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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耳熟能详、流行

上千年的俗语：“不是省油

的灯。”那么，“省油灯”到底

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又是

以怎样的原理实现了省油？

最早的省油灯源自四

川成都邛崃，是唐代邛州陶

窑所生产的实用照明工具

——邛窑省油灯。

省油灯巧夺天工的设

计，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

用，展示了蜀人善于创新创

造的精神，现代节能技术与

之虽然相隔千年，但是它们

却共同体现了人类对于节

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的不懈追求。

省油灯，这一汇聚了古代智慧的便
捷节能照明工具，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发明。

自唐代起，省油灯便在各个朝代中广
为流传，直至清代依然被使用。最初的省
油灯冷却水套多为封闭式设计，注水口仅
一两个小孔，后来逐渐演变为更便捷的直
口设计，使得注水变得更加简单。到了宋
代，省油灯的水套注水口被改良为标准的
漏斗形状。元代以后，部分省油灯的水套
上盖被去除，转变为开放式的双池设计，
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尽管时代变迁，省油
灯的基本功能和构造原理与唐代最初的
设计相比，变化不大。

使用省油灯时，人们通过灯盏侧面
的小孔向夹层中注入清水，然后在油盏
内倒入灯油并点燃灯芯。其工作原理
是，普通油灯中的灯油在高温下容易挥
发，温度越高，挥发速度越快，消耗的油
料也就越多。而省油灯通过在夹层中注
入冷水，形成简单的冷却水套，利用水蒸
发吸热的原理降低油温，减缓油的挥发
速度，从而减少油耗，这与现代工业中的
水套冷却技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

今，尽管省油灯已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退
出历史舞台，但“冷却水套”这一降低油
温的方法仍然被广泛应用于金属热处理
工艺中。

省油灯这一充满科技感的小发明，
也是现代工业冷却系统的先驱。英国学
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省油
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蒸汽冷凝
水和蒸汽循环技术的最早实践。西方直
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应用这一技术，而
在中国，早在 1000 多年前邛窑的工匠们
就能根据气体分子运动的物理学原理，
制造出陶瓷省油灯，为节约能源开辟了
新途径。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照明工具。
邛窑陶瓷省油灯以其实用性、艺术性和
科学性的完美结合，成为古代节能灯具
的典范。

随着煤油灯、电灯等新型照明工具
的普及，省油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陆游等文人对
省油灯的记载，使邛窑工匠的这一创新
闻名遐迩，让世界见证了蜀地人民的节
能智慧。

● 现代工业冷却系统的先驱

省油灯这一发明不仅体现了古代蜀
地匠人的惊人才华，也反映了当时人们
对节能降耗的深刻认识。

省油灯究竟如何省油？宋代著名诗
人陆游客居四川的时候，不仅对邛窑烧
制生产的省油灯耳闻目睹，且亲自使用
体验。他在所吟诗歌中，对省油灯的描
述十分生动。《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里
记载道：“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

可省油之半。”“夹瓷盏”一词，点出了省
油的奥秘：灯的内部有一夹层，中空，夹
层内可注水。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省油灯
也有专门的文字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

《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
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
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
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
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
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从
陆游的文字可以看出，在四川，晚上夜读
不用铜盏灯，而用夹层的邛陶省油灯
盏。夹层中可注入凉水，形成一个构造
简单而十分有效的冷却水套，可以起到
降低燃烧的温度，减少蒸发，达到省油
的目的，可省油达一半。陆游还指出，
省油灯之所以能省油，是由于该灯采取

“注水于盏唇窍中”的办法，克服了“寻
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的毛病，因
称省油几半”。

1984 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
考古团队在邛崃市十方堂邛窑遗址的五
号窑包进行挖掘工作时，一件特别的器
物吸引了他们的关注，这件器物具有敞
口、鼓腹、实足的特点，其腹侧有一个小
孔与夹层灯腹相连，内壁上设有一个环
形拱纽，胎体呈深褐色，外施青绿色釉。
这件器物就是省油灯，其设计为深腹杯
形或碗形，并在腹部侧面开有一小孔，旁

边则是一个口径相同但腹较浅的盘形或
碗形器。在两者泥胎未干时，将它们叠
合，使口沿部分完全粘接在一起。

据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
介绍，古人在使用时，先把灯芯及油置于
灯盏表面的内凹处，通过夹层边上的小
孔注入冷水，当灯燃烧时，夹层中的冷水
有助于降低灯体的温度，从而减少油的
消耗。在使用过程中，人们会在中空的
夹层中注入清水，利用水蒸发时的降温
效果来降低油温，减缓油的燃烧速度，以
此实现节省油料的效果。省油灯巧夺天
工的节能设计，将蜀人的生活智慧展现
得淋漓尽致，也展示了他们在能源利用
上的创新思维。

然而，省油灯真的如陆游所言，“可
省油几半”吗？1984年出版的《四川古陶
瓷研究》记载，四川大学博物馆陈德富对
省油灯进行了省油的测试，他选择了4件
不同形态的省油灯，分别在夏季和冬季
做了测试。结果发现，夹层里盛放的水
量、注水孔的位置、灯面的大小、季节的
不同等因素都会对省油比率造成影响，
经他多次实践论证写成《邛窑省油灯研
究》，文中提出，“我国唐宋时代邛窑的陶
瓷工匠们，创造了能减少油耗的陶瓷省
油灯，平均能省油8%～14%，个别的可达
20%以上。这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科
学技术史上，都堪称是一项很有意义的
发明创造。”

● 巧夺天工的节能设计

踏入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临展
馆，观众都会被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
物——宋代乳浊浅绿釉省油灯所吸引。
这件小巧的碗状油灯，尺寸仅相当于成
年人的手掌大小，有着简洁优雅的色彩
和造型，初看似乎与寻常油灯无异，却隐
藏着古人精妙的节能设计。

唐宋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制作
省油灯的技术。人类使用照明的历史可
追溯至远古时期。

陶制灯具诞生于东汉，在三国之后
开始流行起来。六朝时期的灯具一般包
含油盏、托柱和承盘这三个部分。在三
国西晋之际，越窑青瓷制品中的托柱被
塑造成人形或者熊、羊、牛等动物模样，
承盘下方还有三个兽形或者蹄形的足。
到了南朝，灯具大多无足，托柱则变得更
为细长。唐代是四川陶瓷制造业的辉煌
时期，其中邛崃的隋唐邛窑凭借其精湛

工艺独占鳌头。那时的瓷盏多为碗碟
状，内壁带有一个圆环。

灯具工艺不断发展的同时，照明材
料也从一开始的木材、松脂发展到后来
的动物油脂。

唐代时，油灯的燃料有了质的变革，
由动物油脂转变成植物油。不过，不管
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产量都极为有
限。日常生活中的烹饪、照明，文人学子
的夜读，还有军营驿站的补给都需要大
量油脂，所以油脂价格十分高昂，古人也
常用“金贵如油”来形容油脂的珍贵。于
是，如何更高效地节省油脂就成了人们
生产生活中重点考量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邛窑场开创性

地推出了省油灯。按照《景德镇陶瓷词
典》的记载：“省油灯，是一种节能油灯，
由唐代四川邛崃窑率先创制。”这种独特
的灯盏因其结构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
古代陶瓷灯盏不一样，也被叫作夹瓷盏
或者空心灯。直至1951年，邛窑出土的
陶瓷灯盏才被正式命名为省油灯。

邛窑陶瓷省油灯一经出现就广受民
间喜爱，尤其得到文人和普通百姓的垂
青。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宋白为
玉津县令，于回汴都时，带省油灯以赠友。”
宋白是宋太祖建隆二年的进士，当时省油
灯常常被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士大夫和学
者。这表明唐宋时期邛窑烧制的大量省油
灯极为流行，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 省油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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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延续至今的
“巴蜀巧思”

记者：邛窑省油灯的节能原理是什么？它的诞生对古代成都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熊斐：它的原理可以用“精巧”来形容。一般油灯效率不高，
主要是因为“三心二意”——不只发光，还会生热。省油灯的原理
和今天常见的电脑散热风扇很相似，用温度较低的水来协助散
热、减少生热。换句话说，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生热，来提高燃油发
光的效率。

记者：从省油灯能够看到古代四川人有着怎样的巧思？
何为之：省油灯的目的，是减少代价、增加收益，这种思路在

古代四川很常见。从都江堰水利工程、木牛流马，到采盐采气技
术，都是巴蜀先民的巧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正
是各种巧思汇聚创造的结果。

记者：古代四川对节能和环保的重视，对如今新能源技术的
研究和发展有何影响、意义？

熊斐：其实，不管是突破地理障碍还是技术上的“蜀道”，都需
要长期的能源和资源积累，这一过程中，“开源节流”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巴蜀先民之所以能够走出盆地，是需要经过节约能源资
源、提高效率、寻求技术突破的过程。

记者：现代节能技术与邛窑省油灯有怎样的联系？
熊斐：虽然两者相差千年，但是它们却共同体现了人类对于

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懈追求。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
的联系：

首先是能源效率提升，无论是古代的省油灯还是现代的各种
节能技术，核心目标都是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能
源损耗。

第二是技术创新，邛窑省油灯展示了古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和
技术能力，同样，现代节能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

第三是环境保护意识，省油灯的设计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
用。今天，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
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最后是人性化设计，邛窑省油灯不仅考虑到了节能的实际效
果，同时也注重使用者的便利性和舒适度，这一点与现代节能产
品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

总之，从邛窑省油灯到现代的节能技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努力从未停止。
这些技术和理念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文明进步的方向。

何为之：另外，因地制宜也很重要。在古代，只有川西平原这
样的先进技术区域，才可能大批量、低成本地生产省油灯。同样，
在今天的四川，盆内天然气富集、川西“好风光”、山区水力丰富的
基本特征，是开展节能工作的基础。在川西高原大规模建设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与盆周山区的水电配合，再以盆地内的天然气作
为“压舱石”——这就是我们正在规划建设的因地制宜、凸显特色
的高效能源系统。

记者：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延续节能理念，促进当下成都新能
源技术发展？

熊斐：不能忘记信息技术的加成。这盏小小省油灯上的各种
精巧设计，都是先辈们跨越几个世纪的信息传递。今天，信息技
术和能源深度融合，可以更加高效地调度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信
息技术也需要能源技术的支持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例如算电协
同，两者结合，才能为我们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未来世界。

何为之：需要开放合作。在古代四川，邛竹、邛窑和丝绸都能
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将各种“巴蜀巧思”带给世人，今
天的我们就更需要开放合作的精神，去解决能源乃至各行业中的
具体问题。开放合作和节约内涵相通，其本质都是对资源的集约
利用，这也是人类能够不断突破能源和技术瓶颈，推动社会文明
进步的根本。

专家简介

熊斐：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硕士、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科创服务高级主管。

何为之：四川大学生态学学士、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

硕士，现为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产业发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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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遗址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省油灯原理示意图

邛窑省油灯 图据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游客正在成都博物馆参观邛窑省油灯 王茹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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