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是一个开放性较强的社会，西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西文化交

流得以不断加强。在这种大背景下，合浦成为汉代这条海上交通线的桥头堡。风

门岭及合浦汉墓出土的一大批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物证，可以证实这条海

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的确存在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 五光十色的货物

面对至今仍占地球 70%面积的、宝石般的湛蓝大海，很容易引起人们

的遐想：大海的彼岸和深远处会有什么呢？会有仙山琼阁吗？也许有人会

想到海中的美人鱼，有人会想到古希腊海域中会唱歌的水妖。大海有神奇

的故事，有丰富的资源，在大海的彼岸还有丰富的宝藏。因此，航海者出

海会带着不同的目的。渔民出海是渴望获得满仓的鲜鱼；探险家出海除有

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外，或许还为了体验和玩味惊心动魄的致命刺激；航行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汉代中国商船则是为了用黄金和丝绸等中国物产去换

取外国的玻璃、香料、象牙及其他各种奇珍异宝。

黄金及金银器

说起黄金，几乎无人不晓。千百年来，黄金一直被人们视为财富和高

贵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在阿拉伯的传奇故事中，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

都有关于黄金的生动故事。黄金的元素符号来自拉丁文 Aurum 一词，原意

为“光辉灿烂的黎明”。在古罗马，Aurora 是黎明女神的名字；古埃及人

把黄金视为太阳神的象征；而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则把

黄金描写为“宙斯的孩子”。在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对黄金的

神奇魅力曾有这样的描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

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

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东西可以把你的祭司和仆人

从你的身边拉走，把壮士的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

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癞病的人为



大众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

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

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无论地域不同，种族差别，或者宗教信仰如何，人们都希望得到和拥

有黄金。因此，黄金成为汉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媒介物和货币。黄金是一

种贵金属，化学结构较稳定，耐腐蚀，其制品埋藏土中千年亦色泽如新。

在中国，黄金作为货币形态，最迟在战国时就流通于楚国。战国时期

的楚国金币称作“郢爰”或“爰金”、“钣爰”、“金钣”等。“郢”是楚国

都城的名称，位于今湖北荆州古城北门外的纪南城。“爰”是古代的一种

重量单位。金钣为扁平状，方形，上面打有一块一块的模印，四两见方，

每一小块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它以重量定价值，是一种称量货币。因

上边打有模印，俗称“印子金”。模印字为“郢爰”或“陈爰”。这种金钣

使用时按印格切开，再称量，它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都有出土。

■这两枚是 1971 年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饼，面径 6.3～6.5 厘米，重

244.9～246.7 克。

秦汉时，货币除使用铜钱外，也兼用黄金，黄金被称为上币，铜钱为

下币。《汉书·食货志》称，黄金一斤值万钱。汉代一单位黄金的标准体

积为一立方汉寸，重量为一汉斤。金币外形有圆饼形和蹄形两种。因汉武



帝时，把黄金铸成麟趾形、马蹄形，故蹄形金币又有“麟趾金”和“马蹄

金”之称。据统计，湖南、江苏、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安徽、广西

等地都出土过汉代金饼，总数超过百枚。金饼分大小两种，大者一般重 250

克左右，即一汉斤。小者一般重 15～16 克，即一汉两。

广西目前发现过三枚金饼，其中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了金饼两枚，均

为圆形凹心。一枚直径 6.5 厘米，重 247 克，上面刻“阮”字，在阮字上

方细刻一“位”字；另一枚直径为 6.3 厘米，重 249 克，上刻有一“大”

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出土金饼一枚，圆

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竖刻“一××Ⅲ”符号，实重 239 克，直

径 5.5 厘米。汉代黄金流通比较普遍，故当时商业使团带黄金出海作为支

付手段，应是自然的事情。

■合浦风门岭 M10 出土的金花球，共两个。相似的金花球手饰在合浦北插江盐

堆 M1和 M4 中也出土了 8～14 个。造型大致为圆球形，也有其他形态，纹样也略

有不同。据专家研究，其中的一些金花球的制作是先用圆形小金条焊成小圈，小

圈与小圈互相焊接，并在其上焊接金珠堆叠成花饰。这种高温吹凝工艺技术来源

于西方，古希腊可能是起源地。它大约沿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南海—合浦

港传入。有人认为其造型有印度风格，可能是从印度输入。



有人认为古代东南亚商贸中，中国的铜钱也和黄金一样会流入东南亚

区域，当地会把中国货币当做通货，极少回流中国。东南亚发现最早的中

国钱币是西汉王莽时铸造的，其中包括“五十大钱”，此外还有东汉时期

的“五铢”。不过，汉代的海外商贸更多的是以物易物和使用贵金属，铜

钱的流入应不普遍。中国铜钱大量输入东南亚应是宋代以后。明代马欢在

其《瀛涯胜览》中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

■合浦盐堆 M4出土的金串饰，除有金花球外，还有 9个管状饰件。

■合浦盐堆 M1出土的金串饰

在商贸活动中，中国商人会输出黄金以购物，同时也会输入外国精美

的金、银器皿或饰物。两广汉墓不乏金、银器物出土，其中有本国制造的

产品，也有海外输入的产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一种金花泡饰，呈

半球状，泡壁极薄，泡里在底口稍下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作连缀。球面形



的泡体上有九组图案，都以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这种焊接工艺与中国

传统的金银细工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焊接相同，因此被认

为是海外输入品。相类似的金花球在合浦汉墓也有出土，如 1978 年合浦

环城乡北插江盐堆一号墓出土有金手链、金花球一串共 20 枚，其中金手

链珠 14 枚，有 10 枚是橄榄核形，有 4 枚是棒槌形，均穿孔；金花球 6 枚，

多边形球体，外缘有粘珠。1986 年合浦风门岭十号墓又出土金花球 2 枚，

1995 年在北插江四号墓出土金花球 14 枚，形制与盐堆一号墓的相似。它

们也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盒盖及腹处有交错的蒜头形凸纹，这是用模

子压着精心锤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镏金穗状纹带。据研究，

银盒的造型、纹饰与中国汉代的金银器迥异，但在西亚古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

中不难找到与之相似的样本，因此很可能是从海外输入的。而盒的圈足及盖上的

凸纽座是后加上去的。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也曾出土过一件带盖的扁球形银圆盒，通高 12.1

厘米，腹径 14.8 厘米，重 272.6 克，盖与器身吻合，盖与器身均施有突



蒜瓣形主纹带，是典型的波斯纹饰。盖沿和器沿各饰有一条穗状窄纹带，

表面镏金，上有汉字铭文，乃是后刻的。此银盒与伊朗苏撒城所出土的阿

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于公元前5世纪所制刻有波斯王薛西斯的名字的银器类

似。它很可能是古波斯帝国的器物。

华美丝缯

在早期的中西方商贸中，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是纺织品，而纺织

品中，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丝绸和丝绸织物。

两汉时期，中国丝绸主要通过三条商贸通道运往西方和东南亚各国：

一条是因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而著称于世。此道东面的起点是西汉

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西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越罗布

泊地区的楼兰古国，再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

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轩（又称

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或西南行，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

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一条是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它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

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

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这条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还要早得多。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神秘的三星堆遗址，距今三千多

年，遗址出土了一批与西亚和希腊文化相关联的文物。其中，有长 1.42

米的金枝、高约 4 米的“神树”和大小不等的铜人、铜头、铜面具等，专

家们认为这些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传人的。



还有一条即为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因汉武帝正式派遣官方商船

出航而著称于世。中国海船从合浦、徐闻等港口出发，途经今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然后从斯里兰卡返

航。从文献记载看，已程不国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中国

丝绸进入印度，可以先转运到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和巴巴里肯（今卡

拉奇附近），再从这两个港口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

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再经地中海航

运至罗马。从印度还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

港，再经地中海到罗马。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就更

显出其重要性了。

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

界。在古代罗马，用产自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高雅时髦

的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

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帕提侬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

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

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美丽动人。罗马人对丝绸服装

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

禁止穿用丝织服装，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 1

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

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

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



这就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

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

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 644 年回国途经于

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关于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

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

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

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

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

蓝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

现一块 8世纪的木版画，上面描绘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

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

丝绸女神。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

批高昌国时代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

织品的情况。

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各国，往往经过几次转手贩运，陆路是经大夏、

粟特、安息商人之手，而海路亦需借助东南亚、印度、安息商贾之力。安

息曾控制过中亚和西亚，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从过境贸易和出口

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获利达数倍之多。中国丝

绸运抵罗马时，价格十分昂贵，它的价格几乎等同于重量相等的黄金。为

寻找一条能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通道，罗马人到达了印度，在发现印度

洋水道后继续东进，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终于有了结果。据《后汉

书》记载，东汉桓帝廷熹九年（166 年），大秦（罗马）国王安敦遣使自越



南向中国皇帝进贡象牙、犀角之类的物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位罗马私

商假借出使之名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罗马和中国之间的首次海上交往

的真实记录。此后，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有联系，据记载，黄武五年

（226 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并随交趾太守的使

者到达孙权朝廷。

据《汉书·地理志》说，当时中国商船带出的货物除“黄金”外，主

要就是“杂缯”了。所谓“杂缯”，其实就是汉代丝织物的总称。缯亦称

帛，或合称缯帛。

■甲骨文“桑”，“蚕”等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

家。公元前 16世纪商朝的甲骨文字中已有“桑”、“蚕”，“丝”、“帛”等文字，

从侧面证实当时工匠已掌握了这一系列的工艺技术。

已有足够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

的国家。1926 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

茧，茧长 15.2 厘米，幅宽 7.1 厘米，说明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

知道利用蚕茧。1958 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经

纬密度为 48 根/厘米的丝织品，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水平已较高。在商代，

不仅从已识读的甲骨文中发现有桑、蚕、丝、帛等文字，而且从河南安阳



出土的铜钺上找到了绢、缣和雷纹绮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把

商代青玉戈上也发现了雷纹条花绮的印迹。这种花绮是由平纹织地四枚异

向纬斜纹织花。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织花丝绸了。

■这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单衣。衣服虽然宽大，但它的重

量才 48克，还不到一两重，如此轻薄的实用纺织物连用现代的高超的纺织技术

也难以织成。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色彩鲜活，构图流畅，反映了当

时精湛的印花工艺。

发展到了汉代，丝织物不仅种类很多，而且相当精美。常见的丝织物

因织法或制作工艺的不同，则有缟、素、绡、练、绢、缣、纱、绮、锦等

名称。一般而言，平织无纹的绢、缣等，织造技术比较简单，有纹彩的绮、

锦等，织造技术较复杂。有些织物上面还用针绣出各种精美图案，费时费



工，更加珍贵。《西京杂记》提到织绫，“六十日成一匹”，可见织造高级

织物多么耗时费工。

丝织物的价格较昂贵，《九章算术》卷三提到，“素一匹一丈价值六百

二十五”；《初学记》卷二七曰：“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

千也。”这些珍贵的丝织物，博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喜爱，故成为当时中

国海外输出货物之大宗。此外，自蜀、滇、夜郎运来的蜀布、蜀锦和岭南

生产的麻织物、葛织物也可能是输出海外的货物。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曾

出土过麻布的残片。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了印花铜模板，这是一种织

物印花模具。同时出土的丝织物残片中有绢、罗、纱、锦、绮等。其中灰

白色的火炬形花纹，与印花铜模板的图案一样，当中还有目前在其他地方

没有见过的超细绢、黑油绢、绣纱等，可见当时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

已具有较高的纺织、印染技术，这为海外丝绸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晶莹宝石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较多的各种质料的宝石装饰在两广汉代墓

穴中发掘出土，考古学家开始思考这些宝石装饰品的产地了。这些宝石饰

物是在岭南自己加工的吗？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岭南发现相应的加工工

具及加工场的遗迹。是从中原地区输入岭南的吗？然而在中原地区的汉墓

或遗址中这类宝石饰物仍不多见。相反，有些学者发现一些宝石饰物的加

工技术特征和形态与东南亚或西方国家的有较密切的联系，因此更多的学

者认为虽然不排除有些宝石饰物有属本地的可能，但绝大多数应是从海外

输入的。而且，大量的输入当在汉武帝派遣的商船出海开通南海航线以后。



宝石是自然界的骄子，它以瑰丽多彩、晶莹无瑕、璀璨夺目而使人爱

不释手，给人以美的享受。古罗马作家普林尼说：“在宝石微小的空间，

它包含了整个大自然，仅一颗宝石，就足以表达天地万物之优美！”自古

以来，宝石就得到人类的宠爱。然而什么是宝石呢？狭义的宝石是指符合

工艺加工要求的天然矿物单晶体，即红宝石、祖母绿、黄玉、紫晶等。广

义的宝石是泛指那种经过琢磨和抛光后，可达到珠宝要求的石料或矿物。

两广汉墓出土的各种宝石饰物大致属于广义的范畴。对宝石分类各国有不

同的标准，有些中国宝石专家习惯上把宝石分为宝石、玉石、有机宝石、

人造宝石四大类。

人类制造玉石饰品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会制

作石质串珠。到了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玉器工艺品的生产，

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之多，工艺之精美，令世人惊叹不已。岭南越

人对玉石质料的认识同样较早。1964 年，广西隆安乔建新石器时代遗址就

发现过一件精致的玉铲，它是用青玉精磨而成，器身扁平、束腰、短柄、

双肩，刃部锋利，颜色碧绿圆润，是一件既可使用又可赏玩的工艺品。到

了汉代，人们对玉石的喜好有增无减。岭南出土的汉代玉器种类和数量都

较多，从色泽而言，有白玉、翠青玉、翠绿玉、黄褐色玉、红褐色玉等；

从器型而言，有镯、环、块、杯、印章、璧、动物塑像等。

除了玉制品外，在两广汉墓中，经常发现有采用玛瑙、鸡血石、水晶、

琥珀、琉璃等材料制成的雕饰、串饰等装饰品和一些小型器件，从质地及

工艺看，这些制品并非全是中国自产，其多数当从海外输入。



■带钩是一种束勒、系结腰带的器物。汉代带钩有用铜、银、金、玉等质料

制成，形态亦丰富多彩。合浦环城乡黄泥岗出土的子母带钩是用青玉精雕而成，

十分珍贵。

■汉代的玉器工艺已十分成熟，玉器的种类有祭器、配饰，实用器和艺术品

等。左图是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谷纹玉杯，迄今为止是全广西唯一一件。

从外形而言，它可作容器，但由于极为珍贵罕见，所以实际是被当做陈设品。

■合浦环城乡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蝉形玉玲，长 6.2 厘米，宽 2.9 厘米，以

一种简约而明快的线条在一块质细、米黄色的玉上所雕成。古人相信玉有灵性，

或能使尸体不腐，形如蝉状的玉琀置放在死者口中，寓意死者能像蝉那样，入

土复出，脱壳重生。



■对玉石的审美情趣在原始社会便已经产生。大自然中的一些石头质地细腻，色

泽透明、圆润而令人喜爱这是广西隆安乔建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铲，它工艺

精致，颜色碧绿，十分美观。

有人曾对 20 世纪 90 年代前所发掘的广西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

珀装饰品数量进行过统计：共出土了玛瑙珠 220 粒，缠丝玛瑙珠 12 粒，

苔丝玛瑙珠 17 粒，肉红石髓珠 88 粒，另有玛瑙环 2件，玛瑙耳珰 5件，

玛瑙耳塞 2 件，玛瑙扣 16 件，玛瑙戒指 1 枚，玛瑙盘龙饰 1 件，肉红石



髓雕狮 6件，肉红石髓雕鹅 5件；有水晶珠 100 多粒；琥珀珠 250 多粒，

琥珀小动物雕饰 2件，琥珀雕狮 3件，琥珀印章 3枚，琥珀指环 1枚等。

■水晶是一种天然矿物，以透明、无瑕的光泽而令人悦目。广西汉墓出土的珠饰

中，有不少是水晶制成的。这是 1 990 年合浦环城乡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三色水

晶串珠，有黄，纯透明，浅蓝三色。水晶珠中钻有小孔，可用线穿连成串。水晶

硬度为 7，在中间钻出如此小孔，加工难度很高。

■合浦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紫水晶串珠，最大粒直径 1.8 厘米，最小的 1 厘米。

水晶家族中以紫水晶最为珍贵，颜色从淡紫至深紫，以深紫色为优质品。直到今

天，紫水晶制成的饰物和工艺品仍深受人们喜爱。



广州西汉中期后汉墓，也有较多的各种质地的珠饰、雕饰品出土，如

广州龙生岗一座东汉初期墓就发现有硬玉、玛瑙、水晶等质料的珠饰 100

多件。仅对《广州汉墓》一书所录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等质料装

饰品数量进行大致统计，约有玛瑙制品 360 件（粒）、水晶制品 89 件（粒）、

琥珀制品 33 件（粒）。

■玛瑙也是一种能制作饰物、工艺品的天然矿产。这是合浦堂排二号墓出土的红

花玛瑙穿珠，其色彩富丽，光泽可人。古文献有大秦，西南诸国多玛瑙的记载，

说明它们有可能自海外输入。

玛瑙是一种矿物，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SiO2)，色泽莹润，质硬

细致，是制作装饰品的优质材料。出土的玛瑙制品种类主要有串珠、坠、

耳珰、印等。玛瑙串珠的形态较丰富，主要有圆形、扁球形、管形、橄榄

形、菱形、算珠形、狮形等，颜色多为橘红色，也有棕色、淡黄色、白色

等，亦有玛瑙串珠为白色爽青色丝斑，或黑白相间，或浅棕夹乳白纹带，

十分美观。汉晋以后的文献有称：玛瑙“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

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广志》曰：“马瑙出西南诸国。”《魏略》曰：“大秦

国多马瑙。”上述记载说明西域、大秦国、西南诸国均为盛产玛瑙之地，

由于输入中国的玛瑙及其制品颇受当时人们喜好而著称于世。因此，虽然

不排除云南的玛瑙有输入岭南的可能，但两广汉墓出土的玛瑙饰物，多数



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这是合浦堂排汉墓出土的动物小穿坠，有小鹅、小狮等形态，雕工精致，十分

可爱。

■合浦风门岭出土的玛瑙狮饰物。狮子产于印度、斯里兰卡、非洲等，因此狮状

饰物应自海外输入。

■合浦堂排汉墓出土的琥珀饰物，有圆纽形、扇形、蛙形等。琥珀是由植物树脂

经高温、高压形成的一种有树脂光泽的有机物，可制成首饰与工艺品。

琥珀是一种由碳、氢、氧组成的有机物，由植物树脂经石化而成，透

明，树脂光泽，色蜡黄至红褐，可制装饰工艺品，亦可入药。两广汉墓出

土的琥珀制品常见类型有串珠、配饰、耳珰、指环及明器琥珀印章。琥珀



产自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我国的云南也有出产，据《后汉书·西域传》记

载，可知当时大秦国（罗马）也是琥珀的产地。但“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

两处汉墓群都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广州、贵县的琥珀串饰不会来自云

南”。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有用琥珀圆雕的小狮子，而狮子的产地只是

印度、斯里兰卡、欧洲东南部、非洲等，因此应视为海外输入的物品。广

西合浦堂排汉墓也曾出土过琥珀印章两枚，一枚为半球形，上刻“王以明

印”；另一枚为正方形，蛇纽，边长 2.3 厘米、高 2.1 厘米，上刻“劳邑

执圭”四字。据专家考证，“劳邑执圭”印乃是明器，应是仿汉代官印所

制，约在“西汉中期晚段，‘劳邑执圭’持有者老矣，死时刻此琥珀明器

印下葬”。据此可知，海外输入的不仅有琥珀制品，还有琥珀原材料。

七彩玻璃

说起玻璃，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在日常生活中，几

乎处处都可以看见用玻璃制造而成的物品：门窗上的玻璃，喝水用的各种

式样的玻璃杯，装汽水或酒的各种玻璃瓶，墙上挂着奖状的玻璃镜框，桌

上插着鲜花的玻璃花瓶，还有小朋友们玩的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真是不胜

枚举。无色透明的玻璃球，经过高温加工制成的玻璃纤维，在工业中用途

是非常广泛的。玻璃仪器也是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设备。总

之，玻璃制品以其晶莹透明、色彩艳丽、耐腐蚀和价廉物美等特质而赢得

人们的喜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生产的重要器材之一。

玻璃制造术是古代人类继制陶术发明以后的又一伟大的创造，世上本

来并没有玻璃这种物质，是人类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



质的新创造。或许这种发明是来自一种偶然、一次意外，但晶莹透明的、

从未见过的新物质的诞生无疑会令人惊奇、兴奋甚至自豪，于是世上流传

着各种各样关于制造玻璃的动人传说。

在西方有关于腓尼基人发明玻璃的传说。三千多年前，一艘满载大块

天然苏打（碳酸钙）的商船停泊在地中海沿岸贝鲁斯河口的美丽沙滩上。

腓尼基船员在河滩上用天然苏打块支锅野餐。饭后，当他们收拾东西时，

在炉的灰烬中发现了一种玲珑剔透、晶莹闪光的东西。原来，这沙滩上都

是石英砂，在船员们烧火做饭的时候，支着锅的天然苏打在高温下和石英

砂发生了化学反应，因此变成玻璃了。聪明的腓尼基人在无意中发现了这

个秘密。当秘密被发现以后，就开始了玻璃的生产。腓尼基人用特制的炉

子，把石英砂和苏打一起熔化，炼出玻璃液。最初，他们把玻璃液制成大

大小小的玻璃球、玻璃珠子，运往世界各地。由于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圆

溜溜光闪闪的透亮珠子，都把这些玻璃珠看成宝贝，因此用黄金或珠宝来

换，腓尼基人由此发了大财。不久，腓尼基人制造玻璃的秘密便被人泄露

出去了。

但是古埃及也有自己发明玻璃的动人故事。古埃及是个文明古国，远

在公元前四千年，古埃及人就已经开始探索天空，他们发现了天狼星在早

晨的出现和尼罗河泛滥的关系。在三千五百年前，还没有风箱，他们就能

用吹管吹旺熔炉，冶铸金属器皿。而相传早在五六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发

现了玻璃。据说，是一位制造陶器的工匠，在一次从窑中取出陶盆时，看

到陶盆里有一块亮晶晶的东西。这位聪明而细心的工匠没有放过这个小小

的意外的晶体，他分析陶土里的成分，一次次试验烧制，终于搞清了这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