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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青铜生产工具 
陈振中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序 
 

    陈振中先生所撰《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统计资料及图谱)是一部工具书。它和
陈的另一力作《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是姊妹篇，两者互为配伍和补充。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资料的完备性与可靠性。它著录了我国历年出土和传世的先
秦生产工具达7 400多件。为此，作者不辞劳苦，跑遍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亲自到近百个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逐件考察实物，测绘其图形与尺寸，所收资
料包括通常不易见到的内部刊物与尚未发表的库藏品，其用力之勤和搜集之全允称
学界之最，为经济史、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极
齐全详备和确凿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编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青铜生产工具种类繁多，在长期发
展中，形制、功用有诸多的变化。其分类和定名多有讲究，没有精深的研究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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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难做得好的。作者通过多年探索，建立了科学的分类、定名原则与系统。据
此，编成按出土地点和类别分别编排的统计表和一览表，每件工具详列其形制特
征、尺寸等细目，并对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订正(例如原定为“斧”的改作镢，“锛”改
定为斧，“刀”改作镰，等等)。这就给予使用者以很大的便利，从中也体现了作者的
苦心和功力。 

工具书的编著是整个学术工作的重要一环。研究工作是离不开工具书的。我自己
在研究工作中就从王世襄先生所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彭泽益先生所编《中国
近代手工业史料》和巴纳先生所编《中国古代金属遗物》等书得到很大教益，至今
深深感激。由于工具书要求尽可能的完备、确凿和合理编排，做起来非常辛苦、繁
琐又无名无利。在当前学风流于浮躁、急功好利的情况下，很少人愿意担当这类苦
差事，或者就是粗制滥造，草率成编。正因如此，陈振中先生的这本书和他的毅
力、耐心与刻苦精神，才更值得重视和钦佩。读者是有鉴别力的。好书、真正有价
值的书，自会传之久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学者，还是老老实实做学
问最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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