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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铜为鉴 以照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金铜镜展”正在嘉定博物馆举

行，日前，博物馆邀请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

委员王牧带来了一节“中国古代铜镜鉴赏”讲座，带领大家了解、领略我国古

代铜镜的价值魅力。

对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通常我们理解的青铜器可能是夏商周的青铜

器，曾经非常耀眼夺目。汉代铁器出现后，青铜文化

似乎骤然失色，但实际上，它只是做了转型，进入了更

持久、流行更广、影响更大的阶段，其中，铜镜表现最

为突出。铜镜是集合了文物三性（历史、科学、艺术）

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类型。”王牧说。

据介绍，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可分为

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我国为代表的东亚圆形带钮的

铜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的

带柄系统。“带柄镜反映的是来自西亚或中亚的文化传

统，或与游牧民族人群关系密切。带柄镜在公元前一

千纪上半叶不见于甘肃，仅见于新疆，但到了下半叶，

带柄镜见于甘肃东部的一些遗址，如马家源墓地，这说

明游牧文化东进南下的影响。”王牧补充道。

最早的铜镜发现于齐家文化，主要有七角星纹、

三角星纹镜，其特点是，圆形，镜身薄，镜钮不规则，纹

饰以几何、素面、禽兽纹为主。铜镜一直沿用到清代，

所以，它是中国古代金属器中沿用时间最久、范围最

广、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器物。其中战

国、汉、唐三个时期是铸镜的高峰期。

纹样、形制背后的世界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陆续兴起，因争霸需

要，青铜铸造业在各地迅速发展，青铜器从陈列于庙堂

之上的庄重礼器转为士大夫的日用高贵器皿，而长江

中下游的青铜铸造大量为青铜镜，主要在楚地流行。

“这一时期的青铜镜轻薄、含锡量高而不易生锈，

但质地脆，摔地即四分五裂。镜背的装饰纹样崇尚满

工、对称，用细腻的地纹凸显主体纹样，线条精美流

畅，镜缘卷起稍翘，镜钮为三弦或桥形。此外还出现

了透空、镶嵌绿松石、彩绘等特种工艺，纹样瑰丽，与

同时期的艺术品风格一致。典型的战国镜有山字镜、

连弧纹镜等等。”王牧介绍道。

到了西汉，铜镜进入发展繁荣期，种类多、纹饰精

湛。王牧表示，其中，铭文镜是很重要的一种镜类，主

要有单圈、重圈、连弧、四乳钉等形式的布局，“汉镜铭

文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人的欲望、快乐、悲哀等各式

思想、情感等意识形态，可以从中捕捉到未留下文字

记录的历史信息。我们从铭文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汉

代是一个很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很相信鬼神，崇尚神

仙思想，另一方面对现实功利非常向往。”东汉镜则以

博局镜、画像镜为典型。

隋唐时期铜镜空前繁盛，隋镜具有承上启下的风

格，以十二生肖纹、团花纹最有特点，一般都有楷书诗

文铭文。唐代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铜镜

纹饰上也表现出了一派歌舞升平的大唐景象。唐镜

镜型厚实，镜面纹样流行海兽葡萄、鸾鸟、瑞兽花草

等，构图都是圆润饱满型的，其中海兽葡萄纹镜最具

特色，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杰作。唐镜装饰纹样多采用

长尾祥云、品字形山、双龙等，讲究镜面对称，瑞兽多

展现为振翅欲飞的形态。

五代对宋镜风格的形成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镜有丰富的镜型，有桃、钟、鼎、炉、亚字形等形式，

又称异形镜，镜钮趋小而钮孔大，镜边有宽、窄两种。

常见题材有缠枝花卉、花鸟、婴戏等，采用单线白描，

饰纹纤巧精细，反映了经济发达。招牌广告式的镜

型，以湖州镜为代表，产量甚高，而且销路很广，始于

北宋中晚期，盛行于北宋晚期和南宋。

辽镜以花枝、荷叶纹最具特点，仿唐镜团状构图，

饰以仙人。金镜以人物故事、双鱼纹最具特点，多有水

面纹饰。元镜以双龙、人物故事、戏曲图案为特点。明

镜较流行银锭钮，此外仿古镜特别是汉镜较多。清镜

运用髹漆等工艺，多吉祥语。同时，明清之际我国出现

了最早的玻璃镜，它由来华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由于其

造价低廉、清晰度高，很快传播到民间。此后铜镜作为

照面的日常工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历史的镜像与文化的传承

王牧表示，铜镜的审美价值来自镜背丰富的纹饰

与铭文，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了解

古代社会意识形态、风尚、生活形态等方面提供了细

致生动的依据。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铜为镜，可宜文章；以铜

为镜，可照其行……铜镜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照面饰容

的生活用具，也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由

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有着各自时代所赋予的鲜明

特点，它又成为古代墓葬断代的标准器之一。铜镜又

是精美的工艺品，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

铭文丰富。纵观4000多年的铜镜发展的历史，我们

可以发现，古代匠师给铜镜的纹饰和铭文以更深刻的

含义，赋予其美好的寄托和希望，同时也凝聚了我国

青铜工艺的深厚水平，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探

究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人文故事打开了又一扇窗。

此次正在嘉定博物馆举行的“铜为鉴 以照行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金铜镜展”共展出以金代铜

镜为主的宋金时期铜镜70余件，旨在通过比对，让观

众了解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除了长期的战争摩

擦，亦产生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

的交流与碰撞。据悉，展览将持续至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