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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遗址中心区设立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
保护管理所，由郑州市博物馆代管。1986年，在省、市
有关部门的资助下，在遗址中心区炼铁炉及其他重要
遗迹处修建了遗址保护陈列室、办公室等，并在保护
陈列室举办了汉代冶铁专题展览，并于当年10月份正
式对外开放。2011年 7月，正式成立郑州市古荥汉代
冶铁遗址博物馆。

历经30多年，为充分展示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重
要价值，体现郑州古汉文化、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地
位，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于2017年闭馆进
行陈展提升工程。经过两年的精心施工和布展，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于 2019年 9月 29日正式对外
开放。此次基本陈列陈展提升后，陈展面积扩大了 1
倍，有 1300平方米。展线长度提升了 400%，细分为
“铜铁冶铸”“熔石淬金”“竖炉冶铁”“范模成器”“革故
鼎新”5个单元，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古荥汉代冶铁
遗址的规模、价值和内涵。

据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古荥冶铁遗址其
冶铁炉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西汉中晚期容积最大的炼
铁炉，夯筑技术的使用使得炼铁炉既结实又耐高温，
椭圆形的炉缸克服了风力吹不到中心的难题，是当时
最先进的炼铁设备。出土铁器通过金相检测，有灰口
铁、白口铁、麻口铁、铸铁脱碳钢、球墨古代铸铁等，其
中，球墨铸铁技术领先西方 1800多年，标志着我国冶
铁铸造技术居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从出土大量农具产品来看，当时铁器已推广普及
到社会各领域及日常生产生活中，促进了经济文化的
极大发展。汉代雄厚强大的国力，就是在发达的冶铁
业基础上昂扬崛起的。由于汉代的冶铁业发展，我国
成为最早进入钢铁时代的古代国家，为汉武帝时代铸
就了雄霸天下的“铁骨汉风”。罗马学者普利尼在《自
然史》中就曾特别提到，中国汉代的铸铁制品品质最
优，享有盛名，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备受青睐。

因黄河而生，依黄河而兴，千年的历史印迹，见证
国之兴盛，它，就在这里，在惠济，静默守候。

序厅——介绍了博物馆概况及遗址价值。这里
有汉代冶铁场景沙盘模型、汉代 49处铁官处地图等，
展示了遗址所处的时代背景、周边环境、冶炼规模等
基本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部分有一本高科技的

“书”，只需在“书”上做出翻页的动作，就可以了解到
冶铁的相关历史内容，虚拟翻书的新颖模式拉近了大
家与历史的距离。

铜铁冶铸——主要介绍了中国冶金历史。金属
冶炼和金属工具的制作、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
的转折点，此部分主要以图版及文物陈列的形式，展
示了继青铜时代以后，我国铁器的出现及春秋中、晚
期以后生铁冶铸技术的快速发展。

熔石淬金——主要介绍了古荥冶铁工艺流程。
西汉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使生铁冶铸技术得到空前
发展，此部分以图文、文物陈列、遗址原貌展示等形
式，向观众介绍了汉代冶铁工匠在冶炼开始之前木炭
烧制、矿石加工、熔剂运用的配料工序，四角柱洞利用
杠杆原理来为炉顶提升原料的上料遗迹。

筑炉冶炼——这一部分是古荥冶铁竖炉遗迹。“河
一”冶铁遗址以炼炉为中心，保留了炉基及辅助设施，展现
了较完整的汉代冶炼场景。此部分以遗迹展览、文物陈列、
多媒体重现、VR互动等方式向观众介绍了冶炼供水冷却设
施——水池水井，先进生铁冶炼 设备——两座椭圆形冶铁
竖炉、生铁冶炼实物遗存——炉前坑和大型积铁块。

范模成器——古荥陶模铁范和成品的制作。此部
分以11号陶窑遗迹展览、陶模铁产品等文物陈列、铁犁
铧铸造工艺演示视频、陶窑VR复原等方式向观众介绍
了冶铁工场的主要辅助设施——陶窑。多媒体互动厅
以汉代冶炼场景视频、VR场景复原等形式，让观众更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汉代恢弘灿烂的生铁冶铸技术。

革故鼎新——中国冶铁业的历史发展。此部分
以历代冶炼竖炉的改进与发展为线索，介绍了中国冶
铁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梦回千年，见证“铁骨汉风”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静默守候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走进
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站在复
原冶铁过程的立体沙盘前，耳边便不禁响
起这句诗，闭上眼睛仿佛梦回千年……

熊熊的炉火肆意舞动，红亮的火星四
溅飞蹿，冶铁工匠们被火光映红的脸上淌
着汗水，那是何等的辉煌景象。
记者 蔺洋/文 李新华/图

陈展提升后
博物馆去年正式对外开放

“世界文化之宝”发掘过程曲折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作为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规

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汉代冶铁遗址,其宏大
的规模和先进的冶铁、铸造技术，不仅是研究我国
古代冶金的丰富材料，也是世界冶金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其拥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86年10月
23日，“金属早期生产及应用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
会”在郑州召开，世界近百名专家学者兴致勃勃来
到古荥冶铁遗址参观，与我国的专家学者一起，考
察和研究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冶炼技术、遗址
规模等，并进行了学术交流，作出了古荥汉代冶铁
遗址是世界文化之宝的评价。

虽然得名“世界文化之宝”，但遗址的发掘过
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这片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古荥
镇荥阳故城西门外的冶铁遗址，是兴盛于西汉中
叶至东汉早期的冶铁遗存。据说遗址最早是1964
年郑州市公路段修公路时，被一位技术员发现并
向文物部门进行了汇报。河南省郑州市文物管理
部门立即对该地域进行了考古调查，翌年春进行
考古钻探，发现遗址呈南北走向，南北长 400余
米，东西宽 300余米，总面积 12万多平方米，并组
织有关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试掘。发掘工作刚起
步却因历史原因告停。

被搁置多年后，1976年春正式进行考古发掘，
揭露面积 1700平方米，发掘出两座冶铁炉，炉体
有效高度 6米，容积 50立方米，日产生铁约 1吨，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汉代容积最大的炼铁竖炉。围
绕冶铁炉发现有矿石加工场、四角柱坑、水井、水
池、船型坑、陶窑等设施，显示出以冶铁炉为中心
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冶炼系统。遗址出土铁器 318
件、陶器 380件、石器 8件和大批陶模。部分陶模
和铁器上有“河一”铭文，说明遗址是汉代官营的
河南郡第一冶铁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