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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津渡遗址黄河铁牛。

春天的天空湛蓝而高远，白云轻轻飘过。3
月30日，山西永济市阳光明媚，记者来到蒲津渡
遗址景区，与千年黄河铁牛“对话”，感受着昔日
的开元盛世。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唐代无疑是一个辉
煌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繁荣和
强盛达到巅峰。而在这个繁荣时代，有8尊铁牛
矗立在黄河岸边，见证了唐代蒲津渡和朝邑的
辉煌与荣耀。

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最南端黄河东岸的蒲州
古城西门外，是黄河古代著名的三大渡口之一，
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通道之一，被称为河
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平原的第一锁钥，在政
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战略意义。

据史料记载，这8尊铁牛都是用来栓铁索之
用，4尊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16公里处黄河西岸
老岸崖下，古称朝邑。4尊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
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铁索又连舟组成黄
河上最早、最长、最大的黄河大浮桥，是沟通陕
西、山西、河南三省的重要纽带。如今，这些铁
牛已成为国宝级文物，站在黄河岸边诉说着千
年的历史。

站在蒲津渡遗址上，眼前的铁牛仿佛是从
古代穿越而来的精灵，随着讲解员娓娓道
来，沉默的黄河铁牛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永
恒的力量。

黄河铁牛的前世今生

黄河铁牛，又称开元铁牛，是山西蒲津渡遗
址最突出的文物。

我国历代王朝数次在蒲津渡造桥，或临时
建造，或逢时建造。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春秋
左传·昭公元年》：“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造
舟”即以船为桥，类似于今天的浮桥。之后秦
国、曹魏、东魏、西魏、隋朝、唐初都曾因战争或
经济需要在蒲津渡建造浮桥。

唐开元年间，随着蒲州一带经济的发展，
蒲州城升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的交通
地位显得更加重要，竹索浮桥已与雄城蒲州极
不适应。

当时的兵部尚书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陈
述竹索浮桥稳定性差，还多被黄河洪水所毁，
难以持久使用，无法有效解决秦晋交流问题。

开元十二年，唐玄宗任命中书令张说主
事，熔铁铸牛，以 8尊铁牛做墩代替木桩，冶铁
结链为揽代替笮索（竹绳），修建当时世上最坚
固的浮桥。

浮桥从建造距今约有 1300年的历史，千百
年来，历经战火、洪水等的破坏。

元朝以后，蒲津渡战略地位弱化，浮桥被毁
后再未重修，直到清代黄河改道，蒲津渡彻底废
弃。连续“工作”了 500余年的 8尊铁牛也终于
卸下肩头重担，守候在黄河两岸，后逐渐埋在河
沙之中，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
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
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

五十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
再加上黄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
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

直到 1989年，专家在蒲津渡遗址上勘探发
掘，黄河古道东岸的4尊大铁牛才重见天日。

刚出土的铁牛几乎和黄河颜色一样，由于
临近河水，空气潮湿，出土后的铁牛锈迹斑斑，
保护工作步履艰难。文物部门投资千万，保护
蒲津渡遗址文物”研究铁牛的防腐技术，涂上了
新的保护层。黄河铁牛终于恢复了它的雄姿。

据此可以推断，黄河的西岸，也就是今陕西
省大荔县内应该也有 4尊同样的铁牛。然而时
至今日，曾在我省的 4尊铁牛仍然不知所踪，成
为一个谜。也许是被人运走了，也有可能深埋
在黄河的泥沙中。

4 尊铁牛重约 45 吨—75 吨。它们面向黄
河，排成两排，仿佛在守护着这条母亲河。

在每尊铁牛身旁半米处，还各站立着一个
高鼻深目的铁人作牵引状。这 4个铁人造型栩

栩如生，服饰、表情、动作等各不相同。讲解员
称，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民族，按照当时唐王
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来判断，应该是维、蒙、
藏、汉四个不同民族。这组铁人雕塑以无声的
形式诠释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和睦与共的历
史传统。

开元盛世的工匠手笔

铁是冷兵器时代最为重要的金属资源，根
据永济市文旅局的公开资料，这是一项耗资巨
大的工程，铸造这些铁牛、铁人以及锁链等设
施，耗费铁量约1100吨，相当于唐王朝全国铁年
产量的五分之四。要知道，当时是唐王朝最为
鼎盛时期，铁年产量最多也只有千余吨。

铁器冶炼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而唐
朝除了冶铁技术相对较为成熟，还掌握了金银
器冶炼技术。铁牛的铸造工艺精湛，线条流畅，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唐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无
限创造力。

2020年央视推出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
中，就揭秘了黄河铁牛的铸造过程。

工匠们以黄蜡为材料，先塑造铁牛造型，随
后用蒲津渡河岸的泥土均匀涂在蜡膜外层，再
用文火慢慢烘烤直到泥土干透且没有裂缝，同
时黄蜡也全都融化，将蜡液排出之后，铁牛造型
的空心泥范就完成了。

因铁牛消耗的铁液较多，在当时要同时用
数以十计的炼炉同时炼铁。堵住蜡液排出口并
烘干之后，将滚烫的铁液灌入泥范中，等到铁液
凝固打碎泥范，铁牛的雄姿就随之出世。

铁牛造形生动，前腿作蹬状，后腿作蹲伏
状，矫角、昂首，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
浮桥。腹下有山，其下有 6根直径 0.4米，长约
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
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
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
出铸造的工艺技术。

铸造过程虽不过寥寥几句，但这是唐朝耗
费人力物力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

巨型铁牛除了起固定索桥作用外，还有多
种作用。

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铁牛置于河
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象征着拦
挡洪水、征服水患，造福于人民之意。古人讲究
阴阳相对，在铸造铁牛的同时，也铸造了 4个铁
人、七星铁柱。七星柱则代表天（仿天上北斗七
星布局），这样天、地全有（铁牛为土，即地），囊
括宇宙。其实，七星铁柱不过是拴船的桩子，与
铁牛融为一体充作舟桥索桩而已。伫立铁牛旁
的铁人，也和铁牛一样扮演着索桩的角色。

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称赞铁牛、铁人
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有实际功能的
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
国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
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就地保护的现实考究

黄河铁牛带着令世界惊叹的古代智慧和力
量重回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些铁牛能够保存
至今实属罕见。据专家分析，铁牛千年来没有被
河水侵蚀，一是因为古代工匠在铸造铁牛的过程
中，注重了防腐蚀、防生锈的工艺；二是因为历朝
历代的当地百姓都注重保护铁牛，对它们长期
进行防锈维护。这些铁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

但出土至今三十余年，一直是露天摆放，
饱受雨雪风霜，对其保护措施多年来也有不同
的声音。

1991年，山西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多次就
蒲津渡遗址的出土文物保护问题进行论证，提
出了就地保护、填埋保护、抬升保护三个方案。

直至 1996年才确定方案，将蒲津渡遗址复
原，并将铁质文物抬升 12.2米。

我们都知道，铁元素是非常活泼的元素，
如果暴露在空气中，非常容易被腐蚀生锈，
被腐蚀的铁质文物更加脆弱，保存难度非常

大，全世界目前都还没有可以完美保存铁质
文物的技术。

黄河铁牛在出土之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
史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成分检测，最终结果是铁
牛所用的铸铁是低硫低硅灰口铁。一般来说，
铸铁中所含的其他成分如硫化物、碳化物等
等，都会加速铸铁的锈蚀。

而元代之前的铸铁中硫化物的含量都比
较低，因此，这也是黄河铁牛在屹立百年之后，
锈蚀程度较轻的原因之一。

同时黄河铁牛在泥土中掩埋数百年，隔绝
了空气，导致化学反应缓慢，所以减轻了锈蚀
的程度，在出土之后才会较为完好。

现如今，根据铁质文物的腐蚀机制和因
素，我国对其的修复与保护分为脱盐、除锈、缓
释、和封护四个步骤，这也是我国室外铁质文
物的主要保护措施。

先用化学方法进行浸泡或者清洗，达到除
锈和脱盐的目的；然后在其表面使用缓蚀剂形
成一层保护屏障，避免腐蚀；最后用封护剂进行
表面封护，最大程度将文物与外界大气的接触
减少，降低空气中有害物质对其的不利影响。

黄河铁牛在没有更为科学可靠的保护技术
之前，此保护措施已经是目前相对来说较为合
理的保存方法。

在离开蒲津渡遗址之前，记者再次回望铁
牛，默默感受这份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

黄河铁牛带着开元盛世的繁华而来，独特
的设计理念，高超的铸造工艺，坚不可摧的雄
姿，无不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它是冶金铸造史
的奇迹、是桥梁建筑史的奇迹，更是艺术雕塑
史的奇迹，黄河铁牛有着卓越的贡献意义，也
是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文化艺术品。

□本报记者 王青

等了千年被发现 再等多久被看见
——简牍“排队”保护难点聚焦

黄河铁牛黄河铁牛：：蒲津渡的千年守望蒲津渡的千年守望

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之前记录中
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
发现超过 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牍，出土后有
的字迹氧化辨识不清，有的呈现为糟朽木片或
软烂成泥状态，交错堆叠互相粘连。

笔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已有十多万枚简牍
通过抢救性修复重获新生，但全国范围内仍有
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修复，这一工作面临
多重难题。

数以万计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复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
这个时期正值我国历史嬗变的重要时段。武
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陈伟认为，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
接遗存，简牍比传世文献更具特别价值。

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生王瑞霖每周
都参加学校与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读
简班”，在他看来，简牍再现了很多生动有趣的
历史细节。“比如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
了边关小吏餐食、账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让

历史充满了温度。”他说。
目前，我国发现的简牍主要集中在湖南、

湖北、甘肃三省。其中西北地区出土的基本为
“干简”——由于出土地气候常年干旱，简牍早
已自然干燥，后续保护主要考虑温湿度和空气
环境；而南方地区出土的多为“饱水简”，存在
糟朽、残缺、开裂、变形变色、微生物侵害、盐类
病害等多种问题，保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的湖北荆州文
物保护中心，近年来累计完成 13万多枚竹木简
牍的脱水工作，饱水简牍修复量占全国 90%以
上，但仍有 37000多枚简牍在“排队”等待修复。

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简牍保护包括清洗
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等步骤，
中心及其设立在长沙、兰州等地的 7个工作站
每年能为 7000枚竹简进行脱水保护，消化现有
存量需要将近 6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保护实验室文
保人员张晓英说，修复只是简牍保护中的一个
环节，研究院待采取保护措施的简牍数量约
14000枚，实验室每年只能完成约 2000枚简牍
的保护工作。由于研究院同时承担考古发掘
工作，除了保护已出土简牍，还要随时“迎接”
新出土简牍，简牍保护修复时间进一步拉长。

专业人员少、修复难度大

笔者采访发现，大量简牍等待保护修复的
背后，一方面是近年来简牍大量集中出土，存量
激增；另一方面，简牍自身特性决定了其保护修
复难度大，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笔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出土大量简
牍。2021年，荆州王家嘴墓的楚墓中发现 3200
余枚战国简牍；2023年，湖南郴州渡头古城遗
址发现 1万余枚吴简；2023年底公布的荆州秦
家咀墓地出土战国竹简 3900余枚。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数量，可能超
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总和，有的地方一次性
就出土了上万枚。”方北松说，原有存量等待修
复，增量集中出现，加剧了“排队”现象。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大、增量多，简牍自身
特性也给保护修复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水缺氧的环境
中，出土后如同煮得软烂的面条，氧化后迅速
变黑，字迹常有脱落，且碎片数量巨大，保护
难度极大。”方北松说，简牍保护修复每一个
步骤都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简牍
上的文字。

笔者在荆州文保中心看到，工作人员熊佳

和同事正在对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简牍进行
清理，每人面前一枚浸泡在纯水中的竹简，用
细笔小心轻扫简上的泥土。“一枚简通常需要
清理一整天。”熊佳说。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
修复等步骤，还需进行红外扫描、数据采集、文
字隶定等操作，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与此同时，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相对有
缺口。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人史少华近日
赴云南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修复云
南河泊所出土的 15700多枚木牍，预计到 2027
年全部完成。“算上各地文保工作站和地方派
来荆州文保中心跟班学习的文保人员，只有 20
名专业简牍修复人员，人手比较紧张。”他说。

由于专业简牍修复人员少，一些地方抽调
人员协助进行简牍保护修复。

在简牍出土大省湖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是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保护、整理
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目前，该院共有 4
名常驻简牍保护人员，还临时抽调了 2名保护
人员和 1名专业摄影师协助工作。

多措并举让简牍焕发时代光彩

多位专家表示，简牍保护修复还应进一步
从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入手，多点发力，让凝
聚祖先智慧、民族历史的鲜活史料焕发光彩。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
复现象，受访专家建议，提高简牍保护修复的
数字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的更新迭
代对简牍保护修复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使用
的保护技术，结合了物理、生物、化学等多个学
科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相应扩展。”史少华说。

笔者采访发现，近几年各地文保单位已经
探索创新一系列措施，成果显著。

2021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简牍
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高精度三维拍摄建模，
将包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的所有信息
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荆州文保中心探索出采用连二亚硫酸钠作
为脱色主试剂、十六醇作为脱水填充材料、运用
计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等保护修复方法。“有一
些简牍送来时已严重变形，但经过我们的修复，
无一枚毁坏，迄今都保存良好。”方北松说。

据了解，简牍的保护修复和整理研究还没
有统一标准。专家建议，邀请权威专家集体论
证，制定全国性的标准和工作规程，明确责任
主体，设定修复期限。

不同于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简牍往往
内容晦涩难懂，研究群体范围小，被称为“冷门
绝学”。随着国家扶持力度加大，各地高校持
续加大简牍学人才培养。但目前高校培养的
相关人才仍以简牍研究为重点，简牍保护修复
人才不足。

“文物保护本是小众领域，简牍的保护修
复更是小众。”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
主任常燕娜建议，进一步加大相关人才培养，

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学、文物保护、化学等
领域的人才，同时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
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

“修复与保护不是最终目的，在此基础上
最大程度展示利用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简牍保护是第
一步，更需对简牍进行深度挖掘，从中了解中
国历史与中国精神，释读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
的交流互动。 □张玉洁 张格 袁慧晶 喻珮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张玉洁 摄

←甘肃文
博服务中心文
物修复师李媛
在清理待修复
的简牍。

陈斌 摄

→在荆州
文 物 保 护 中
心，文物修复
人员笪晓莉查
看一片待修复
的简牍。

肖艺九 摄

与黄河铁牛亲近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