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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滑石的认识和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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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北京
,

10 0 01 0)

内 容 提 要

该文运用近 30 年来出土 的文物资料
,

并结合文献资料
,

论述 了中

国古代对滑石认识与利用的水平和历史规律
。

全文分四个部分
:

( l) 滑

石利用的发展曲线 ;
(2 ) 滑石 的用途

;
(3 ) 滑石的品种和地理分布

;
(4 )

文献中记载的滑石 资料
。

关健词
: 滑石

,

发展曲线

滑石 (M今 s[ 从0 10 1( O H )
2

) 是硅酸盐矿物
,

又名画石
、

液石
、

骨石
、

脱石
、

冷石
、

番石
、

共石和濡石
。

常含有 1A
2 O 3 ,

偶尔含有少量的 iN o (氧化镍 )
。

颜色多样
,

有淡绿
、

白色带浅

黄
、

浅褐
、

浅绿
。

具油脂感
。

在工业上用途广泛
,

如造纸
、

橡胶
、

颜料
、

纺织
、

陶瓷
、

农业
、

香料
、

铸造
、

制药等
。

中国人对滑石的认识和利用
,

历史悠久
,

用途广泛
,

原料品种多样
。

距今 7 50 } 8 500

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遗址中就出土了搀和少量滑石粉的红褐陶
。

距今 6 5 00 年的

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出土了用滑石制作的石球
、

耳挡
、

石猴形饰
、

石鹤形

饰
、

石环等日用品和装饰品
。

为了方便读者和作者行文
,

故先把中国最近 30 余年出土的滑

石及其制品列成表 1
,

再按滑石利用的发展曲线
、

用途
、

品种和地理分布
、

文献中记载的滑

石资料四大项来论述
。

表 l 中国 . 近 3 0 余年出土的滑石及其制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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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处

滑石及滑石制品名称 时代 地点 颇色
出 处

刊名

搀滑石粉的红揭陶

石球
、

耳挡
、

猴形饰
、

石环
、

鸽形饰

沟磨石

有沟网坠 31 件
、

坠 5 件
、

环 2 件
、

块 8 件
、

月牙形饰 2 件
、

管 3 件
、

方形饰 3 件
、

人像
、

猪
、

虎头形坠饰
、

鸟
、

鹰形坠饰
、

多孔器

新石器早期

新石器中期

新石器中期

河南舞阳

北京平谷 黑色

辽宁东沟

《文物 》

《文物 》

《考古》

年份 期

1 9 8 9 1

1 9 8 9 8

1 9 8 6 4

新石器中期 辽宁东沟 ( 文物 ) 1 9 8 9 1 2

收到修改稿 日期 : 1 9 9 3 年 5 月 21 日

本文曾在 1 9 92 年 8 月杭州召开的
“

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上宜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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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出 处
滑石及滑石制品名称 时代 地点 颜色

—
块

含滑石粉的陶器
,

沟磨石 l 件

贝
、

夹滑石粉的陶器

铜范 3 件

斧范 1 件

斧范 1 件

范

滑石贝 n Z 枚
、

盖形器 2 件
、

块 2 件

块
、

瑛
、

珑
、

圭
、

璋

环

滑石饰代玉 16 件
,

有兽形
、

方形
、

角形
、

梭形
、

圭形
、

璧形
、 “

含珠鳞施
”

管状饰 61 件

斧范 2 件

环 5 件
、

璧 1 件

新石器

新石器中期

大汝 口

西周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

春秋中期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

闽北建欧

辽宁东沟

山东海阳

湖北红安

辽宁新金

辽宁大连

辽北地区

山东蓬莱

山西侯马

湖北江陵

黄褐色

灰色

刊名

《考古》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文物 》

《考古 》

年份 期 页

1 9 6 1 4 1 8 5

1 9 8 4 1 2 4

1 9 8 5 1 2 1 0 5 7

1 9 6 0 4 3 9

1 9 8 3 4 2 9 3

1 9 8 4 8 7 0 9

1 9 9 0 1 2 1 0 6 3

1 9 9 0 9 8 0 3

1 9 7 5 5 7

1 9 7 3 6 3 7 7

战国 山东淄博 (考古 ) 1 9 8 8 5 4 6 7

战国早期

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

瑛
、

链范

珑 2 件

滑石料 8 件
,

有柱
、

板
、

片三种

盘 2
、

镜 2
、

璧 9
、

搏 2
、

瑛 2
、

耳杯 i
、

印 4
、

方石块 12
、

剑场 3
、

剑钾 4
、

剑珑 2
、

剑首 2
、

剑 i
、

戈 2
、

戈徽 2
、

矛 i
、

矛礴 i
、

圭 i
、

带钩 6
、

猪 2
、

戈禽 2
、

鸟 2
、

珠 2 3
、

环 1

璧 5
、

剑首
、

剑格
、

捧
、

梢

战国

战国

战国

山东泰安

辽宁凌深

河北临城

山东长清

辽宁辽阳

山西潞城

1 9 8 8 1 4 3

1 9 8 5 2 1 2 5

1 9 9 0 8 6 9 3

1 9 8 0 4 3 2 5

1 9 7 7 5 3 0 2

管一斧

战国晚期 燕下都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考古 》

《文物 》

棕
、

灰
、

白
、

蓝
、

黑 《考古 》

工9 8 6 6 1

1 9 6 5 1 1 5 6 2

西汉早期 长沙市 《考古 ) 1 9 6 5 3 1 1 6

湖南衡阳 乳白色 1 9 8 4 1 0 8 8 0

2

、

璧
、

印 2

广东广州市 1 9 6 1 2 4 7

湖南常德

湖南怀化

浅黄色 1 9 8 7 5 4 2 9

鼎一镜

璧 5
、

镇纸 1 1 9 8 8 1 0 5 7

、

方盘 1 9 5 5 7 1 6 4

、

鼎
、

耳杯
、

仓等 17 件

西汉早期

西汉早期

西汉早期

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

广东广州市

广东广州市

广东广州市

1 9 5 5 5 1 2 2

1 9 6 2 1 0 5 2 3

壶一鼎

版一钻一璧

璧 13 件
、

瑛 2 件

鼎 4
、

璧 3
、

研磨器 5 件

璧 6 件

璧 5
、

镜 4
、

弹丸
、

印 2
、

方块
、

环
、

带钩

鼎 1
、

管 1

湖南保靖

湖南湘乡

1 9 8 5 9 7 8 2

1 9 6 6 5 2 4 3

长沙市

长沙市

1 9 6 6 4 1 8 1

1 9 6 3 1 2 6 8 4

广西贵县 1 9 5 7 2 6 4

壶
、

舫
、

鼎
、

实用容器钵
、

耳杯 1 件

板 1 件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西汉

广州市 1 9 5 6 5 2 1

新摄克尔木齐 1 9 8 1

旅一灯

1 9 8 4 1 1 2 2

西汉晚期

江苏徐州

广州市

长沙市

山东博兴

1 9 6 0

模型器 8 件
,

有灶
、

井
、

仓
、

鼎
、

釜
、

磨
、

镜
、

欲 西汉晚期

“

愉荚
”
钱范 西汉

乳白色 1 9 8 4 9 7 9 0

青色

《考古》

《文物 》

《考古 》

《文物 》

《文参 》

《文参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文参 》

《文参 》

《文物 》

《文物 》

《考古 》

《考古 》

《文物 》 1 9 8 7 7 9 3

医药简膜中记载矿物药 16 种
,

其中有滑石
,

作矿物药

耳杯 2
、

盘 2
、

匙 i
、

璧 2
、

印 2 件

东汉初 甘肃武威 ( 文物 ) 1 9 73 1 2 2 0

东汉中 湖南常德 (考古 ) 1 9 5 0 4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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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处

滑石及滑石制品名称 时代 地点 颜色
出 处

刊名

人像 1件

猪 2 件

猪 4 件

猪 8 件
、

珠

猪 2 件

猪 8 、

盒 2 、

俑 2 、

三足炉
、

钵

猪 2 、

弩机 l 件

猪 2 件

猪 4 件

猪 , 件

猪 2 件

人像 2
、

狗 i
、

莲灯 i 、

小柱础 4 、

石磨 1
、

臼 i 件

猪 2 件

猪 1 件

猪

杯 2
、

砚 1
、

俑 4 、

猪 i 、

买地券 i 件

猪 12 件

人像 1
、

猪
、

马
、

牛等 2 7 件

玺形物 l 件

猪 2
、

俑 1 、

钱币 6 枚
、

地卷 l 件

珠
、

牌
、

胜像
、

牛
、

猪等 4 5 件

现
、

瑛
、

缓
、

珠
、

猪 4 件

俑 3
、

猪 3 、

插座 4
、

勺 1
、

钵
、

饭
、

盘各 1 件
.

明器

猪 8 件

猪 3 件

猪 3
、

香蕉形器 2
、

俑 5
、

冥钱 2

枕头 1 件

水盂 1 件
,

实用器

滑石饰 2 7 件
,

有方
、

长方
、

圆
、

半圆
、

五角
、

云
、

花瓣等形状
、

坠 l
、

珠 18 粒

滑石兽 1 件

滑石服子母狮一对

出土成套滑石器

猪 i 件

滑石脸明器 2 3 件
,

有伏听俑
、

文吏俑
、

侍俑
、

饭依瓶盖
、

青龙
、

白虎
、

玄武
、

卧虎
、

鸡

印 1 枚

盘 1 件

磨
、

柞头
、

臼
、

槽
、

高足盘

仪仗俑
、

侍从俑
、

持物俑
、

吹奏俑
、

房屋
、

日用器具等明器 n Z 件

同上
,

有明器作坊
,

世代相传

① 出处中 《文参 》 全称为 《文物参考资料》
。

东汉中 山东东平

江西南昌

东晋

东晋

南朝

东晋

3 7 6 年

3 5 7 年

东晋早

东晋末

东魏

5 3 8 年

南朝

南朝

南朝

5 1 9 年

南京市

南京市

南京市

南京市

页

1 8 9

8 1 0

4 1

3 2 3

安徽马鞍山 5 6 9

镇江市

南京市

2 5 7

湖北枝江

河北赞皇

山东济南市

江西南昌

江西清江

广东英德

广西触安

广东韶关

广西恭城

四川绵阳

广西桂林

5 1 2

3 8 2

1 9 3

白色

《考古 》

《考古 》

《文物 》

《文物 》

《文物 》

《考古》

《考古》

《考古》

《文物 》

《考古 》

《考古 》

《文物》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文参 》

《考古》

《文物 》

《文物 》

《考古 》

《文物 》

《考古 》

年份

1 9 6 6

1 9 8 6

1 9 9 0

1 9 8 1

1 9 6 5

1 9 83

1 9 8 0

1 9 6 4

1 9 7 2

1 9 8 3

1 9 7 7

1 9 6 6

1 9 6 2

1 9 6 2

1 9 6 3

1 9 8 3

1 9 8 3

1 9 7 9

19 9 0

19 6 4

1 9 7 6

1 9 5 6

1 9 8 4

1 9 8 6

1 9 8 0

1 9 8 8

1 9 6 0

1 9 8 2

1 9 0

4 8 6

7 9 0

南朝 6 0 1

南朝中

南朝中

南齐

六朝

南朝

南朝

南朝

南朝

南朝

初唐

1 9 0

1 1 1 0 2 4

3 2 0

南京市

南京市

3 1 6

6 2 7

白色

灰 白色

4 5 7

白色

唐

广西触安

福建政和

南京市

广西桂林

长沙市

杨州市 3 2 8

唐 广东诏关 《考古 》 1 9 6 4 7 3 4 3

长沙市

辽宁朝阳

河南很师

江苏镇江

《考古 》

《考古 》

《考古》

《考古》

1 9 6 6 4 2 0 5

1 9 7 3 6 3 5 6

1 9 8 6 5 4 2 9

唐一唐一唐

晚唐 1 9 8 5 2 1 3 1

97 4 年 江西吉安 《考古 》 1 9 8 9 1 0 9 2 0

内蒙昭盟

辽宁旅大

1 9 6 6 5 2 6 3

1 9 6 6 2 9 6

北京市

《考古 》

《考古 》

《考古 》 1 9 7 3 5 2 7 9

辽一金一元

明 山东昌邑 莱州玉 《考古》 1 9 8 9 1 1 9 9 9

明 山东青岛 莱州玉 《考古》 1 9 8 9 1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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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滑石利用的发展曲线

1 3卷

一 2 0 00

时间 (年 )

公元

图 l中国古代滑石利用的发展 曲线

从 目前的考古资料看
,

中

国利用滑石始于新石器时代

早期
,

距今约八千多年
。

根据

表 1 的 82 例考古资料
,

制成

中国古代滑石利用的发展曲

山 线 (图 l)
。

由图 1可知
,

八千
20 00 年来

,

中国滑石利用的发展曲

线很明显存在三个高峰值
,

三

个低谷值
。

三个高峰值是
:

新石器时代中期
、

西汉和南北朝
。

三个低谷值是
:
夏

、

商
、

西周
、

三国和明
、

清
。

最高值是

西汉
,

次高值是南北朝
。

最低值是夏
、

商和西周
。

起伏原因与社会条件紧密相关
,

特别是

与葬俗有直接的关系
。

新石器时代
,

许多地方制陶器时掺滑石粉
,

使陶器表面润滑
,

手感

好
,

又因滑石硬度低
,

便于加工制作
。

且润滑似玉
,

故常常以它替代玉制造各种装饰品随

葬
。

在价格上
,

滑石比玉便宜很多
,

用滑石代替玉随葬对低阶层来说更合算
。

再就是滑石

产地比玉普遍
,

材料来源多
。

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利用滑石的第一个高峰值
。

夏
、

商
、

西周

时期
,

由于青铜器的盛行
,

追求真玉
,

使滑石制品暂时下降
。

战国
、

西汉时
,

或许由于玉

的原料供不应求
,

又出现了以滑石代玉的现象
,

形成了利用滑石的第二个高峰值
。

东汉
、

三国时
,

随葬品以铜
、

陶
、

铁
、

金
、

银器为主
,

滑石器再次下降
,

出现第二次低谷
。

南北朝

时期
,

随葬滑石模型明器的风气十分盛行
,

这可能是滑石加工比较容易
,

省工
、

省费的缘

故
,

因此 出现了利用滑石的第三个高峰值
。

隋唐以后又开始下降
。

这条曲线反映了中国古

代利用滑石的历史轨迹
,

体现了中国古代利用滑石的发展规律
。

二
、

滑石的用途

从表 1 的 82 个例子看
,

中国古代滑石的主要用途
,

已有五个方面
:

(一) 制陶器 制陶时掺入部分滑石粉
,

使陶器显得润滑
,

不粗糙
,

质量更佳
。

这项工

艺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发明了
,

距今 已有了八千多年
。

(二) 以滑石代玉
,

制作装饰品 如新石器时代的耳挡
,

猴形饰
,

鸽形饰
,

环
、

块
、

坠
、

月牙形饰
,

管
、

方形饰
,

虎头形坠饰
,

鸟
、

鹰
、

鱼
、

蝉
、

虫形坠饰等
。

春秋战国时代有块
、

瑛
、

珑
、

圭
、

环
、

璧
、

珠
、

鸟等
。

汉代有璧
、

环
、

管
、

人像等
。

魏晋南北朝时代有珠
、

佩
、

瑛
、

缓等
,

隋唐五代有方形
、

长方形
、

圆形
、

半圆形
、

五角形
、

云形
、

花瓣形饰
,

珠
、

坠等
。

(三 ) 用滑石制作明器 新石器时代有人像
、

猪
。

西周有盖形器
。

春秋战国有原始形态

的
“

玉衣
” 。

两汉有鼎
、

镜
、

瓶
、

研磨器
、

仿
、

壶
、

耳杯
、

灶
、

井
、

仓
、

釜
、

磨
、

欲
、

盘
、

匙
、

人像等
。

魏晋南北朝有猪
、

俑
、

三足炉
、

弩机
、

人像
、

磨
、

臼
、

买地券
、

杯
、

马
、

牛
、

钱

币
、

盘
、

颤
、

钵
、

香蕉形器等
。

隋唐有狮子
、

兽
。

辽
、

金
、

元
、

两宋有伏听俑
、

文吏俑
、

侍

从俑
、

饭依瓶盖
、

青龙
、

白虎
、

玄武
、

卧虎
、

鸡
、

磨
、

柞头
、

臼
、

槽
、

高足盘等
。

明清有仪

仗俑
、

侍从俑
、

持物俑
、

吹奏俑
、

房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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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用滑石制作日常生活器具 新石器时代有沟磨石
、

网坠
、

多孔器
、

钵形器
、

贝等
。

周朝有铜范
、

斧范
、

傲范等
。

两汉有剑场
、

剑谭
、

剑瑰
、

剑首
、

带钩
、

剑格
、

镇纸
、

剑梢
、

剑捧
、

弹丸
、

钵
、

灯
、

钱范
、

印章等
。

魏晋南北朝有小柱础
、

莲灯
、

砚
、

插座等
。

隋唐有枕

头
、

水盂
。

辽代有印章
。

(五 ) 用滑石作中药 《神农本草经 》 列为上品药
。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药简犊中
,

记载了十六种矿物药
,

其中有滑石
。

三
、

滑石的品种和地理分布

从出土的滑石文物颜色来看
,

滑石品种有黑色
、

黄褐色
、

灰色
、

白色
、

棕色
、

蓝色
、

乳

白色
、

浅黄色
、

青色
、

灰白色等十余种
。

从文献记载来看
,

有冰白
、

正白
、

青黄
、

赤色
、

黑

色
、

青紫
、

黄 白
、

青白
、

青色
、

绿色
、

黄色
、

青黑
、

青苍
、

赤黑等 14 种
。

关于滑石的地理分布
,

从出土滑石文物的地点来看
,

有河南舞阳
、

僵师
,

北京平谷
,

辽

宁东沟
、

新金
、

大连
、

凌源
、

辽阳
、

朝阳
、

旅大
,

福建建欧
、

政和
,

山东海阳
、

蓬莱
、

昌邑
、

青岛
、

长清
、

博兴
、

东平
、

济南
、

淄博
、

泰安
,

湖北江陵
、

枝江
、

红安
,

山西侯马
、

潞城
,

河北临城
、

易县
、

赞皇
,

湖南长沙
、

衡阳
、

怀化
、

保靖
、

湘乡
、

常德
,

广东广州市
、

韶关
、

英德
,

广西贵县
、

融安
、

恭城
、

桂林
,

新疆克尔木齐
,

江苏徐州
、

南京
、

镇江
、

扬州
,

甘肃

武威
,

江西南昌
、

清江
、

吉安
,

安徽马鞍山
,

四川绵阳
,

内蒙古昭盟等 18 个省
、

市
、

自治

区的 55 个县
、

市
,

从南到北
,

从东到西
,

分布相当普遍
。

部分文献记载的滑石产地有河南

南阳
、

荣阳
,

广西容州 (今北流县 )
、

桂州灵川县
、

始安 (今兴安县)
、

梧州骨石县
、

郁林布

山县
,

贵州郁林县
,

山西石州 (今离石县 )
,

河南蔡州 (今新蔡县 )
,

山东青州 (今淄博市)
、

齐

州 (今济南市 )
、

莱州 (今掖县 )
、

沂州 (今临沂县 )
,

湖南湘州 (今长沙市)
、

道州 (今道县)
、

永州 (今零陵县)
,

安徽壕州 (今凤阳县 ) 等 8 个省的 18 个县或地区
。

自然
,

因搜集的文献资

料有限
,

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全国的滑石产地
。

就上述资料而言
,

产地比较多
、

比较集

中的是广西
、

山东
、

湖南三省
。

四
、

文献中记载的滑石资料

为了醛目
,

先将有关记载滑石的文献列成表 2
。

由表 2 可知
,

最早记载滑石的文献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 《山海经》
,

不过名称不叫滑石
,

而是叫拎石
、

拎石
、

涂石
、

孺石
、

濡石

等
。

《山海经
·

西次四经》 曰 : “

号山
· ·

一多怜石
。 ” 《中次四经》 曰 : “

篷山 ~
·

…其中

多冷石
。 ” “

扶猪之山
,

其上多濡石 … … 貌水出焉
,

而北流注于洛
,

其中多孺石
。 ” “

箕尾

之山
,

多涂石
。 ” 《中次十二经》 曰 : “

柴桑之山
,

其上多银
,

其下多碧
,

多冷石
。 ”

根

据章鸿钊的考证
, “

怜
、

淦古通
,

吟
、

涂字异而义同
,

一物数名
,

古当有之
,

不必为淦之讹

也
。

怜与铃字为近
,

古或并作冷
。

《水经注》 引经亦作伶石
。

疑即怜石
,

亦即滑石也
。

,,lI I

春秋战国时代所记滑石产地 已有多处
,

其特性是软
,

硬度低
,

故称濡石或孺石
。

汉代
,

《范子计然 》
、

《神农本草经 》 和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初简犊中
,

均记有滑石
,

作中药
。

这是最早出现的
“

滑石
”

名称
,

沿用至今将近两千年
, 。

对它的药性
,

滑腻特性 已

有认识
。

《范子计然》 曰 : “

滑石白滑者善
” 。

al] 《神农本草经》 曰 : “

滑石味甘寒
,

… …

长年生山谷
。 ”

ls] 武威出土的简犊为医药简犊
,

记载矿物药十六种
,

其中有滑石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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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历史文献中的滑石资料

文献 产地 性状 颜色 用途 共生 鉴别方法

( 山海经 ) 今陕西北部
,

河南西部

湖南北部

《范子计然》 白滑

《神农本草经》 长年生山谷 滑腻
,

味甘寒

汉筒 滑石

作中药

作中药

《名医别录》 今山东
,

湖南
,

广西
,

河南 正 白
,

青黄 作明器
,

洗涤衣

物
,

去油污

《雷公炮炙论》 绿滑石有毒 冰白
、

乌
、

白
、

乌人药
,

绿不入
,

青 药
,

黄
、

青
、

苍不入药

用条痕色

鉴别真伪黄一白

《唐本草 》 今广西
、

山东 软滑

青一白《本草拾遗》 今广西
、

山东

今河南
、

山东

硬涩

作器具
,

黑
、

青色不入药

不入药
,

作器具

《金石薄五九数诀 》

《太平寰宇记》 卷

1 6 2
、

1 6 4

柔如腊 入药

今广西桂林市
、

梧州市 作器具

《本草图经 》

《舆地纪胜 》

《云林石谱》

今湖南
、

山东
、

广西

今广西北流
、

普石县

今山西
、

广西桂林市

软柔 青
、

白 烧器
、

治疮 与石棉共生

作器

甚软徽透明 青策
、

黄白 刻佛像及器物
、

图章

《桂海虞衡志》 今广西佳林市

今广西桂林市

今广西桂林市

白
、

黑

白
、

黑

白
、

黑

粉剧绪壁

《岭外代答 》

《本草纲 目》

《群物奇制 》

琢器
、

织布
、

粉壁

入药
、

刻图章

滑石去衣油

梁代的著作 《名医别录 》 曰 : “

滑石大寒
,

无毒
,

一名液石
,

一名共石
,

一名脆石
,

一

名番石
。

生褚阳及太山之阴
,

或掖北白山
,

或卷山
,

采无时
。 ”

ls1 梁代陶弘景曰
: `

猾石色

正 白
,

仙经用之为泥
。

又有冷石
,

小青黄
,

性并冷利
,

亦能熨油污衣物
。

今出湘州
、

始安郡

诸处
。

初取软如泥
,

久渐坚强
,

人多以作家中明器物
。

赫阳县光属南阳
,

掖县属青州东莱
,

卷县属司州荣阳
。

,,l 6 }陶弘景对滑石产地
、

性状
、

用途的认识比前人深入了一步
。

刘宋雷教 《雷公炮炙论》 曰 : “

凡使有多般
,

勿误使之
。

有白滑石
、

绿滑石
、

乌滑石
、

冷滑石
、

黄滑石
。

其 白滑石如方解石
,

色 白
,

于石上画有白腻文
,

方使得
。

滑石绿者
,

性

寒
,

有毒
,

不入药中用
。

乌滑石似髯色
,

画石上有青白腻文
,

入用妙也
。

黄滑石色似金
,

颗

颗圆
,

画石上有青黑色者勿用
,

杀人
。

冷滑石青苍色
,

画石上作白腻文
,

亦勿用
。

若滑石色

似冰
,

白青色
,

画石上有白腻文者
,

真也
。 ”

vlI 雷教首次记载了用条痕色辨别滑石真伪的方

法
,

对滑石的药性认识更深入
,

知道什么样的可入药
,

什么样的不可入药
。

唐苏敬 《唐本草 》 曰 : “

此石 (滑石 )所在皆有
。

岭南始安出者白如凝脂
,

极软滑
。

其

出掖县者
,

理粗质青
,

白黑点
,

惟可为器
,

不可入药
。

齐州南山神通寺南谷亦大有
,

色青白

不佳
,

至于滑腻犹胜掖县者
。 ”

ls] 陈藏器 《本草拾遗》 曰 : “

始安及掖县所出二石
,

形质既

异
,

所用又殊
。

始安者软滑而白
,

是滑石
。

东莱者
,

硬涩而青
,

乃作器石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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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6 64 年 ) 前几年成书的 《金石簿五九数诀》 曰 : “

滑石
,

本出蔡州
、

青州者为上
,

时人

错用昆仑中所出者入六一泥用
,

全非所之
。

若用疗病
,

即昆仑者胜
,

其体柔
,

白而色
,

削之

如腊者为上
。

,,l l0] 这是一部记载炼丹用的矿物书
,

为唐代滑石的用途增添了一项新内容
。

北宋苏颂 《本草图经》 曰 : `

,(滑石 )今道
、

永
、

莱
、

壕州皆有之
,

此有二种
。

道
、

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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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 白滑如凝脂
。

《南越志 》 云
,

骨城县出骨石
。

骨石即滑石也
。

土人以为烧器
,

用以烹鱼

是也
。

莱
、

壕州出者理粗质青
,

有 白黑点
,

亦谓之斑石
。

二种皆可作器用
,

甚精好
。

初出软

烂如泥
,

久渐坚强
,

彼人皆就穴中乘其软时制作
,

用力殊少
。

不然坚硬费功
。

本经所载土

地皆是北方
,

而今医家所用多是色白者
,

乃 自南方来
。

或云沂州出一种白滑石甚佳
,

与本

经所云泰山之阴相合
,

然彼土不取为药
,

故医人亦鲜知用之
,

今壕州所贡青滑石
,

云性微

寒无毒
,

主心气涩滞
,

与本经大同小异
。

又 《吴录地理志》 及 《太康地记》 云
,

郁林州布

山县多旭
,

甚毒杀人
,

有冷石可以解之
。

石色赤黑
,

味苦
,

屑之著疮中
,

并以切齿立苏
,

一

名切齿石
。

今人多用冷石作粉
,

治瘁疮
,

或云即滑石也
,

但味之甘苦不同耳
。 ”

ll[ } 《本草图

经》 记载的关于滑石与石棉共生的观点非常正确
,

曰 : `

,(不灰木 )滑石之根也
,

出滑石处

皆有
。 ”

laI ] 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 》 卷 104 载
: “

冷石
,

《旧唐志》 云
,

北流其土少铁
,

以

著石烧为器
,

以烹鱼蛙
,

北人名五侯焦石
,

一经火
,

久之不冷
,

即今之滑石也
,

亦名冷石
。

《太平寰宇记 》 云
,

(骨石县) 生骨石因以为名
,

今冷石也
,

古人凿之为器用
,

故号为五侯

石
。

·

”

南宋杜给 《云林石谱》 中卷载
: `

,(阶石 )以滑石末活令光润
” 。

下卷载
: “

石州 (今

山西离石县 )产石深土中
,

色多青紫
,

或黄白
,

其质甚软
,

颇类桂州府滑石
,

微透明
,

土人

刻为佛像及器物
,

甚精巧
,

或雕刻图书印记
,

极精妙
。 ”

南宋范成大的 《桂海虞衡志
·

志

金石》 曰 : “

滑石
,

桂林属邑及瑶酮中皆出
,

有白黑二种
,

功用相似
。

初出如烂泥
,

见风则

坚
,

又谓之冷石
。

土人以石灰污壁
,

及未干时
,

以滑石末拂拭之
,

光莹如玉
。 ”

南宋周去

非的 《岭外代答》 卷七曰 : “

静江 (今桂林市) 瑶桐中出滑石
,

今本草所谓桂州滑石是也
。

滑石在土
,

其烂如泥
。

出土遇风则坚
,

白者如玉
,

黑如苍玉
。

或琢为器用
,

而润之以油
,

似

与玉无辨者
。

他路州军颇爱重之
,

桂人视之如土
。

织布
、

粉壁皆用
。

在桂一斤直七八文而

已
。

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 目》 卷九曰
: “

滑石
,

广之桂林各邑及瑶酮中皆出之
,

即古之

始安也
。

白黑二种
,

功皆相似
。

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
,

故医方有桂府滑石
,

与桂林

者同称也
。

今人亦以刻图书
,

不甚坚牢
。 ”

明代周履靖编的 《群物奇制》 曰 : “

滑石去衣

油
。 ” “

油污衣
,

以滑石擦熨之
。 ”

上述文献的记载
,

反映了中国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滑石的认识水平
,

从产地
、

产状
、

颜色
、

种类
、

性状
、

用途
、

鉴别方法
、

共生关系等
,

构成了中国古代对滑石的科学认识
。

特

别是在北宋
,

中国人就认识了滑石与石棉的共生关系
,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

在矿床学史

上有一定的地位
。

文献中记载的滑石用途
,

比出土文物更广泛
。

古人对滑石的利用经验
,

至今仍可借鉴
。

不过今天的滑石主要用在工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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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史家袁翰青教授逝世

著名有机化学家和化学史家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

全国政协七届常

委
、

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
、

本刊第一届编委
、

《中国科技史料 》 顾问袁翰青教

授
,

因病治疗无效
,

于 1 9 94 年 3 月 2 日 16 时 55 分在北京不幸逝世
,

享年 89 岁
。

袁翰青教授 1 9 05 年 9 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

19 2 9 年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

留学
,

19 32 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并留校任助教
。

1 933 年回国工作
,

曾先

后任中央大学
、

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辅仁大学等校化学教授
、

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
,

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
,

科普协会首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

常委兼副秘书长
,

商务印书馆总

编辑
,

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秘书长
,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学部委员 )
,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代理所长
,

中国化学会秘书长
、

常务理事和理事
,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
,

九三学

社历届中央常委
、

一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

第六
、

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

袁翰青教授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进步与真理
,

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热爱中国共产党
。

他学识渊博
、

治学严谨
,

长期从事有机化学
、

化学史和科技情报研究工作
,

著作等身
。

曾发

现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
,

受到国际化学界的重视
。

他在立体化学和异构现象的研究
、

中

外化学史研究
、

普及科学知识和推进科技情报事业等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

曾获得

过 is gm葫 (美国 ) 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和荷兰科学家范霍夫奖
。

他为繁荣国内外科

学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

袁翰青教授十分关心科学史研究
,

为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

他的逝

世
,

不仅是中国科技界和科学史界的重大损失
,

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深和诲人

不倦的好导师
。

我们将永远继承他的遗志
,

为发展中国科技史事业而努力工作
。

(本刊编料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