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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自春秋早期开始
男女都追求美白

这一反映古人生活品质
细节的重要研究成果论文，由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
古学与人类学系(国科大考古
系)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
同完成，北京时间9月3日晚在
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
林格·自然旗下专业人文社科
期刊《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
上线发表。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国科
大特别研究助理韩宾博士介
绍，铅白通常指水白铅矿、白
铅矿或两者的混合物，它是人
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化妆品和
颜料之一。铅白在中国以“铅
华”而闻名，“洗尽铅华”这个
成语即由此而来，其本意为洗
去脸上涂抹的名为“铅华”的
化妆品，呈现真实面貌，这里
的“铅华”其实就是铅白。

人类早期铅白的使用主
要是来自天然白铅矿，集中在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
年期间，区域主要分布在南欧
(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公
元前3000年左右)、伊朗(公元
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
亚(公元前2500年左右)和印度
河谷(公元前2500年左右)。但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
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
到公元前2000年有天然铅白
的使用。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人使用腐蚀法合
成铅白，此后铅白开始大规模
生产，并广泛用于欧洲的绘画
和化妆品中。而在东方，中国
合成铅白的起源在科学技术
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不同
的观点：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
瑟博士认为，中国在公元前5
世纪已经有了人工合成铅白
技术，并随后从中国传入欧
洲；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
国的人工合成铅白技术并非
本土起源，可能是从欧洲或古
埃及传入。

近期，国科大考古系与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在梁带
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的支持下，
对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内春
秋早期诸侯及诸侯夫人墓地
出土微型铜容器内的白色残
留物，通过显微镜、红外光谱、

X射线粉末衍射、稳定同位素
碳十三、放射性碳十四等科技
手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证实
该白色遗存为世界上迄今最
早的人造铅白。同时也说明
中国自春秋早期开始，男女都
追求美白。

中国人工合成铅白更早
制作方法和西方不一样

韩宾博士表示，梁带村芮
国遗址出土实物证据说明了
两点：一是中国人工合成铅白
在时间上要比西方最早的实
物证据早两三百年；二是梁带
村人工合成铅白的方法和西
方也不一样。这说明了中国
人工合成铅白是独立起源的，
而且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
可能影响到了西方。

那么西方是怎么制作铅白
的呢？韩宾博士介绍，西方比
较久远的一个传统，是先把醋
放在容器里，然后放上小架子，
上面放上铅片，然后封起来之
后，放到热源比如马粪上面，马
粪发酵会产生热和二氧化碳，
使醋蒸发后到达铅的表面来腐
蚀铅，从而来产生铅白。

梁带村遗址出土器物中
发现的铅白不是用醋蒸汽，而
是在溶液里面，通过氧化铅和
醋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铅盐，铅
盐直接在溶液里面和碳源（源
于木头的二氧化碳或可溶性
碳酸盐，如草木灰中的碳酸钾
等）进行反应生成碳酸铅的沉
淀。“一个是用醋蒸气，一个是
在醋溶液里面，这是本质的不
同。”

醋在春秋战国时
就已被用于手工业生产

韩宾博士认为，这个发现
的第一个意义是澄清了一个
事实：从1956年学者薛爱华撰
文提及铅白开始，铅白人工合
成在中国最早是什么时间、怎
么合成的，一直是一个比较有
争议的学术问题。很多学者
做了研究，但更多的是基于文
献的综述，没有考古的实物证
据，所以一直是处于争议阶
段。这次韩城梁带村芮国遗
址出土器物中人工合成铅白
的发现，证明了中国人工合成
铅白确实是独立起源的，也通

过考古实证了中国人工合成
铅白起源的技术路线问题。

第二个意义是发现醋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用于
手工业和工业体系化的生产，
比如用来生产铅白。这在以
前是没有证据的，这次发现等
于也找到了证据。“醋相当于
乙酸，在古代是很重要的一种
化学试剂，在中国的炼丹术中
有很重要的应用。那么它最
早在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呢？
以前一直没有标定，那么现在
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前
8世纪就已经开始利用乙酸进
行化学反应生产铅白。这对
中国化学史的研究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贡献。”

“1983年李亚东老师发表
了一篇《秦俑彩绘颜料及秦代
颜料史考》的文章，说在秦俑颜
料层中也发现了人工合成的铅
白。秦代的历史是公元前221
年到公元前207年。这次的发
现，把中国人工合成铅白的利
用向上推到了公元前六七百年
的春秋早期，这也是中国铅白
使用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那
么多秦俑如果要去山里采天然
铅白的话，量确实太大了。从
逻辑上来推理，我认为使用人
工合成的铅白还是比较合理
的。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精
细的科技分析。”

多种技术综合判断
是天然还是人工合成的？

那么科技考古人员到底
如何判断铅白是天然的还是
人工合成的呢？

韩宾博士介绍，首先最关
键的是碳十四测年。由于天
然铅白形成的时间比较早，如
果进行碳十四进行测年，它的
测年结果会比遗址的时间早
得多。如果测年结果在遗址
范围时间之内或者相隔不远，
就可以认定它是人工合成
铅白。

而通过晶体形貌可以辨
别西方的腐蚀法和我国的沉
淀合成法。如果是通过腐蚀
法产生的铅白，晶体的形貌就
比较短、比较小，呈颗粒状；如
果是通过溶液沉淀法产生的
铅白，一般都是长针状、假六
面体、棱柱状，梁带村遗址出
土器物中的铅白就是这种特

征。晶体形貌的不同，通过显
微镜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他的仪器比如X射线衍
射仪，可以确定物质组成的成
分。而稳定同位素碳十三可
以用来判断碳源。铅白即碳
酸铅，其中的碳是从那里来
的，稳定同位素碳十三就可以
作为一个指标。如果稳定同
位素碳十三的值是比较低的，
就说明这个碳酸铅晶体在形
成过程中一定是吸纳了一些
来自植物的有机碳，使得它的
碳十三的值比较低。通过精
密仪器和先进技术，可以把古
代残留物的物质组成及来源
做得很精细。

芮国两遗址都发现化妆品
一个是面霜，一个是铅白

“比较有趣的是在芮国的
两个遗址，我们都发现了化妆
品，而且化妆品的配方是不一
样的：在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
出土器物里，我们发现的是人
工合成的铅白；而此前在刘家
洼芮国遗址出土器物残留物
中，我们发现的是油脂加一水
碳酸钙的面霜。”

韩宾博士说，在刘家洼
M49墓葬发掘出土的器物中
发现了一些黄白色的残留物，
我们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
作对这些残留物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油脂。
化妆品一定要有油脂的成分，
否则是固定不住粉的。那么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化妆
品中使用油脂的？此前比较
确切的是北魏贾思勰在《齐民
要术》中写了一个制作面霜的
方子。那么在北魏之前中国
人用不用面霜，用的是什么面
霜？这是不清楚的。我们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对刘
家洼芮国遗址M49墓葬出土
器物中的残留物进行分析，发
现其中用了牛油，它是用牛油
做基质，又加了一些无机矿物
一水碳酸钙来作为配方，这相
当于是中国最早的美容面霜。
M49是个贵族男性墓，所以这
是男性使用的化妆品。这在
我国还是第一例。但如果放
在全世界来看，希腊一些达官
贵人和有级别的演员的墓葬
中也曾发现有化妆品。

据《华商报》《陕西日报》

爱美之心，既人皆有之，亦自古有之。古人追求美白
效果的铅白化妆品，早期主要使用天然白铅矿，但铅白最早
于何时、何处实现人工合成，此前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也颇受关注。

中国学者最新合作完成的一项考古研究澄清了这个“美丽的
误会”，他们在陕西一处春秋早期贵族墓地出土微型铜容器的残留
物中，研究发现并分析确认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铅
白化妆品遗存，说明中国古人在春秋早期使用人工合成铅白化妆
已属平常，其年代比欧洲及环地中海地区要早近300年。

这些小青铜器
到底是干啥的

据了解，在刘家洼芮国遗址
和梁带村芮国遗址发现化妆品的
器物，都是一些小的青铜器。其
实在虢国、晋国、曾国以及山东地
区一些春秋时期的墓葬里，都曾
发现有类似的小铜罐。之前有人
猜测这些小铜罐是把玩的弄器，
有人猜测是原物缩小版的微型
器。通过科技检测对残留物和青
铜器物内壁上的一些东西进行检
测后，可能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发现。由此可以看出，刘家洼遗
址、梁带村遗址的此类化妆品考
古新发现，既是田野考古和科技
考古交叉融合发展的案例，也可
能成为今后考古发展的一个
趋势。

中国发现世界上最早人工合成铅白化妆品

2800年前
咱的帅哥美女
就开始美白了

梁带村遗址
出土的M26:137小
铜罐器盖内部的
白色残留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