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寸铜镜有讲究
□高玉璞

说起我们铜镜家族，“久远”这
个词仿佛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
的。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新
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时期，
我们就已经存在，到战国时期，我
们在工艺和纹饰上都有了很大创
新。汉代，我们的发展进入高峰
期，这一时期的我们在延续战国时
期铜镜纹饰的基础上，又兴起在镜
子背面刻铭文的潮流。

我们的名字通常以主题纹饰
命名，比如瑞兽葡萄镜、狩猎镜、
四神十二生肖镜等，我叫“明三钮
梵文铜镜”。顾名思义，明，指明
代；三钮，是说我背后“一”字形排
列的三个钮带孔；梵文，就是我背
后刻的铭文。

别看我体形不大，但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关于铜镜的形制、镜
面、镜背、镜钮、钮座、内区、中区、
外区、镜缘、主题纹饰等讲究一样
也不少。论形制，我是圆形，直径
18.6厘米，厚 0.4厘米；镜面光滑
平整；镜背表层有鎏金，还有四圈
阴刻铭文和装饰图案，铸工精美，
纹饰刻划精细。我背面三个凸起
的圆形钮是镜钮，中间的小，两边
的大，并成一排，上面都有横穿
孔，便于穿绳后拿在手里或固定
在镜台、镜架上。靠近中间钮有
纹饰的部位是钮座，上面刻有四
组云纹和梵文字母。钮座向铜镜
边缘的部位依次为内、中、外区。
靠近钮座的环形区域为内区，由
8组云纹和 6个梵文间隔环形排
列。内区向外的部位为中区，由
8组花卉纹和 8个梵文交替环形
排列。中区向外一圈为外区，中
部内凹，两边上卷，外卷边略高于
内卷边。外区内由8组云纹和金
刚杵纹间隔对称环形排列。背面
的边缘为镜缘，常见的有卷缘、宽
缘，我则是窄边素缘。

我们家族的成员通常只有
一个镜钮，多钮镜主要见于春秋
时期。明朝采矿和冶金技术处
于世界先进水平，明政府改革了
传统的工匠制度，施行代役租
制，工匠交纳一定的货币赋税代
替徭役。这项改革使工匠们可
以自由投入商品生产，提高了
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仿古
镜制作进入高峰期。在崇古之
情的推动下，我们已不仅是生
活必备品，更有馈赠、祈福、辟邪
的作用，所以铸造量很大。我背
面的三个钮是明代工匠在仿古
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成为研究这
一时期经济、社会风俗、手工业
发展和青铜铸造工艺重要的实
物资料。

北
疆
文
化
·
文
物
说

10

2024年

9月24日

星期二

执
行
主
编
：
张
敬
东

责
任
编
辑
：
高
玉
璞

版
式
策
划
：
纪
安
静

制
图
：
安
宁

阿
拉
善
博
物
馆

【
出
圈
】

【自白】

青铜艺术的瑰宝

很多游客参观博物馆时，都
好 奇 铜 镜 为 什 么 只 展 示 背 面 。
讲 解 员 会 佯 装 神 秘 地 说 ：“ 古 镜
不 能 照 今 人 。”其 实 这 并 不 是 什
么玄学，而是因为铜镜由青铜铸
造 ，和 空 气 接 触 久 了 会 被 氧 化 ，
变得黯淡无光，无法起到映照作
用 ，古 人 很 形 象 地 称 之 为“ 昏
镜”。这种情况就需要重新磨拭
镜 面 才 能 使 用 ，由 此 产 生 了“ 磨
镜”这项职业，被称为“磨镜客”
或“磨镜匠”。

在史料中，磨镜匠人出现得
相当早，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
仙传》中便有直接记载：“负局先
生者，不知何许人也。语似燕代
间人。常负磨镜局，循吴市中，衒
磨镜一钱，因磨之。”

唐代许多诗歌都对磨镜客的
活动有着生动描写，比如王维在

《郑果州相过》中说:“丽日照残春，
初晴草木新。床前磨镜客，树下
灌园人。”白居易在《新磨镜》里
说：“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
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

元明清时期，有关磨镜的史
料 记 载 数 量 更 多 、也 更 为 详 细 。
关于磨镜客的形象不仅存在于文
献和文学作品里，明清时期的绘
画作品中也有着细致的描绘。《中
国古代风俗百图》之七十七《明磨
镜图》便是很好的绘画史料。画
面 左 下 角 有 一 老 翁 坐 在 条 凳 一
端，躬身前倾，双手执一物呈磨镜
状。画中靠右是两位女子，一位
持镜自照，画面左上角题字“云想
衣 裳 花 想 容 ，宝 镜 绰 约 映 春 风 。
难见庐山真面目，拨雾还赖老磨
工。”这幅画作生动再现了明代的
市井民风和生活百态，为研究古
代磨镜人的职业提供了珍贵的图
画资料。

清代后期，铜镜逐渐被玻璃
镜取代。从西汉到清代晚期，历
经两千多年，磨镜这个行当退出
历史舞台。 （俞志鹏 供稿）

（本版支持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梅花

铜镜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
灿烂瑰宝，中国铜镜素以“装饰繁
缛、制作精美”著称于世。铜镜最
早起源于齐家文化，一直延续至
清代，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在我国的历史上，铜镜历经
两次登峰造极时期，即汉代和唐
代。汉代铜镜沿袭了春秋战国时
期铜镜的特征，经过创新和发展，
风格朴实、纹饰丰富、雕刻逼真，
件件可视为艺术珍品，创造了独
属于它的时代特征。唐代是铜镜
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随着手工
业的不断发展和铸造技术日趋成
熟及制作材料精细、工艺精湛、纹
饰多样、形态新颖、大胆创新等因
素，这时期铜镜铸造业达到了鼎
盛时期。明朝采矿和冶金技术处
于世界前列，铜镜铸造业获得极
大发展，风格上多为仿古铜镜，尤
其仿汉唐铜镜较多。清代，随着
玻璃镜的普及，铜镜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

铜 镜 除 了 用 于 照 面 之 外 还
被 古 人 赋 予 了 精 神 寄 托 。 古 代
女子出嫁时，铜镜是必不可少的
嫁 妆 ，在 成 婚 之 日 ，新 娘 要 向 铜
镜 行 跪 拜 大 礼 。 铜 镜 的 主 要 形
制 是 圆 形 ，圆 在 中 国 古 代 是 吉
祥、美好、富足的象征，“镜”“静”
谐 音 ，新 娘 跪 拜 铜 镜 ，意 为 祈 求
吉祥平安。

铜镜在古代还有着浓厚的神
秘色彩，在古人的观念中，铜镜被
认为具有辟邪消灾的作用，汉代
铜镜铭文中就常见“去不祥”“辟
不祥”的词句。由于对铜镜的迷
信，人们还常用镜子来预卜吉凶，
文献中称“镜听”。“镜听”起源于
何时，今天已无从得知，但从一些
资料看，早在唐代以前就已非常
普 遍 。 唐 代 诗 人 王 建 的《镜 听
词》，就是写一位妇女用“镜听”来
占卜她出门在外丈夫的归期和吉
凶。由此可见，铜镜虽小却包含
着无尽乾坤。

（作者系阿拉善博物馆研究
馆员）

【观点】

拨雾还赖老磨工

【史话】

青铜是人类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
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铜镜有着 4000多
年的发展史，在古代又称为“鉴”或“照子”，由含
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又称青铜镜，是中国起源
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制品之一。

先秦时期，铜镜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
了汉代才逐渐走向民间，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
中，铜镜的铸制工艺、形制、镜背花纹、铭文等都
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代的发展关系密切。

明代三钮梵文铜镜静静地陈列在阿拉善博
物馆“大漠胡杨 北疆热土——阿拉善通史陈
列展”展厅的一处展柜里，散发着岁月的气息。
这是一面出自明代工匠之手的仿古铜镜，1992
年被阿拉善盟文物站工作人员在额济纳旗绿城
遗址发现，后经专家鉴定为居延遗址遗物。

绿城遗址属大型复合型遗址，是以绿城为
代表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群，统
称绿城遗址，属居延遗址群。绿城遗址里有商
周、北魏、西夏、元朝时期的遗迹。绿城地区古
文明在西夏、元朝时期达到了一定高度，城内散
布着民居、庙宇、佛塔、磁窑等遗址。1996年 5
月 28日，绿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自治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展柜里的三钮梵文铜镜因历时久远，表面
锈迹斑驳，呈现褐色和暗红色，已不能供映照之
用。这面出生于明代的铜镜奇特之处是背面有
三个镜钮，一般铜镜只有一个镜钮，多钮镜见于

春秋时期。春秋时期铜镜的特点是圆板镜身，
镜体大而厚重，正面平直或微凸，镜背铸有2至
4个桥形钮，主要分布于镜缘。明三钮梵文铜镜
的钮则铸于镜背中部，体现出明代工匠制作铜
镜时在仿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匠心。

铜镜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高峰期，分别
是汉代和唐代。汉代铜镜的含锡量很高，制作
极为精巧，大多为圆形，薄体，圆钮，时期不同装
饰纹路的风格不同，通常还有铭文，铭文都是吉
祥语句，如宜子孙、大吉祥等。汉代铜镜种类繁
多，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草叶纹镜、云雷连弧
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圈铭文镜。

唐代，铜镜发展达到顶峰，工艺精美，纹饰
丰富，形式繁多。唐代调整了铜镜合金比例，加
大了锡的成份，利用更加先进的铸造技术，质地
上显得银亮。唐代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汉式
镜，创造出各种花镜，如葵花镜、菱花镜、方亚形
镜，图案有瑞兽、鸟兽、画像、铭文等。

宋代，铜镜的样式有了更多的发展，除了沿
袭前代最常见的形状，还出现了带柄镜，铜镜更
加注重实用，镜体轻薄，装饰简单，基本上多为
人物故事、花鸟鱼虫、亭台楼阁、山水等，具有浓
厚的生活气息。由于工艺的改变，宋代铜镜含
锡量大大减少，含铅量增大，所以宋代铜镜的色
泽质地与唐代相比区别较大。

明代，铜镜与宋、元铜镜之间看不出明显的
承袭关系，主要是模仿汉、唐铜镜的形制，并由

此加以演变，因此明代铜镜以仿古镜为主，在此
基础上注重镜背铭文。明朝繁荣的手工业和商
品经济，促使铜镜铸造业获得很大发展，仿古铜
镜的制作在明代达到高峰。明代仿古铜镜的铜
质比宋代好，材质细腻，表面多呈灰白色，铸镜
工匠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
行了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

明代仿古铜镜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以古
镜为模，直接翻铸，虽然形制、花纹相同，但纹饰
粗率不精，线条软弱无力，有其形而无其神；另
一种是完全按照原镜的形制、尺寸和花纹制模
铸造，看上去与原镜相差无几，虽然很难分辨真
假，但铜镜的质地和重量却完全不同；第三种则
是在仿古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阿拉善博物馆
珍藏的明代三钮梵文铜镜便属于仿古铜镜的第
三种情形。

明代仿古铜镜有仿汉代、仿六朝、仿唐代
的，其中仿汉代铜镜数量最多，几乎各种形制
的汉镜都有仿制。明代铜镜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在纹饰、铭文等方面都有创新，无论在数量
还是质量上都超过宋、元，在铜镜发展的末期
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明代铜镜官铸数量少，
但形制规整，纹饰清晰，部分铜镜还使用了鎏
金工艺。

清代，玻璃镜出现，铜镜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铜镜蕴涵的文化底蕴、历史价值却愈显
厚重。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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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明代三钮梵文铜镜

直径18.6厘米，厚0.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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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仿古镜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以古
镜为模直接翻铸，虽然形制、花纹相同，但纹饰
粗率不精，线条软弱无力，有其形而无其神；另
一种是完全按照原镜的形制、尺寸和花纹制
模铸造，看上去与原镜相差无几，很难分辨，但
铜镜的质地和重量却完全不同；第三种则是
在仿古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阿拉善博物馆
珍藏的明代三钮梵文铜镜便属于仿古镜的第
三种情形。

明代三钮梵文铜镜镜面光滑平整，镜背表层有鎏金，还有四圈阴刻
铭文和装饰图案，铸工精美，纹饰刻划精细。镜背有并成一排的三个凸
起圆形镜钮，中间的小，两边的大，上面都有横穿孔，便于穿绳后拿在手
里或固定在镜台、镜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