3m m
,

从鼓颈至鼓足由宽渐窄 (图 5)
。

上述现象的成因多半是分型面不平整和合范不匀
。

在鼓面向下的浇注方式下
,

因该鼓体大壁

薄
,

铜液在充满鼓面并升到鼓足时
,

温度会有很大的下降
,

若鼓足部的缝隙浇 口太薄
,

或 因铜

液浇注温度不够高
,

最终导致无法充型而使鼓足未能铸成
,

但缝隙浇 口 部因铜液的优先流人

而使液面稍有高出
。

如若在鼓面向上方式下浇注
,

虽然存在上述诸问题
,

仍将首先铸出鼓足 的
。

(3 ) 采用鼓面 向上的浇注方式
,

由于铜液最后流人鼓面
,

铸造 的鼓面会有较多的氧化夹

渣
、

气孔
、

缩松等缺陷
,

而鼓面向下则可获得高质量的表面
。

对于 1 01 号铜鼓这种大多用于盛大

祭典活动
、

象征贵族统治权力的特大形铜鼓来说
,

鼓面质量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

故制定浇注工

艺应首先保证鼓面的质量
。

10 1号铜鼓鼓面质量精良
,

几乎无铸造缺陷 (仅在第四晕圈的一块垫

片旁有一冷隔小孔 )
,

证明该鼓是 采用鼓面向下的浇注方式
。

... 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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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必脚份处处处
垫片 鼓面外范 鼓身外范

图10 北流型 101 号铜鼓铸造工艺示意图

F z g
.

1 0 S k e t e h m a P o f e a s t i n g t e e h n i q u e o f N o
.

1 0 1 B e i l i u b r o n z e d r u m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第 7卷

画画亚司 }刮
制二鼓射叫

备 去

匣巫习

ó Jó .山,óó .山,ùó .山,óó .山,ù,陌改ìó1丫ùō

l
.

eses
.

es
山,óù一目叭州.ù一ù一ùù一ù

!
刮制空心内范

}
-

图11 北流型 101 号铜鼓铸造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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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文献

8̀
,

`。 ,
认为

,

由于北流型等大型铜鼓的内范又大又重
,

鼓面向下浇注
,

内范悬 吊及合

范定位困难
。

但我们考察认为
,

10 1号铜鼓的内范可 以借助大量垫片来支撑安置
,

鼓面外范上

的同心圆弦纹可方便地作为合范时的定位基准
。

101 号铜鼓的内范是空心的
,

内范范料中为改

善退让性 而加人较多数量的植物质
,

焙烧后可降低 内范的比重
,

这些将减轻内范的重量
,

便于

搬移
、

翻身及合范
。

.4 2 垫片的使用

10 1号铜鼓鼓面上共有68 块垫片
,

由内到外的五个晕圈上分别有 8
、

14
、

20
、

26 块
,

以每晕6

块的数量递增
。

垫片基本按 同心圈位置均匀分布
,

其大小为 (1 5一 22) m m x ( 15 一2 4 )m m不等
.

这众多的
、

较大块的
、

均匀分布的垫片
,

可 以平衡地支撑其内范
。

从鼓面外表面看
,

绝大多数垫

片痕迹均凸出表面 (仅 2块下凹 )
,

垫片或全部或局部被铜液包覆
,

且可见与鼓面相连贯的云纹

和雷纹 (图8)
,

鼓面内表面也可见有相应的垫片凸块痕迹并完全被铜液包搜
。

这种情况在其它

大鼓上也有发现 (图 1 2)
。

有关陶范性能的研究发现
,

阴干并焙烧后的陶范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
【131

,

鼓面外范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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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残鼓
,

并非埋藏或人为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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