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唐代长安韦 氏家族墓 出 土银器

的分析与初步研究
研

究 覃盼盼 杨军 昌 李晓 岑

唐代韦氏 家族墓
，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原韦 一 样品来源

袁 曲镇东北韦曲原上的南里王村 。 随着考古发现 件银制 品 中
，

件为银容器 ， 件为银背

的 日 渐增多 ， 西安地区的 田 家湾 、 白 鹿 原和长 镜 。 其 中 ，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图 ， 样品编

￡ 乐坡等地也有韦氏 家族墓
】

。 韦 氏家族墓出 土 号 ，
出 土于 长安区南里王村 韦洵 墓

家

随葬品丰富 ， 除了大 量的陶器以外 ， 还有 墓志 （ 年 ） ， 韦洵为韦皇后之大弟
；
莲瓣纹鎏金

和 制 作精美 的金 银 器等 多种 。 本 文 采用 无损 三足银盒 图 样品编号 和 卧鹿纹

技术手段 ， 对韦氏家族墓地中 座墓葬出土的 鎏金 银盒 图 ， 样品 编号 ，
均 出土

件银器 （ 均藏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进行合金 于东郊国 棉五厂第 号唐墓 ， 为韦 氏家族中
一

与 成分检测 和表面显微观察 ， 以 了 解其 材质和 韦姓 女子墓葬 （ 年 ） ； 蟾蜍异兽纹鎏金银
初

相 关工艺 ， 为唐代 金银器 制作技 术 的研究提 背铜 镜 图 ， 样品编号 出土于东

供参考 。 郊唐韦美美墓 （ 年 ） ， 韦美美为韦恂如之长

表一 唐代韦氏家族墓出 土银器 一览表

编 号 器 物名称

：

器物描述 ， 备 注

敞 丨 微束腰 ， 圈足 ， 「」 沿外有 周凸 弦纹 ， 卜

—

腹冇 周

明显的折棱
。 除圈足外

， 通体以鱼子纹为地
。 口沿及腹 唐代 酒具 ，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的下部为连云纹 ， 腹中部为折枝 花纹和散杂草纹 ， 折枝 图

花之间为鸿雁 。 高 口径 。

圈 足盖钮
，
莲瓣形盖

，
腹部 十二曲

，
三蹄足 。 整个盒体

莲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除盖钮和三足以外 ， 均 以鱼子纹为地
，
地纹之上錾刻鎏 图

金缠枝花草及鸾鸟纹 。 通高 直径 。

形
，

由盖
、 身两部分组成 ，

以子母 口扣合 。 整 个盒体

以鱼子纹 为地 ， 盖中部饰
一对卧鹿

，
盒底中部錾刻僧人 唐代药 具 ，

卧鹿纹鎏金银盒
扶杖牵象 图 ， 器壁及盖壁饰流云纹

，
整个盒体除鱼子地 图

之外的主纹饰鎏金 。 高 ，
直径 。

瓣菱花形
，
葵口 平沿

，
镜背镶 嵌银壳

，
匍匐式兽钮

。

妇 女随身护
银壳以鱼子纹为地

，
地纹之上 刻两 狮两鸟及缠枝花 ， ； 二

蟾蜍异兽纹鎏金银背铜镜 带的梳妆用
具有空间透视感 ， 银壳表面主纹 与部分鱼子纹鎏金 。 镜

具 图
缘厚 镜面最大直径 。

、 ’



图 ’ 鸿雁折枝 花纹银杯 （

⑷
图 莲瓣 纹鎏金三足银盒

（

图 卧鹿纹鋈金银 盒 （ 图 蟾蜍异兽 纹鎏金银背 铜镜 （

女 。 器物详细信息见表
一

。 谱合金分析仪 。

成分分析

二 分析方法与结果 成分检测前 ， 选择表面平整 、 无附 着物 、

由 于所研究 文物的完整性和珍贵性 ， 不能 可 完全 覆盖仪器检测窗 口的 部位作为检测 区

对其进行取样研究 ， 因 此采用 无损 方 法对器 域 ， 检测 内容分为本体成分与鎏金层 成分两个

物进行分析研究 。 首先 利 用 光学显微 镜对器 方面 ，
其中文物本体检测选择

物表面和连接部位进行观察 ， 以推断器物制作 模式 ，
鎏金层检测选择 模

技术和 纹饰加工 工艺 ； 然 后利 用 便 携式 式 。 检测过程 中
， 对器物 同

一

部位进行多点检

对其进行无损成分检测 ，
以 明 确其表面合金成 测 ， 并 将检 测数 据归

一化处 理 ， 然 后 取平 均

分 。 其 中 ， 显微 观察采用 值 。 由于蟾蜍异兽纹鎏金银背铜镜镜背银壳未

型超景深视频显微镜
；

鎏金 区域太小而 不能完全覆盖仪器检测窗 口
，

成分检测采用美国热电公司 （ 生产 的 因此未对其本体合金成分进行检测 。 具体成分

尼通 （ 型便携式 射线荧光能 检测结果见表二
、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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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二 唐代韦氏家族墓出 土银器本体成分 检测结果
：

合金元素平均成分
器物名称及编号 检测部位

—

—
”

备 注
文

鸿 雁折枝 花纹银杯杯体 腹部

究
底 部

八 莲 瓣纹 鎏 金 三 足 银 盒 盒盖 内壁 还含 有微量的

盒身 内壁
、 等元素

唐
卧鹿纹鎏金银盒 盒 盖内壁

代
（

盒 身 内壁
长

安

表三 唐代韦 氏家族墓 出土银器鎏金层成分 检测结果

合金 元素平均成分 （

器物名 称及编号 检测部位 备 注

莲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盖钮与 口沿间
器

盒 身底部

卧鹿纹鎏金银盒 盒盖象 还 含有微 量

初
（ 盒 身鹿 的 、

等
步
研 镜背兽 元素
究 蟾蜍异兽纹鎏金银

镜背鸟
铜背镜 （

—

镜钮

本体成 分检测 结果显示
， 件银 容 器 的 纯度均 较高 ， 银含量在 以 上

。
鎏金层成 分检測 结果显 示

， 件

鎏金银器 的鎏金层 中 均检测 到 汞元素 的存在
。

工艺考察 雁身体和折枝花叶片等部位有
一些收 缩现象 ，

显微观察前 ， 选择器物表面 、
连接部位和 虽 然这些部位被打磨抛光过

，
但这些收缩的孔

纹饰区域作为观察的重点区域 ， 然 后分别在不 洞仍然能够看见 ， 由此推断该银杯为铸造成 型

同放大倍数下对 已选区域进行观察 ， 同 时对典 （ 图 。 杯体外壁底部分布着从 中心向外的 同

型加工痕迹拍 摄显微照片
（
图 图 。 由 于 心条状圆周 ， 相邻圆 周高低不同 （ 图 ， 并且

显微观察的光源偏黄 ， 因 此对所拍摄显微照片 圆周表面 有很浅的紧密排列的纵向条痕
，
这应

的色彩有一定的影响 。 该是器物 成型后切削整形留 下的痕迹 。 另 外 ，

制作技术 在银杯圈足与杯底接缝处有明显的焊接痕迹 ，

制作技术考察 。 金银器制作技术
，
主要是 宽度约为 图 。

通 过显微观察器物 表面 和连接部位加工痕迹 在显微镜 下观察到莲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与缺陷来推断 。 在显微镜下观察鸿雁折枝花纹 （ 与 卧鹿纹鎏金银盒 （ 表面

银杯 （ 的过程中 ， 发现在杯体 口沿 、 鸿 都经 过了 打磨抛光处 理 ，

“

掩盖
”

了器物的 制



■■
图 鸿雁折枝花 纹银杯 （

口 沿 收缩现象

表四 唐代韦 氏家族墓出 土银器表面纹饰加工工艺显微观察结果

器物名称及编号 表面纹饰

“

纹饰观察结果

三组纹饰处于同
一

平面 ， 均 由弧形底边的等腰三角形逐个叠压形成的线
鸿雁纹

条构成各组纹饰 ，
三角形横截面表现出 两种形 式 ：

一

种呈 形 （ 图
折枝花纹

鸿雁折枝花纹银
仙

一 另
一

种呈
“ ”

形 （ 图 。 卷云纹的錾刻痕迹较深 ，
部分卷云纹錾

卷 纹
杯 刻痕迹下方有类似于草稿的线刻痕迹

（
图

。

由直径大小相近的圆圈组成 ， 圆 圈 内部与以上三组纹饰处于同
一

平面 ，

鱼子纹‘
边缘内凹 ， 部分部位相互重叠

（ 图 圆圈直径平均大小为 。

鸾鸟纹 盒盖与盒体纹饰均处于同
一

平面 ， 两组纹饰均由弧形底边的等腰三角形

莲瓣纹鎏金三足 缠 枝纹 逐个叠压形成的线条构成各组纹饰
，
横截面呈

“ ”

形 （ 图 。

银盒 （ 与主体纹饰处 于同
一

平面
，

由直径大小相 近的圆 圈组成
，

圆圈边缘 较
鱼子纹一

“

宽 ， 彼此重叠部分较多
（
图⑷ 直径平均大小为 。

盒盖与盒体纹饰均处于同
一

平面 ，
三组纹饰均由弧形底边的等腰三角形

臣卜鹿纹；
‘

逐个叠压形成的线条构成各组纹饰 ， 横截面呈
”

形
（
图 。 整个盒

僧人扶杖牵象
卧鹿纹鎏金银盒

一 」
表面有两种草稿 的线刻痕迹 ： 第一

种与鸿雁折枝花纹银杯相同 ，
位于正

流 纹
式錾刻痕下方 ； 第二种位于纹饰轮廓区域 （

图 图 。

与主体纹饰处于 同
一

平面
，

由直径大小相近的 圆圈组成 ， 单个鱼子纹轮
鱼子纹‘

廓不明显
（
图 。

纹饰凸 出呈立体状
，

“

圆点状
”

、

“

月 牙形
”

和等腰三角形 种痕迹排列
兽纹“

组合形成兽身表面的毛发 、 耳朵等细节部位 （ 图 图

蟾蜍异兽纹鎏金 鹊 鸟纹 两组纹饰处于同
一

平面 ， 但略低于兽纹 ， 由等腰三角 形和弧形痕迹排列

银铜背镜 缠 枝花纹 形成纹饰的羽毛等细节部位 （ 图 。

低于以上三组主体纹饰 ，
分大小两种 ， 大的鱼子纹分布于整个银壳外缘

鱼子纹 一

周 ，
直径平均大小为 小的鱼子纹填充于除主体纹饰和大鱼子

纹外的整个银壳表面
，
直径大小平均为 。

唐 陵 研究 专题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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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图 鸿雁折枝 花纹银杯

（
外 图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 圏 足 与杯

壁底部 同 心 圆 周 底接缝处 焊接痕迹

§

■ 纖
’

义
、：

、
、

图 莲 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

盒 身 内 底螺旋 式 圆 图 纹

‘ ■

图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 鸿雁颈 图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 鸿雁尾部

部横 截 面 呈
“ ”

形 錾刻 痕迹 横截 面 呈
“ ”

形 錾刻 泉迹

作信息 ， 但测量器壁厚度知 前者 盒盖立沿最 面很容易 出 现裂纹 ， 因 此根据器物壁厚推断两

厚处为 最薄处 为 后者盒盖 件银盒为锤打而成 。 除此之 外
，
莲瓣 纹鎏金三

立沿平均厚度为
，
盒身 口沿平均厚度 足银盒 （ 盒身 内壁底部有 以中心为起

为 。 由 于太薄的器壁在铸造 中器物表 点 ， 向外分布的螺旋式圆 圈纹 ， 这应该是抛光



【
‘

：

‘

”一
“

、

图 鸿雁折枝 花纹银杯
（ 杯体 图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 表 面

外壁腹部折 线 以 下 云 纹线 刻 痕迹 鱼 子纹

图 莲 瓣纹鎏金三足银 盒
（

图 莲 瓣纹鎏金三足银 盒 （ 盒

盒盖 图 足内 鸾 乌 纹三 角 形 錾刻 痕迹 盖 图 足 内 鱼子 纹重 叠痕迹

图 卧鹿 纹鎏金银 盒
（

盒 图 卧 鹿纹鎏金银盒 （ 盒盖

身 象腹部 錾 刻痕迹 边缘的 线 刻痕迹

留下来的痕迹 ， 通过痕迹也可 看出用 力时轻时 断 ， 主要通过对器物表面 纹饰线条的形状 、
连

重 （ 图 。 贯性 、 相 近性以及缺 陷的观察
，
进而推 断加工

纹饰加工工艺 过程 中所使用 的工具等 。 在显微观察过程 中
，

纹饰加工工艺的考察 。 纹饰加工工艺 的判 以器物表面每组纹饰为观察单元 ，

一组一组观

唐陵 研 究 专 题



复 ‘

：

图 卧鹿 纹鎏金银盒
（

盒 盖表 面 图 卧鹿 纹鎏金银盒 （ 盒 盖

纹饰轮廓 区域的 线 刻 痕迹 表 面 鱼子纹

；■
、
一

图 蟾蜍异兽 纹鎏 金银 背铜 镜 （ 图 蟾蜍异兽 纹鎏金银 背铜 镜 （

镜 背兽 钮表 面 圆 点 状錾刻 痕迹 镜 背 兽钮表面 月 牙形 錾刻 痕迹

察
，
并对不同部位纹饰线条的特点和尺寸进行 件银器表面的鱼子地纹都是 由

一

个个圆圈排列

比较
，
其详细的观察结果见表四 。 而成 ， 同

一器物 中鱼子纹直径大小相近 （ 蟾蜍

结合 件银器表面纹饰的显微观察结果 ， 异兽纹鎏 金银背铜镜 为大小两种
）

。 据

件银容器的表面纹饰均处于同
一平面 ， 主体 此推断 ， 件银器在表面纹饰加工方面采用 了

纹饰均 由 弧 形底边的等腰三角形逐个叠压形 相 同的加工工具和表现手法 ， 加工痕迹 中以组

成的 线条构成 ， 这应该是在錾 刻过程中快速 成线条的弧形底边的等腰三角形和鱼子地纹的

走 刀形成的痕迹 。 蟾蜍异兽 纹鎏金银背铜 镜 圆圈最多 ， 表现手法以点构成 线 ， 以线条表现

表面纹饰与前三者略有不同 ，
主 体 纹饰内容为主 。

纹饰凸 出于银壳表面呈现 出立体感 ， 纹饰的细 具有底稿作用 的线刻痕迹出现在鸿雁折枝

节部位没有通过三角形组成的线条反映 ， 而是 花纹银杯 （ 外腹部和 卧鹿纹鎏金银盒

采用 三角 形 等形状的痕迹排列组合来表现 。 盒盖表面 ， 相 同 的线刻痕 迹也 出现



图 蟾蜍异 兽 纹鎏金银 背铜 镜 （ 图 蟾蜍异兽 纹鎏金银背 铜镜 （

镜 背 奔驰兽表 面 三 角 形 錾刻 痕迹 镜 背雀 乌 表面 孤形 錾刻 痕迹

在西安何家村窖藏的 件未完成的银质作品表 金银盒
（

表面纹饰在錾刻前线刻出 主

面
，
这些线刻痕迹是正式錾刻前的草稿 。 据此 体纹饰轮廓 ， 或 线刻 出主体纹饰的錾刻 区域 ，

推断 ，
本文 的这两件银器的纹饰加工顺序为 ：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次錾刻主体纹饰 。 蟾蜍异兽

先线刻纹饰 ，
再錾刻花纹 。 纹鎏金银背铜 镜 （ 镜背银壳的制作略

有不 同 ， 首先锤打出 银片 ， 然后使用工具在银

三 讨论 片背面锤打 出兽纹等主体纹饰轮廓 ，
以使其在

材质与工艺分析 银片背面突 出而呈现出 立体感
， 接下来在器物

根据成分检测结果 ， 件
“

银器
”

均为 银 正面錾刻出鱼子地和主体纹饰的细节部位
， 最

质 ， 而且银的纯度较高
，
其中 的 件鎏金器物为 后在主体纹饰表面汞鎏金 。

汞鎏金工艺实现银器表面的着色装饰。 在纹饰加工方面 ， 本 文的 件银器均 采用

根据显微观察结果
， 可 以对韦 氏家族墓出 了錾刻工艺 ， 并且使用 了相 同 的加工工具 。 根

土的 件银器的 制作工艺做 出如 下初步推断 ： 据现代的传统金属雕刻 ， 推断弧形底边的等腰

鸿雁 折枝花纹银杯 （
〉 在铸造成型后 ，

三角形 錾刀 头为
“
一

”

字
，
錾刻过程 中

“
一

”

外表面经过刀具切削
， 然后将圈足焊接于银杯 字与器物表面形成

一定 的夹角 ， 在有节奏地敲

底部 ， 在银杯表面线刻 出主体纹饰作 为草稿
， 击錾刀中快速移动 ， 从而形成 由 三角形叠压形

最后在线刻纹饰上錾刻 出主体纹饰和鱼子地 。 成的线条 ；
鱼子纹錾 刀 刀头截面为内 凹 的半球

莲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 与卧鹿纹鎏金 形 ，

“

圆 点状
”

錾刀刀头与鱼子纹錾刀 刀 头相

银盒 （ 的制 作工艺类似 ， 即器物在缍 反 ， 为 凸 出的半球形 。 依 据 《 中 国细金工 艺与

打成型之后 ， 内 壁经过 打磨抛光 ， 然后在器物 文物 》 中对于錾刀 刀头的命名 ，
三者对应 的名

外表面錾刻出主 体纹饰和鱼子地 ， 最后在器物 称分别为
一

字錾
、 套珠錾和点錾 。 表五列出 了

表面的主体纹饰部位汞鎏金 。 其 中 ， 卧鹿纹鎏 件银器表面纹饰加工中可能使用 的錾刀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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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五 唐代韦 氏家族墓出 土银器表面纹饰錾刀 种类

器物名称 及编号 表面纹饰
：

錾刀 种类

鸿雁纹 ， 折枝 花纹 ， 卷云纹
化 鸿雁折枝 花纹银杯
研 鱼子纹 套珠錾

究
八 鸾鸟纹 、 缠枝纹

一

字錾 、 圆 弧錾
‘

莲瓣纹鎏金三足银盒 （

八 鱼子纹 套珠錾

：
卧鹿纹 、 僧人扶杖牵象 、 流云纹

一

字錾
卧鹿纹鎏 金银盒 （

鱼子纹 套珠錾

袋
凸起的纹饰 （

背面
）

托錾

纹饰轮廓 （
正面 ） 采錾

蟾蜍异兽纹鎏金银背铜镜 （

— —

兽纹 、 鹊鸟纹 、 缠枝花纹 窝錾
、
点錾

、

一

字錾

族 鱼 子纹 套珠錾
墓
出

土

！
艮

之

麵

龜
“

图 蟾蜍异兽 纹鎏金银

背 铜镜 镜 背 银 片 使 用 签

由 于蟾蜍异兽纹鎏金银背铜镜 （ 錾花工艺

镜背银壳 表面纹饰痕迹包括了 件容器表面的 錾花工艺是利 用 金银 良好的延展性 ， 通过

錾刻痕迹 ， 并且较三者更加丰富
，

因此图 以 熟练 的技术在平面锤打花纹或进行立体造型

图 示的方式标出 了纹饰对应的錾刀刀头和錾 刀 使 金银 原有的单 一 色调
， 通 过 錾花 工艺 中 的

名称 。 不同 表现形 式 ， 展现出 多层次的 艺术效果 。 錾

⑩



花工 艺始于春秋晚 期 ， 盛行于 战 国 时期 ， 至 背面 而成 。 银 背镜流行于武 后至 玄宗 开元时

唐代 ， 錾花工艺表现更为复杂 ，
工具有几百种 期 ， 其表面錾 刻形 式包括平錾和凸 錾两种 ，

之多 ，
工匠可根据造型需要随时制作出不 同形 表面 装饰分鎏金和 不 鎏金 两种 ， 主 体纹饰中

状的錾头或錾 刀 。 錾 刻属于錾花工艺的
一

种 ， 以二兽二鸟镜最 多 ， 有的镜子兽腿和尾透雕镂

在形式上分为平錾 、 凸錾 （ 浮雕錾刻 ） 和镂空 空 ， 称
“

透腿
”

、

“

透尾
”

， 本文 的银背镜即 属

三种 ，
錾 头大致分为两 种 ：

一

类是錾头不锋利 于鎏金二鸟二兽银背镜 。 表六列出 了截止

的
， 可錾 刻较圆 润的纹样 ， 另

一类是錾 头锋利 年已发现的二兽二鸟银背镜及其所属 时代 ， 从

如凿子 ， 可錾出较细腻的纹样 。 表中可看到 同样的背镜除西安地区外 ， 河南偃

除了直接 在成 型的 金银器表面进行纹饰 师 、 洛阳
，

以及 日 本多地均有 出 土或 收藏 ， 主

錾刻外 ， 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中的银背镜也运用 要差异表现在镜面直径 、 兽腿和尾的錾刻 手法

了金银 工艺 中 的 錾刻 工艺 。 银 背镜 又称银 壳 上
， 可见银背镜工艺在唐代已经 达到了较高的

镜 ， 是将经过锤搡 、
錾 刻而成的银壳嵌人铜镜 水平 。

表六 唐代银背镜一览表

序
。

号 镜 形 直径 （

—

镜 类 出土地
”

’

年

菱花形 二兽二鸟银背镜 河南偃师杏园村宋祯墓 初唐 （ 年 ）

菱 花形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 镜 陕西西安东郊国 棉五 厂 盛唐 （ 年 ）

菱 花形

—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 镜 陕西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 盛唐 （ 年 ）

菱花形 二兽二鸟银背镜 河南偃师 杏园村李景由墓 盛唐 （ 年 ）

—

菱花形 二兽二鸟银背镜 日 本千石唯司藏

菱 花形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镜 陕西西安东郊

菱花形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 镜 陕西西安东郊

菱 花形 二兽二鸟透腿 银背 镜 河南洛阳关林 号唐墓 中 唐

菱 花形

“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镜 河南洛阳滋涧老井村 中唐

菱花 形 二兽二鸟银背镜 日 本千石唯司藏 ”

菱花形 二兽二鸟透腿银背 镜 息斋藏

菱花形 二兽二鸟银背镜 息斋藏

菱花形
一

兽二鸟银背 镜 河南洛 阳东明 小区高秀峰墓 中唐 （
年 ）

鎏金工艺 括抹金 、 烘烤 、 清洗 、 找色和压亮 个步骤 ， 金

鎏金工艺
， 是以金汞合金为原料的金属表 汞齐在鎏 金后 ， 残留的汞会分布于金层中 。

面加工工艺 ， 即运用汞能溶解金而成为液体或 认为汞的有无 是区别鎏 金与其它表

泥膏状的汞齐 ， 涂抹在银器上 ， 加热烘烤后 ， 面镀金的主要依 据 。 据相关文献介绍
，
束蜜

汞挥发而金存 ， 得到金黄色 的覆盖层 ， 主要包 金器物最早 出现于亚洲
，

中国的鎏金工艺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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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战国 。 银对于光线的反射率高达 以上 ， 本文揭示出 的金银器加工 工艺 与纹饰錾

可以散发出柔和沉稳的白 色光 泽 ， 金具有美丽 刻 中使用 的 种錾刀 ，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 唐代

的金黄色光 泽 ， 金银两种 材质 ， 黄 白 相 映 ， 华 金 银器制作技 术的多 样性和 表面纹饰加工 的

贵富丽 。 据齐东方介绍唐代局部鎏金有两种方 复杂性 。 由 于本文这 件唐前 期银器为在唐长
九

法
丨 —

是刻好花纹再鎏金 ， 主要流行于 唐前 安具 有显赫 地位的韦 氏家族墓所 出
，
并且 座

期 ；
二是鎏金后刻花纹 ， 多见于中晚唐 。 墓葬 纪年明 确 ， 这 件银器在考古类型学上均

为断代的标准器
，
因此器物所蕴涵 的制作工艺

四 结语 在唐前期金银制作中具有
一

定的代表性 ， 对于

本文 对唐长安 韦 氏 家族墓出 土 件 银器 丰 富唐代 金银器工艺 史的研究具有
一

定的学

的 材质与加 工工艺进行无损的分析研究 ， 件 术意义 。 然 而 ，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

“

银器
”

均为银质 ， 而且银的纯度较高 。 鎏金 焊接部位的具体成分 、 使用 的具体的焊接技术

层成分检测表明 件鎏金银器采用 了 中国 传统 需要今后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

的汞鎏金工艺 。 根据显微观察初步推断鸿雁折

枝花纹银杯 （ 为铸造成型 ， 其他 件为 致谢 ： 在论文的 实验分析过程 中 ， 得到 了 陕西

锤揲成型 。 件银器表面纹饰均采 用 了錾刻工 省 考 古研 究 院 、 北 京科技大学 和陕西省 文物 保

艺
，
錾刻 中涉及到套珠錾

、 托錾 、 采錾 、 窝錾 、

护研 究院 的 大 力 支持
，
赵西晨 、 部安定和 黄晓

点塞
、

一

字蜜
、

弧錾至少 种整刀 。

捐等 人给予诸 多 帮 助
’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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