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的上好薄棉纸裹上炭
、

硝二元火药制成
。

制

作时工匠左手持 33 厘米长
、

1
.

5 厘米宽的浸

硝棉纸
,

右手持带有沟槽的竹制药扦
。

用药

扦铲一撮药粉倒在浸硝的棉纸上
,

随即用双

手一挫
,

药粉被裹在纸心
,

这就是引信
。

双响有两处需要使用引信
,

一为沟通两

个燃烧室使用引信
; 另一处是在双响的下部

安装引信
。

安装这个引信时
,

先用锥子将双

响皮刺破
,

然后用钎子将引信拨入双响下部

的燃烧室
。

这样一个完整的双响制成了
。

因为鞭炮多在喜庆之时燃放
,

所以鞭炮

多裹以红色的外皮
,

为了增加鞭炮的声响
,

在

爆竹的顶端往往缠以麻绳
。

邢各庄的爆竹
,

解放前只有麻雷子
、

二

踢脚和挂鞭等
;
烟花类也只有太平花

、

炮打

灯和盒子灯等少数几个品种
。

近年来
,

除生

产传统烟花爆竹外
,

还配合科研部门进行古

代火器试飞的科学实验
,

曾先后试飞过明代

火器
“

火龙出水
” 、 “

神火飞鸦
”
等

,

为火药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数
。

织金砂锅街考察

祝大震

织金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
,

是一座有三

百多年历史的名镇
。

县城东南有一条街叫工

业路
。

在不足一公里的街面上
,

聚集着几十

家制砂器的手工业户
。

由于这里以生产砂锅

而闻名
,

人们称之为砂锅街
。

这里的砂器以

传统工艺制作
,

概括起来其生产工艺主要有
:

原料备置
、

陶轮制坯和无窑烧造三部分
。

·

二
、

陶轮制坯

一
、

原料备置

砂锅街制作砂器的主要原料是白胶泥和

黑砂
。

近年来
,

因附近白胶泥 日渐减少而改

用黄胶泥
。

先将黄胶泥晒干
,

稚打成细粉状
,

过筛备用
。

黑砂即无烟煤粉
。

烧过的煤灰细

末也是制作砂器的原料
。

这些原料都要经雄

打
、

过筛方可使用
。

其配制办法是
:

将 60 写

的黄胶泥和 40 %的黑砂加水制成细砂泥
。

将

40 %的黄胶泥和 60 肠的煤灰细末掺和加水

制成黄砂泥
。

在原料制备过程中
,

使用的工具主要有

踏雄
、

筛子和平底木盆
。

砂锅街制坯使用的工具是转盘
,

或称木

盘车
,

中原地区称之为陶轮
。

这里的轮制法有两种
。

其一是将细砂泥

揉成手指粗细的泥条
,

用手转动陶轮
,

将泥

条叠垒成所要制作的器型
。

稍干后
,

用白泥

糊面
,

再用光滑的废 旧瓷片打磨上釉
。

其二

是先在陶轮上撒一层薄薄的细灰
,

然后将黄

砂泥
、

细砂泥先后在陶轮上拍成圆饼状
。

在

另一个陶轮的中心安置内模
,

将两层砂泥饼

置于内模上
,

转动陶轮使陶坯初步成型
。

再

将初步成型的陶坯放入外模
,

脱掉内模后
,

迅

即进行细部加工
。

用手或光滑的旧瓷片将器

壁拍修均匀
,

再用竹片打匀
,

用泥 弓修整器

物的口沿
,

用发刷沾水刷匀 口沿
,

使之光滑

平整
,

最后用雷子轻轻拍打陶坯内壁
,

使之

起一层细浆
,

用发刷收浆后
,

砂锅的坯胎就

大体制成了
。

在制好的陶坯上涂上一层釉
,

晾

置 15 分钟后加装把手
,

一个完整的砂锅坯胎

制成了
。

制坯所使用的工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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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
。

以木制成转盘的平盘
,

直径约 50

厘米
,

下安木轴心
,

置于半地下的轴洞内
,

木

轴顶端镶有滚珠与洞底铁板相接
。

转盘转动

时十分光滑
。

竹片
。

以竹削成有弹性的竹片
,

长约 30

厘米
,

最宽处约 1 厘米
,

两端内收
,

至顶端

呈半圆形
。

用以拍打陶坯内壁
,

使器壁厚薄

均匀
。

泥 弓
。

以粗铁丝做弓
,

以细铁丝为弦
,

弦

长约 8 厘米
,

用以切割不规整的 口沿
。

发刷
。

用人发或猪棕捆绑而成的刷子
,

径

粗约 1
.

2 厘米
,

长约 n 厘米
。

以松散部分

为刷
,

沾水刷匀器物口 沿
,

使之极为光滑
。

雷子
。

即陶拍
,

以细泥烧制而成
。

器呈

圆形
,

柄为上粗下细的圆柱体
,

通高 7 厘米
,

拍体直径 8 厘米
。

雷子能使陶坯内壁泛起一

层细砂浆
,

使器物内壁光滑平整
。

三
、

无窑烧造

砂器陶坯做好以后
,

需要晒干才能烧制
。

在织金夏季一般阴干即可
,

到了冬季要用火

烤干
。

烧造是制作砂器的关键步骤
。

一般烧制

陶器均使用窑来烧造
,

而砂锅街使用的是一

种地炉
,

我们称这种烧造方法为无窑烧造
。

无窑烧造大体上有以下工艺过程
:

先将

予热的砂锅放在地炉火 口上
,

露天烧烤 5 分

钟
。

然后扣上罩锅
,

再加热焙烧 5 分钟
,

此

时砂锅胎已被烧得遍体通红
,

揭开罩锅后
,

将

砂锅胎移到撒满锯末木屑的空地上
,

火焰升

起后
,

迅速扣上罩锅
,

5 分钟后挂有一层薄种
’

的砂锅便制成了
。 l

无窑烧造使用的工具设施主要有
: :

‘

地炉
。

地炉由火 口
、

火道和木扇式风箱

三部分组成
。

地炉的火口 开在地面上
,

多为

并排的两个
,

下与火塘相通
。

火塘底部有火

道相通
。

一端垂吊着木扇
,

安上手柄推拉即

可为地炉鼓风
。

罩锅
。

罩锅为粗砂陶制成
。

大 口
、

直颈
、

从腹部开始内收
,

圆底
,

高 35
、

口径 60 厘米
。

长把铁钩
。

通长 2 00 厘米
,

用以掀罩锅

和送入或取出火口上的砂器
。

砂锅街生产的砂器有 40 余个品种
,

有把

锅
、

双耳圆锅
、

砂罐
、

茶罐
、

药锅
、

火锅等
。

砂锅街使用的生产工艺和生产工具为我

们研究古代砂 器制造提供 了十分有力的佐

证
。

1
.

砂锅街制砂器的配料
,

对加砂 陶配料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2
.

砂锅街使用的一些工具和陶轮在考古

中尚未发现
。

3
.

砂锅街的无窑烧造和新石器时代的无

窑烧造有什么异同
,

为老古工作者提出了新

的课题
。

4
.

粗砂陶罩锅的使用很具典型意义
,

也

为考古工作者提 出了新问题
。

据闻
,

这样一个有着重要科研价值和文

化价值的遗存
,

已在修筑新的工业路路面时

被拆毁
,

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

保护传统工

艺刻不容缓
,

希望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

传统铸造工艺调查

谭德春 周建勋 华觉明

中国素称为
“

铸造之乡
” ,

早在商周时代
,

铸造工艺即臻于成熟
。

自古代流传至今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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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铸造工艺有泥型
、

失蜡法
、

铁范等
。

河北

泊头
、

江苏无锡
、

广东佛山是著名的传统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