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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的关系  

 

     一、商代的概况和对商亡的一般认识  

  商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历17代31王，

前后约496年。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最引人注意当属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的突破性进展：铜、铅、锡三

元合金出现并逐步成熟；分铸技术得到广泛运用；青铜器数量大增。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

期。  

  商代的兴亡与史上其他王朝一样，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其原因也有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之分。商纣的无道与社

会矛盾的激化当是对商亡的一般认识和历来的定论。至于铅在青铜中的使用对商衰亡的影响，确有可资研究之处。  

       二、商代发达的青铜技术及铅元素的使用  

  中国古代的青铜技术商代已经完全成熟，尤其是商代后期，也就是盘庚迁殷之后，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最为繁盛。殷

人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范铸技术，并发明了利用原始的强制鼓风设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殷人对合金的配比关系已经有了

足够的认识，能够根据铸造器物的用途不同合理选择铜、锡、铅的比例，已达到最好的铸造效果。从出土数量来看，商代的青

铜铸造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且分布范围相当广，在不同地点均有大量出土。  

     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青铜铸造遗址的研究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合金的熔炼和配制。郑州二里

岗、安阳殷墟和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显示，铅锡青铜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锡青铜，并且个别器物的含铅量很高，达

到10%甚至是20%以上。相应的，在以上的遗址中均有铅原料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具备金属铅配制青铜的条件。铅和锡都是

柔软的白色金属，熔点都比较低，因此古代早期总是铅、锡不分。《博物志》中说：“烧铅锡成胡粉。”《尔雅》：“锡之善

者曰铅。”它们都是把铅和锡混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些遗址中并没有锡锭或是锡矿砂。商代铜矿多分布在商的王畿之外的地

区，如湖北铜绿山、江西铜岭等，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甚至是云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矿源问题也是影响青

铜器普及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铅与锡有些性质不一样。锡青铜中加入铅可以增加铜液的流动性，有利于获得棱角清晰、表面

光洁的铸件，适合铸造礼器和容器。但是随着含铅量的增加，器物的硬度和抗拉伸能力降低，不利于铸造用于刺杀，射击和切

削之类的兵器和工具。这一点对于本文的论证来说十分重要。  

  尽管商代青铜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并不代表其普及程度也很高。除了矿源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当时特有的

思想文化的影响，且不同种类的器物的使用范围也是不同的。相应的其中所含的铅元素对商王朝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要具体分析

了。  



       三、独特的青铜文明与青铜器的使用  

中国商代青铜文化形成了青铜文明独立的历史形态。商代青铜器的制造受到我国古代早期的造物思想与美学思想以及商人

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青铜文明。青铜器在商代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就有了一个神圣的地位，成为国

之重器的象征。  

  殷人文化观念直接反应在其青铜器物的器形种类和用途上。  

  青铜器分为礼器、兵器、工具、杂器等诸类。青铜礼器是一种特殊的用具——即祭祀礼仪用品。殷商时祭祀仪式较

多，一些虽为食器但超大的尺度以及固有的金属价值和精密的铸造技术也表明它们非日常生活所用，只能用于隆重的祭祀活

动。当然，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也有实用的痕迹，但是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限制的，对人造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除

礼器外，兵器当是比较重要且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物了。殷墟的历次发掘，出土了相当多的青铜兵器，包括戈、矛、刀、簇等。

河北、山西有大量的青铜戈、矛、簇、钺、刀等青铜兵器的出土。但是，兵器也不属于生活常用器物并且含铅量是较低的。  

     青铜工具包括两类，一类是农具，一类是生产工具。工具类的青铜器虽然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但是其含铅量是较低的

（以下将专门分析），同时又有神圣化的趋势。一般看来，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多造型朴实、无纹饰，且多具有明显的使用痕

迹。妇好墓中青铜铲，不可能是实用器，可能一度作为仪仗器，在死者生前的祭祀、庆典等礼仪活动中使用，死后又随主人一

起埋入墓葬。青铜杂器包括生活用具、车马器、度量衡器等，其出土数量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杂器的使用还远不

及礼器和兵器。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以上商代青铜器的主要成分和纹饰。商代前期，三元（铜铅锡）青铜容器，锡铅含量较低或中等，

也有高铅器物存在；工具含锡量中等，铅较低。商代后期，容器以锡铜为主要成分，以含锡量高与中高等偏高者为多；三元青

铜地位次于锡青铜，其中以高锡与含锡量中等偏高为绝大多数，铜器锡含量多高于铅。武器以锡青铜为主要成分，含锡量中等

偏高者为多；三元青铜较少，含锡量多较低。工具以三元青铜为主要成分，含锡量高而含铅量低者为多。  

  大量的考古发掘说明了商代的青铜工艺和技术发达而成熟。商代的青铜器数量较多，用“广泛”一次来描述其用途之

广也是不过分的。青铜器的使用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尤其是统治阶级、贵族阶层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对现有的出土商代青

铜器进行成分和金相分析来看，铅锡青铜占了商代青铜的绝大多数，且商代的青铜使用是较为广泛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到，“广泛”具有一定的相对性，青铜器的使用是有一定范围的限定的，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界定。不过，铅在商代社会的大

量使用并在统治阶级贵族阶层中造成一定的危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要讨论的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到底铅的使用对

殷商的衰亡能有多大的影响。由上文看来，青铜中铅的使用应该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四、对商代铅中毒的认识——对比古罗马  

  铅是一种多亲和性毒物，进入机体后对机体多系统产生不利影响。铅毒性持久，半衰期长达10年，并且不易被人体排

出，因此人体内铅的含量为环境中的5倍，而且铅污染不存在下限，任何程度的铅污染都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铅的

吸收方式有肠道吸收、呼吸道吸收、经皮肤吸收（铅经皮肤吸收的量极少）。铅在体内分布在血液、软组织和骨骼中。铅中毒

对机体的影响是多器官、多系统、全身性的，临床表现复杂，且缺乏特异性。神经系统最易受铅的损害。铅可以使形象化智

力、视觉运动功能、记忆、反应时间受损、语言和空间抽象能力、感觉和行为功能改变，出现疲劳、失眠、烦躁、头痛、及多

动等症状。铅可以抑制血红素的合成与铁、锌、钙等元素拮抗，诱发贫血，并随铅中毒程度加重而加重。铅可以直接作用于平

滑肌，抑制其自主运动，并使其张力增高引起腹痛、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胃肠机能紊乱。长期接触可致儿童及成人慢性肾

炎，晚期出现肾功能衰竭。铅具有生殖毒性、胚胎毒性和致畸作用。铅对人类生殖功能影响与剂量有关，近来报道血铅印

25~40μg/dl已可影响男性生殖功能，使精子畸形。铅能结合抗体，饮水中铅含量增加使循环抗体降低。体内铅大部分沉积与骨

骼中引起骨代谢紊乱，发生骨质疏松。  

  铅的不同存在形式以及作用方式直接影响铅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也就是说，含铅器物的用途和使用情况是至关重要

的。在这一点上，古罗马人对铅的使用是不同于殷人的。  

  8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西罗马帝国是由于“铅中毒”而衰亡的。罗马城市的供水管道是用铅

制作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铅逐渐被锈蚀，长期使用这种铅水管的罗马人智力因此下降。罗马人用铅杯喝水，用铅锅煮食，甚

至用氧化铅代替糖调酒。同时，罗马贵族穷奢极欲，酷好饮酒，当时的贵族是用铅壶而非铜壶盛酒。因为铜容易氧化成铜绿使

酒的味道变坏。而铅与酒长时间接触,会氧化产生有香甜味道的醋酸铅。考古学家也发现罗马贵族墓地里的遗骨中含有过多的

铅，足以对其健康、智力构成重大影响。事情也确实与之相应，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的寿命也不长，并且患上了不育症，很少留

下自己的后代。更加严重的是，罗马的上层也都显得智力低下起来。但这种看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根据少量考古资料提

出的猜测，这种假设还有待更多资料加以证实。铅中毒也不可能是罗马城于公元5世纪被攻陷的唯一原因。对罗马帝国的灭

亡，有着不同看法的美国学者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没有任何

单一原因足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菲里普·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西罗马



帝国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内部问题。  

  如前所述，殷商时期，铅已经大量应用于青铜的冶炼。商代的飨宴、朝会、祭祀等活动较多，青铜礼器的使用也并非

稀少。更何况，青铜礼器本来就是一种生活用品，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大多有实用的痕迹。当然，这种痕迹并不见得

就是实际日常生活遗留下来的。通过饮食，尤其是通过饮酒引起铅的吸收是铅中毒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此外，青铜兵器、工具

和生活用具在一定范围内的使用也是造成铅中毒的原因。因此说，甲骨卜辞中记载的“疾首”“疾目”“疾耳”“疾心”“疾

口”“疾舌”“腹不安”“病软”以及武丁诸妻之一妇鼠的不孕症当属疑似铅中毒的症状。铅中毒的情况在殷商时期肯定是有

的，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这些症状是否属于铅中毒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一步证明。  

       殷商对铅的使用情况和古罗马有很大的不同。罗马人使用的是单质金属铅，也就是铅器；而殷人对铅的使用是以合金

形式存在，这就大大降低看使用时铅对人体的影响。罗马的铅器比较普及且世俗化，并且多是日常生活器具，尤其是水利系统

和铅酒具、饮水器铅的大量使用，对人体影响更为明显；商代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虽然也有一定实用功能，但其使用受

到礼制的限制普及程度有限，也就不会对殷人造成太大的危害。再则，古罗马人铅中毒是经过证明的，殷人的一系类相关症状

是否属于铅中毒有待科学手段的证实。另外，殷人的平均寿命34.3岁，远高于1500年后的古罗马人，可见殷人铅中毒的情况是

否足以引起王朝的衰亡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殷商时期在殷商的方国及周边地区也存在其他发达的青铜文明，如果商王朝存在严重铅中毒的现象，其他地域

也应该有类似情况。周代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更加世俗化更加普及。以秦国为例，秦使用的兵器大多属青铜材质，并没有

因此影响其战斗力。所以说，商代青铜器中的铅并非商王朝衰亡的原因。  

小结  

  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是多因素的合力的结果，并且诸因素之间应该是相互作用的。商代的衰亡也是一个多因素合力的

社会历史过程，这是一般的认识和早有的定论。就商代青铜器中铅的使用而言，根据铅中毒的机理和史料的记载，商代确实存

在疑似铅中毒的病例，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分析的证明。  

  商代对铅的利用多是以合金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古罗马人。由于受特有文化思想的影响，青铜器的使用范围和频率也

是有限的，甚至说，商代对铅的利用远不及后世，不足以对一个社会阶层造成毁灭性影响。    

  铅中毒对殷人和古罗马造成的影响和各自的社会因素（包括技术和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铅的使用并没

有对商王朝的衰亡产生明显的影响，也就不能说铅中毒是商王朝衰亡的原因之一。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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