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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铜镜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长的青铜器 ,具有极深刻的意义, 可谓

是青铜器中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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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以其精致奇特、气魄浑厚屹立于世界之林,而铜镜又可谓是

青铜器中的珍宝。铜镜从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出现,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一

直到民国初年仍有生产, 是中国发展最长的青铜工艺。

铜镜不仅仅是古人正其衣冠的生活用品, 而且还是极其精美的工艺品,

起到美化人们生活的作用。铜镜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 不止是它具有优美

的造型, 更主要是它有着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纹饰, 传达着审美艺术。铜

镜文字记载最早的文献是春秋时期的5墨子6一书 ,而铜镜形象最早是出现

在顾恺之的5女史箴图6中。有关铜镜的起源, 众说纷纭 ,据有关专家及考古

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 铜镜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1975 年和

1976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甘肃和青海两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两枚铜

镜 ,这是有史以来有据可考最早的铜镜。这一时期铸铜技术低下 ,所以制作

十分粗糙, 含铜量高, 含锡量相对较少, 锈蚀较重。两枚铜镜造型皆为圆形,

平板式, 背面均有拱形钮。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是一面无纹饰的素镜 ,仅

此可见, 这一时期人们在造物方面是以功利性为原则的 ,这也正符合古人们

朴实无华的审美需求。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是一面七角星纹铜镜, 纹饰

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 ,以粗直线形为主。围绕镜背进行旋转装饰, 较为粗

糙。纹样与原始陶器中的绳纹相似, 这足以看出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对铜

镜纹饰的影响, 只是美学风格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面铜镜的出现 ,说明了人

类审美意识在铜镜中的体现。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 ) 夏 ,它

是从原始时代史前文化进入文明时代有史文化的开端, 随后的商和西周都

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满足其奢

侈生活的需要, 工艺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尤其是青铜艺术最为显赫。青

铜冶铸成为手工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 因此又称这一时期为/青铜时代0,铜

镜也开始进入了发展期。

殷商西周是奴隶社会政治、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文化艺术也是在这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商、周初期是奴隶制社会最主要的时

期 ,同时也是青铜器成熟鼎盛的时期。可是精湛的技艺、完美的造型、美妙

的纹饰对铜镜的影响并不大。从商代出土的铜镜数量来看, 铜镜在当时并

不普及, 因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用的修容工具是一种名为 /鉴0的容器。所

以商周时期 ,青铜器中具有的狞历之美没能体现在铜镜上,但作为青铜器中

的一枝独秀 )) ) 铜镜来说, 商代也只是它发展长河中的婴儿时期。

商时期铜镜继续延承齐家文化铜镜造型 ,皆为原圆形。纹饰主要以几

何纹为主, 多以直线、弧线为饰 ,加入乳钉。这时期的技术也有了明显进步,

镜体较薄, 镜面和边缘也较平滑。如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

枚叶脉纹铜镜 , 纹饰主要以几何直线重复排列为主, 在排列上不是随心所

欲 ,而是有规律地排成一组组平行叶脉。更值得一提的是,镜背出现了凸起

的弦纹, 弦纹与叶脉纹井然有序地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织体, 51个乳钉起到了

点的作用。在小小的镜背上体现了点、线、面的关系。由此可见, 先人的审

美意识已向前迈了一大步。

到了西周时, 铜镜已开始慢慢进入了人民的生活中。早期流行素镜 ,中

期以后又出现了重环纹与鸟兽纹,这也是动物纹饰在铜镜中的第一次出现。

河南上村岭虢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鸟兽纹铜镜, 镜背用虎纹、鸟纹和鹿纹进行

环绕式装饰 ,采用了极其抽象简练的装饰风格 ,刻画出了一种质朴的美。虽

然这比起后来的鸟兽纹来说, 并不够精美, 但却表露出铜镜纹饰进入了多样

化的时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 也是铜镜发展的第一

个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铜镜数量大大增加, 分布也十分广泛。西周晚期到春

秋时期, 随着奴隶制社会日趋瓦解, 周王的那一套政策使青铜工艺逐渐丢失

了往日的辉煌。但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的流通, 又为用以馈赠和装饰的中

小型青铜工艺提供了市场, 从而青铜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各种小型金属工

艺盛行一时 ,一种新的技术和装饰开始流行。铜镜铸造也随之发展起来。

这时期一般铜含量较高, 锡量相对降低, 所以镜身显红, 韧性高,可弯曲

不断裂。精良的冶铸工艺给铜镜的纹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总的来说

纹饰精致复杂, 线条流畅 ,布局丰满。构图主要以对称为主, 也有一部分以

环绕式为主。此时期纹饰特征是主纹和地纹有机的结合 , 利用主纹与地纹

在圆形中做适合纹样的穿叉组合,一实一虚, 实虚相互辉映, 在二维的平面

内取得了三维的视觉效果, 从而拓展设计的可能性与多样性。这在春秋前,

战国后均无出现,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体系。这以湖南长沙出土的

云雷纹地连弧纹铜镜为典范。主地纹层次分明, 整个纹饰繁而不乱,体现出

几何纹样的高度应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 勾连雷纹、菱纹、绳纹、山字纹、

羽状纹、花叶纹和狩猎纹等。也可将其归纳为三类, 分别为几何纹、动物纹

和植物纹。这一时期纹饰还是以几何纹为主 ,如战国羽状地纹铜镜和云雷

纹铜镜等, 以清晰明朗的几何纹装饰镜背。

兽纹有战国的四虎纹镜, 四虎造型为流畅的 S型, 头部相向作啮钮状,

造型生动活泼, 有机的组合在圆形中。同时这把铜镜采用浮雕装饰手法 ,主

体感较主纹、地纹更强, 艺术欣赏性颇高 ,是战国罕见的浮雕镜。另外, 还有

以主纹和地纹为主的战国兽纹镜。

植物纹有湖南长沙丝茅冲 78号墓出土的四叶纹镜,镜背饰有主纹为四

片抽象形叶片, 地纹为羽翅纹, 叶片与羽翅造型简练,而又极其统一,是典型

的战国花叶镜。

秦始皇统一全国 ,享国短暂, 总的来说铜镜铸造保持战国末期的风格,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把铜镜具有秦朝自己的风格。如秦四猴纹镜 ,镜背以勾

连雷纹为地纹, 主纹是四猴与花苞间隔排列, 这是秦朝独有罕见的式样。

汉朝经历了四百年, 这一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完善, 生产力不断提高, 国

家也强盛起来,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从而带动了手工业制作及装

饰艺术的提高。这时期的青铜器也开始逐步衰落, 但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生活用品铜镜, 不但没有灭亡, 而且又向前进一步发展。所以汉朝是

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铜镜数量不仅多, 而且纹饰、造型更加新

颖。

汉镜在制作工艺上也不同以往 ,在铜镜中加入了铅的成份, 所以较硬,

且颜色呈深灰。在纹饰造型方面较战国的更为饱满、生动, 不拘一格, 更加

华美。体现了汉朝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 ,它以那壮美的气魄,

在中国铜镜史上放出夺目的光辉。

西汉前期除继承战国风格外, 又有了许多新的纹饰如草叶纹、方格四虺

纹等。地纹逐渐处于下风 ,铭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使铜镜的装饰艺术又

出现了新的局面 ,其中草叶纹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西汉早期的四乳

草叶纹镜, 在镜背的外缘是由 16个内向连弧纹装饰 ,镜钮外部呈方型 ,方框

内装饰有/日有熹, 宜酒食 ,长富贵, 乐毋事012个铭文, 方框外部有四个乳

钉, 将镜背分为四个区,乳钉间装饰有草叶纹 ,我们可以看到铭文区、乳钉区

和草叶纹分布的井然有序 ,这种分布对后世铜镜的构图影响很大, 尤其是铭

文的出现。

到西汉中期 ,铜镜中的地纹已彻底消失, 主题纹饰日趋简洁朴实, 流行

的纹饰有草叶纹、星云纹、兽纹, 有四乳四虺纹和四乳禽兽纹。陕西西安汉

陵陪葬墓出土的西汉星云镜堪称这一时期的典范, 它主要是以乳钉来进行

装饰, 以圆形做重复组合, 宛如一组组群星, 与镜缘外区的16个内向弧形相

辉映 ,这也是西汉人表现对宇宙的探索与想象。

铭文在这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内容多为祈求富贵安乐等 , 常见有

/日光铭0和/昭明铭0, 一般铭文字体较大, 笔画较粗 ,以一圈铭文进行装饰

居多。同时在铭文的字句中出现了通假字、减笔字等现象, 可见古人在文字

的应用中也加入了设计的成份, 这是早期的字体设计在工艺品上的应用。

西汉晚期一直到东汉 ,铜镜纹饰开始由原来的静态走向动态, 由原来的

草叶纹、星云纹等发展演变成兽纹, 如禽鸟纹、瑞兽纹、四神纹, 这又为隋唐

时期铜镜的鸾、凤、龙、雀、蜂、蝶等动物纹开拓了新的境界。这一时期铜镜

纹饰题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动物形象、人物形象大量出现 , 风格更为生动

活泼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全貌。同时在铜镜的构图上, 打破了以往的以钮为

中心做对称式, 出现了大量的以轴对称的构图。纹饰题材的多样化, 构图的

风格化,构成了汉镜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铜镜史上的一枝奇葩。

此时的动物纹已制作的相当精美, 其中/四神纹0十分流行, 应用广泛,

影响深远。分别以代表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装饰镜背。另

外, 神兽纹也开始出现,所谓神兽是以四神纹和龙虎纹等纹饰为主来装饰镜

背。这也是四神纹新的发展, 即在神兽中加入了神化人物形象, 内容更为生

动, 造型更加优美。

受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影响, 在铜镜中又出现了画像镜。这之前, 铜

镜纹饰几乎没有表现全人物形象的 ,这在铜镜文化中又加入了人文的气息,

题材多为神仙故事、真实历史人物故事等。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画像镜 ,人物

不再正襟危坐, 而是以动态姿势出现。如东汉柏氏伍子胥画像镜, 镜背以四

乳划分为四个功能区, 分别叙述吴王夫差听信谗言 ,逼迫忠良伍子胥自尽的

故事。人物形象精美, 布局合理,将一个冗长的故事抽象为几幅图画, 艺术

语言十分简练。

西汉晚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铜镜铭文铸造更加发达, 成为当时铜镜的

纹饰 ,构成了铜镜纹饰的主流。除了原来的内容外 ,又加入了新的思想, 一

般较西汉铭文长 ,除吉祥语外, 还有自夸语 ,而且还加入了镜子的制作过程

和广告语等, 进行宣传。形成汉镜铭文新的特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纷纷的时代,政权混乱, 战争频

频, 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手工业停滞不前, 铜镜发展

处于中衰阶段, 铸铜技术明显衰退。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

在广大黄河流域, 铜镜延续东汉风格 ,种类不多, 无自我发展, 独创的镜

型和纹饰几乎没有, 在制作工艺上大大落后于前朝 ,纹饰相对粗糙、简陋, 大

有倒退的趋势。相形之下 ,南方较为繁华一些, 出现了/六朝繁华0。这种繁

华现象使得铜镜的衰退延缓了一阵。此时南方铜镜纹饰以神兽纹、变形四

叶纹和瑞兽纹为主, 而最为盛行的还是神兽纹。以神兽纹为装饰的铜镜数

量远远多于汉镜 ,又发展为八神六兽或五神八兽等不同的形式, 出现浮雕式

神兽 ,故较汉神兽纹在感观上更为立体一些。在构图上出现了用分界线划

分的若干个功能区,在每个区域内填充神兽, 并作重复排列 , 使繁杂的神兽

安排的井井有序。如三国吴硕人神兽境, 镜背横向分为五排 ,神兽在每排中

重复排列, 镜缘饰铭文 88字。另外,西晋变形神兽境也是作/万字0形划分,

再掷入神兽纹, 这是此时铜镜区分与其他朝代的特点之一。神兽纹发展到

三国孙吴中晚期出现了新的变化, 神兽造型转变为佛的形象 ,成了佛兽镜,

佛头、佛背皆有项光、背光 ,这明显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佛兽镜目前在国内

仅一面,出土于湖北鄂城。

另外, 四叶纹也是流行的纹饰。由汉朝的四叶纹蝙蝠式演变为四叶纹

宝珠式,这就是当时的变形四叶纹, 再在其中加入兽首、凤纹、佛像等装饰,

形态生动逼真, 形成了具象形与几何抽象形的对比, 构成新风格。如 1975

年湖北鄂城出土的西晋变形四叶纹佛像鸾凤镜 ,就是在四叶纹中排布了四

尊佛像和四只鸾凤,另外, 四叶纹还起到划分功能区的作用 , 不同于三国时

的直线横纵向划分。这一时期虽然是中国铜镜发展的一个低谷 ,但也出现

了极个别的精品。如河南庞家沟出土的北朝时期以十二生肖为纹饰的铜

镜。镜背以半浮雕的形式围绕镜子刻画了十二生肖的形象 , 其姿态生动活

泼, 与内区四神相映成趣, 围绕镜钮雕了龙凤 ,龙凤刻画的栩栩如生, 极其具

有灵性,仿佛就要呼之欲出似的。此时还有鸳鸯纹和云雁纹的出现, 这是前

所未有的新局面 ,为隋唐花鸟纹的兴起开拓了新天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铭文无大的发展, 以维持原状为准。

隋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 国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成为历代封建社

会最为昌盛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 对外交流频繁, 文化异常活跃, 工艺美

术品已发展成商品 ,所有不同的工艺品均得到了形式上与装饰上的崭新创

造。因此, 铜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

第三个鼎盛时期。同时, 又被誉为是这三个时期中的佼佼者。唐镜在制作

上十分科学,铜锡铅的比例约为70B25B5, 锡铅含量相对较高, 所以多呈银白

色,这就是所谓的/水银沁0镜, 镜面经过玄锡处理 ,耐蚀高。另外 ,为了能在

镜面上显示人的全部面貌, 聪明的古人将镜面微向外突, 这可在沈括的5梦

溪笔谈6中得到考证。

隋唐的铜镜不论是在镜型上, 还是在装饰手段上, 都有较大的变化。造

型繁多, 打破了圆形镜的传统造型 , 创新有葵花形镜、菱花形镜、亚字形镜

等。镜钮不再只是圆形, 变成兽钮和龟钮等, 钮座旁开始出现纹饰, 有连珠

纹、花瓣纹等。镜缘纹饰以素者居多,也有锯齿纹、卷草纹、忍冬纹、水波纹、

月牙纹、葵花纹等。从这方面看, 频繁的国际交流给我国铜镜带来了新的面

貌,符合唐朝富贵、华丽的风格。

隋和唐初期是从汉镜向唐镜转变的过渡时期, 除了沿袭汉镜的传统纹

饰外, 又创新有海兽葡萄纹、瑞兽纹、十二生肖纹等。汉镜风靡一时的单纯

四兽纹开始消失, 而与十二生肖纹配合共同出现。其中瑞兽纹比十二生肖

纹在当时还要常见一些, 瑞兽镜一般采用圆形 ,瑞兽纹有马形、虎形、狮形、

豹形等, 但形态不采用真实手法, 而是用了大量变形手法, 主要为表达吉祥

寓意。瑞兽、铭文和花草纹相结合 ,这是首次加入了植物造型 ,构成初唐时

瑞兽镜的典型特点。

在当时以纯植物作为纹饰的有宝相花铜镜, 将牡丹等自然花头的形态

加以解剖 ,取最美的形象重新组合 ,使之更符合形式美法则。基本骨式是以

同心圆多面对称放射为装饰手法。这种以纯植物纹作为装饰风格在中国铜

镜史上是第一次,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陕西西安出土的隋灵山孕宝团花

镜。

铭文镜在隋唐初期也有所变化, 主要是铭文的内容改变, 正如唐代的浪

漫风格一样。铭文内容也从汉镜简单的吉祥语过渡为传达情感的诗篇, 处

处体现唐代的博大。此时, 铭文置于外圈, 起点缀作用, 字体多为隶书, 点化

无缺, 无汉镜丢字减字现象。如唐初瑞兽铭带镜, 镜以四只似虎似狮的四兽

和四只似鸟似鸷的四鸟为主题纹。在镜内以铭文进行点饰 ,铭文为/兰闺婉

婉,宝镜团团, 曾双比目, 采散罗纨, 可怜无尽 ,娇羞自看0, 从中可以看出这

是闺阁修妆之镜。

唐代有以铜镜作为献礼和馈赠的社会风气, 以及作为新娘必备的嫁妆,

这都促动了铜镜在各方面的发展。5唐书#礼乐志6中记载玄宗过生日时 ,群

臣就以铜镜作为寿礼献上。盛唐中唐时期铸铜业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涌现

出大量特种技术, 采用贴金贴银、鎏金、镶嵌等多种手法来装饰铜镜, 使铜镜

更具雅气。这时的题材也更为丰富多样, 纹样设计也更为生动。以花草纹

代替了铭文,纯花卉的纹样也广为流行, 主要有花卉纹、人物纹、兽纹。镜型

以菱花形和葵花形为主。

海瑞葡萄纹是盛唐时期最华丽、最流行的铜镜纹饰之一。我们可以看

到矫健的海瑞座于镜钮处, 四周高凸的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区和镜缘三部

分。内区以形态丰腴的海瑞和葡萄枝为纹饰, 外区以飞禽和葡萄枝为纹饰,

镜缘以卷叶为点缀。海瑞、飞禽形态各异, 葡萄枝线条流畅, 动植物以最佳

的形式组织在镜背上,堪称唐代铜镜佳品。纹饰虽繁密 ,但处理的却十分精

细利落, 毫无杂乱感, 纹样呈满花式结构。

唐花卉纹、花鸟纹多在变形的葵花形镜上作适合纹样, 唐菱花镜、葵花

镜以八出居多, 有内外区之分, 且内区比外区高, 这于宋镜有明显区别。花

卉纹主要以牡丹、莲花演变的宝相花或以折枝花为主题纹饰, 作散点团花式

格律。在严格的格律中以多层次结构代替独花结构,花瓣层层交错, 并用如

意云头般的造型, 花中套花的添加手法, 创造了这一丰富而又富丽堂皇的纹

饰。对花花头多采用正面形象 ,规整变化后再组合成团花式或散点式, 一般

以六个为一组, 称为/簇六0格式。如唐宝相花菱花镜。

花鸟纹以鸟纹为主, 再配以适当的花卉纹。鸟类常见的有鸳鸯、孔雀、

凤凰、鹦鹉等, 并点缀以蝴蝶、蜜蜂等,极其具有自然情趣。如唐凤鸟透腿镜

是鸟纹镜中罕见的精品, 镜型为菱花形, 四只凤鸟与莲花相配置, 凤鸟口衔

花枝, 展翅欲飞 ,单腿踏一只莲花,如飞舞般的花枝精美而流畅。又如唐双

鸾长绶镜是纯粹的鸟纹镜, 也称为对鸟镜, 双鸟口衔绶带, 相对而立。纹样

呈对称式结构。

盛唐以人物纹为主题纹的题材增多, 有神化传说故事、民间故事、历史

和社会活动等, 不再以静态为主, 而变为动态。如唐月宫镜是以神化传说为

题材, 反映嫦娥奔月的故事。真子飞霜镜反映的是道教题材, 飞天镜则表现

的是两个飞天歌舞的情景, 打马球镜和狩猎纹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取

材于真实的生活, 人物姿态刻画生动,比例准确。这种以动态人物为主的纹

饰难度较大,反映出当时精湛的技术,使看者仿佛置身于其中,热闹非凡。

唐兽纹除了前面提到的海瑞纹外, 还有盘龙纹、龙虎纹、狻猊纹、嘉禾瑞

兽纹等, 兽纹多以独幅式出现。唐盘龙纹是当时最为出色的兽纹之一, 只有

官方才能铸造, 所以不论是做工还是设计都长于其他。一般由盛产铜镜的

扬州来铸造 ,又称为/百炼镜0。盘龙脚踏青云, 娇健多姿与镜钮相合, 大有

盘龙戏珠之象。

铭文镜发展到此时已不多见。

晚唐战乱不断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作为手工业的铜镜也随之逐

渐下滑, 再无盛唐时的华贵象, 已无昔日的光辉。晚期流行八卦纹和万字纹

等,可看出都是一些简单的纹饰。河南洛阳磁涧出土的日月贞明八卦镜 ,镜

钮旁饰有/日月贞明, 天地为含 ,写窥万物, 洞鉴百灵0铭文, 四周以八卦纹框

住,再饰以日月星辰。到后来的万字镜, 只在镜背装饰简单的万字形, 就此

可见铜镜的昌盛之象大势已去 ,从此中国铜镜一蹶不振。

宋元时期的铜镜开始了急剧下落的局面。宋朝以注重功利性为主, 故

装饰感不强,再加上宋朝时的审美情趣从唐朝时的以华为美转变为以素为

美,和唐代艳丽、豪华、丰满的纹饰相比, 宋元纹饰更趋向于恬淡自然, 使这

时期的纹饰更加世俗化。由此中国铜镜的纹样开始全面衰退。

宋镜的合金比例与唐镜明显不同, 含锡量减少, 含铅量增加, 而且加入

了锌, 所以铜镜的色泽为黄中闪红, 镜面无银白光亮, 镜体比唐镜也轻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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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质地粗糙。宋镜在造型上沿袭唐镜的菱花形和葵花形, 但有所变化,

由八出变为六出花瓣。此外还有长方形、鸡心形、钟形、鼎炉形、带柄形、桃

形和亚字形 ,形象各异, 在造型上颇有创意。宋代铜镜分官办/铸镜局0和民

间作坊制作两种。民间铸造大都粗糙, 甚至不加任何装饰纹样, 出现素镜,

以价廉实用为主。官办铸造较为精细。

宋镜纹饰题材渐趋于缠枝串绕的花草纹、花鸟纹、人物纹, 主要还是以

花鸟为主。花卉纹以牡丹、芙蓉、莲花、桃花、荷花为主, 做枝叶缠绕,折枝花

做穿枝花式、缠枝花式、喜相逢式、二方连续式组合。花头纹样散点排列 ,通

过枝叶形成的S形无限延伸, 反转连续, 使单位花相互连接, 流畅飘逸的韵

律与花头花叶形成点与线、静与动的对比, 既生动又自然, 极其富有韵律美。

如宋亚字形花叶镜, 以折枝花做S形缠绕, 成为宋代花卉镜的主要风格。

人物纹题材极流行神化传说,只是内容不再是嫦娥奔月等, 而是与长寿

有关的内容。形象多用仙人、侍者、青松、白鹤、青竹、灵龟等, 主要反映与道

家长生学说有关的题材, 表现出宋代道教的盛行。但其中不乏有关社会生

活的题材, 如宋蹴鞠纹镜, 描绘的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竞技 ,但人物形象

过于呆板, 缺乏生气, 而且没能利用镜钮 ,这也是此镜失败之处。

除了花卉纹、人物纹外,还流行花鸟禽兽纹, 如宋亚字形鹦鹉纹铜镜 ,镜

背装饰以一对含花凤鸟,线条流畅, 构图饱满 , 纹样组织成对称式结构。另

外十分盛行双鱼纹、双凤纹和双龙纹 ,双凤双龙以逆对称式安放在镜背, 遥

遥相对, 动人心弦 ,颇有迎风起舞,行云流水之势。如黑龙江阿城出土的双

鱼纹镜,双鱼仿佛要从水波中跃出, 周围波浪翻腾, 动感极大, 写实性强, 富

有吉祥寓意。

元代民间手工品极为广泛, 但发展不平衡, 在金银上有较大成就。虽然

铸铜业有了大的改进 ,但铜镜的地位大大下降 , 有关铜镜的文献记载也甚

少。比起宋镜的纹饰粗略简陋, 不工整, 铅锌含量大大增多, 黄铜质。

元镜造型盛行菱花形、葵花形、带柄形。在纹饰上无大的创作, 继承宋

镜的风格样式, 有花卉纹、人物纹, 独创的有洛神和对奕纹等。如元吉林出

土的洛神菱花柄镜,取材于曹植的5洛神赋6,整个镜背有流云、明月、海浪、

仙人 ,云水相接, 如诗如画 ,具有国画人物风格。

铭文镜在元代有少量的出现, 一般是吉祥语镜和纪年镜 ,文字较少多为

一行商标纪年铭。如元/寿山福海0铭文镜。

明清两代进入封建社会晚期, 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促进了工艺品的多

样化 ,铸镜业沿袭宋代,无太大发展。

明镜镜体都比宋镜大 ,厚重的多, 且棱角分明, 多为黄铜质, 色泽为黄中

闪白。造型几乎没有新发展, 纹饰也继承宋元时期的风格, 除了常见的花鸟

纹、龙纹、鱼纹、凤纹、鹿纹外, 独创有八宝纹和杂宝纹。杂宝就是将宝瓶、宝

珠、聚宝盆、祥云、犀牛角、银锭、灵芝、梅花等杂物与仙鹤、侍者配置在一起,

主要取吉祥如意、长寿平安、财源滚滚之意。如明杂宝镜和人物楼阁杂宝

镜。

明镜从隆庆之后又开始注重铭文,一般分为两种: 标志铭文和所有者铭

文。如明盘龙镜饰有/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日造0字样。吉祥铭文有/长命富

贵0、/五子登科0、/金玉满堂0、/鸾凤呈祥0等。

清镜大多为黄铜质, 但色泽为黄中闪黄 ,这与明镜是有区别的。清镜种

类甚少, 纹饰不但无发展 ,而且较之明时又少了许多,多为简陋粗糙, 只有皇

家御用的铜镜尚且精美。

清镜中兽纹有龙纹、凤纹、狮纹、鱼纹等。人物纹有侍女游园纹、童子嬉

戏纹等。如清百子图镜, 出自清代湖州铸镜名家薛惠公之手。镜背饰有童

子嬉戏纹样,镜钮上刻有/湖州薛晋侯自造0。从中可以看出, 花鸟纹彻底消

失。

吉祥语铭文镜多见/金玉满堂 ,连生贵子0等, 也有少数带有吉祥纹饰的

铭文镜。如清薛晋侯造的双喜五福镜。另外, 清镜常常配有精美的镜座、镜

架、镜套、镜盒等, 这在前朝是没有的,在铜镜的附件上颇有新意。

总之 ,铜镜艺术尽管延续到明朝,但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已经过去

了,它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哺育着下一代艺术,以卓越的形象辉煌在中国艺

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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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61 文化出版社 1998年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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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 ) ) 对海南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状况考察及对策研究

周群波  杨智平  钟平艳  张宝生  杨丽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加强和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

题 ,通过对海南部分市县的调查, 发现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还存

在着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认识不够,家长家庭教育观念落后,家长对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缺乏了解 ,农村/打工子弟0思想道
德状况堪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 认为加强海南农

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要做好加强宣传, 引起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教育的重视, 要提高家长素质 ,优化家庭教育环境, 要移风易俗, 改变

农村德育环境等几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 :海南农村家庭教育;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现状; 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人生方向, 也影响和决定

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要成才先做人 ,未成年人只有具备了高远的理想

抱负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才能有正确的人生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才

能服务社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未成年人可塑性强, 正处于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一方面容易接受正确教育而形成良好的道德

品质, 另一方面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而形成扭曲的人格。因此, 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 对于未成年人自身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有着

重大意义。

2004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6(以下简称5意见6)。5意见6
指出: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 3. 67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0这表明党

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出发, 把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摆

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海南省也在 2004年6月 10号召开了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会议 ,省委书记汪啸风强调指出,关心未成年人的

成长,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既是开创国家和民族更加美好未

来的战略工程, 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大的民心工程。未成

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关系到科教兴

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实现。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5意见6第13条指出 : /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作用。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0家庭、学

校和社会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建设的主体 , 三者互相衔接、互相贯通、互

相补充。家庭教育作为我国三大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学校教育

的基石, 是社会教育的细胞 ,是影响人一生的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相比,具有早期性、日常性、权威性和感染性特点。对一个孩子来

说 ,家庭教育是其一生的启蒙教育, 是任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永远代替不

了的。教育专家认为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思想

道德教育, 是关系到孩子走什么路、做什么人、能否成才的关键问题。所以

省委书记汪啸风在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会议指出: /要紧紧抓住家庭

教育这个启蒙工程, 构造未成年人的家庭美德氛围,,,帮助和引导家长树

立科学的家教观念, 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提立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0

海南是一个农业省,约有140多万个农村家庭 , 未成年人约 233万。加

强农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点工作, 这关系到海南农村建设

的现代化, 关系到海南未来的发展。海南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的现状是怎样的? 其发展情况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 存在什么问题? 原因是

什么? 提出相应的对策, 无疑对加强农村家庭教育, 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健康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乡村干部、家长、农村教师、未成年人以及基

层民等; 在家庭的选择上 ,根据经济情况分为富裕、普通、贫穷, 另外还选取

了具有典型性的家庭 ,例如单亲家庭 ,父母出外打工的农村家庭的/打工子

弟0。调查内容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的人口数与子女数目、家长对孩子

道德教育的观念、家庭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孩子对父母教育的态度等。调查

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 然后仔细研读调查、访谈记录

和搜集的相关资料, 进行资料统计分析综合, 找出存在共性的问题。

二、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海南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是好的, 他们热爱祖国、积

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是全省未成年人精神世界的主流。但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的未成年人理想信念扭曲,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观念淡薄; 有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 有的行为

失范 ,损坏公物、满嘴脏话、在公共场合喧哗, 公德缺乏 ; 有的甚至走上打架

斗殴、敲诈勒索、吸毒等违法犯罪的歧途。有关资料显示, 全省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人数呈上升趋势, 在刑事犯罪中, 17 岁以下人员中所站比例由 1998

年的 7. 1%逐步上升到现在的10%; 治安拘留的青少年违法人员中 , 17岁以

下的从 1998年的675人上升到目前的698人, 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村

的未成年人。相对来说, 农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还比较薄弱, 特别是

农村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一)家庭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调查显示, 家

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许多家庭孩子多, 家庭经济很困难 ,但还是紧衣缩

食, 供孩子上学, 特别重视孩子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绩, 认为这是改变他们

命运 ,改变家庭景况的一条出路。但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思想道德教育却

往往忽视。大部分的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家长们不遗余力地开发

孩子的智力, 看重的只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排名, 并且对孩子学习标准普遍

要求过高, 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只有极少数的家长认为, 要创建好

孩子的学习生活环境, 注重其思想道德教育, 让其全面发展。

(二)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落后。/爸爸的棍棒加上妈妈的唠叨0, 是一
贯以来孩子们心中的教育方式。在对孩子的调查中, 有多数的孩子承认父

母打骂过自己, 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认为父母的态度粗暴, 专制武断。家长以

自己为中心, 孩子必须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忽视孩子的需求想法; 有的家

长认为孩子不用去管, /树大自然直0; 而有的家长认为工作太忙 ,没时间也
没精力管孩子, 完全依赖老师的教育, 最有/市场0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孩子只
要学习好, 其他的都是假的; 另外, 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超越了孩子本人的

实际可能, 或是过分严厉、过分迁就 ,无原则地无私奉献; 或是索性站在孩子

的对立面上表示对孩子的关切, 而不重视孩子的想法。

(三)家长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缺乏了解。在调

查中 ,问/你读过5意见6、5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6等文件吗 ?0, 有28%的家

长回答/不知道0,有 52% 的家长回答/仅在电视上听说过0。问/你知道孩子
道德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吗 ?0相当一部分家长不知道, 仅能回答只要孩子不

学坏就行了。至于/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 ,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 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规

范行为习惯做起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0的要求, 有 40%的家长

不清楚, 32%的家长没想过。并且认为这仅仅是学校的事。

另外, 家长在家庭教育方法、手段方面有许多不科学的做法。( 1)教育

方法简单、粗暴。家长认为/不打不成器0,一旦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
问题 ,家长往往采用固执、粗暴的方法,从而使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出现对立。

具体表现为冷漠、打骂、歧视、变相体罚等。孩子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

申辩、听到解析原因的机会。( 2)过分溺爱。还有一些家长刚好持与粗暴的

教育方式相反的态度 ,教育自己的孩子过度迁就溺爱, 使被溺爱的孩子软

弱、骄横、无责任感。( 3)盲目比较。喜欢拿自己孩子的短处与人家孩子长

处相比, /你看人家某某, 多么积极读书0, 家长不问青红皂白地埋怨、批评孩
子。使孩子积极性受挫, 增强了他们的逆反心理, 损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使

孩子缺乏自信心。(4)自私、狭隘。家长只顾自己而不顾孩子。自己整天的

忙于工作, 或贪图自己的享乐 ,从不过问或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一旦

出现了情况, 拒绝与学校老师联系, 拿孩子发泄怒气 , /没出息0、/没办法0、
/他自个不爱,我有什么办法0,成了推卸责任的最好理由。

(四)农村/打工子弟0思想道德状况堪忧。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劳动

力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根据妇联等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 ,海南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大约有 40多万人 ,这一情况给农村家庭思想道德教育带来了负面

影响。我们在东方市八所一中调查在父母双双外出 66名学生中 , 学习努

力、表现好的学生有 11人, 占 16. 7%; 学习不够努力 ,表现一般的学生有22

人, 占33. 3%; 学习、表现一般 ,爱与社会闲杂人员厮混、且经常进入游戏厅

的学生有23人, 占34. 8%; 成绩差、表现差, 经常惹事生非、不服从教师和监

护人教育管理的学生有 10人,占 15. 2%。八所镇小华在 12岁时, 父母为了

生计双双赴海口打工, 最近3年均未回过一次家。父母外出时 ,小华被托付

给外公外婆照管。两位老人均已年过60岁, 体弱多病。外公外婆对小孙子

十分溺爱, 非常迁就, 孩子养成了任性、倔强的性格。由于缺少最直接的父

母的亲情关爱, 小华从小就对人冷漠 , 在学校时常调皮捣蛋。老师找他谈

心, 他置若罔闻, 学习成绩总是在后面/赶鸭子0,课堂作业很少按时完成, 作

业质量特别差。

调查结果表明 ,单亲家庭和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家庭子女由于缺乏亲情

关爱和良好的家庭教育, 容易产生这样一些问题: (1)任性、倔强、自私、冷

漠,忧郁多疑, 讲狠斗恶, 缺乏热情和爱心, 缺乏同情心, 逆反心理重, 常有违

规、违纪、违法现象; (2)性格孤僻 ,不大与人交往 ,多以自我为中心, 很少考

虑他人, 合作意识差, 合作能力低; ( 3)不讲文明、礼貌、卫生, 进取心、上进心

较差, 集体荣誉感不强, 道德品行较差; ( 4)学习成绩低下、家庭作业普遍完

成较差, 学习缺乏自觉性和刻苦钻研精神 ,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 5)由于家

庭没有称职监护人或根本无监护人, 学校、家庭无法沟通, 学生厌学情绪日

趋严重, 直接造成学生成绩不断下。

(五)重男轻女现象严重, 女孩教育状况不容乐观。海南农村重男轻女

的思想观念比较严重,女孩家庭地位比较低。相当多的家长存在/女孩长大
要嫁人, 最终是别人家的0观念 ,许多女孩过早辍学。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女子受教育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从男女学生相比较的角

度看, 女童教育仍不容乐观。据调查,在辍学儿童中, 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

的儿童中约占一半 ,其中绝大部分分是女生。特别是经济发展缓慢和地理

环境恶劣地方, 如陵水自治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

三亚市田独镇的一个黎族村寨 ,村党支部书记说这个村子里上初中的孩子

不多, 上中学的女孩子更少,她们未成年要么出外打工, 要么就用稚嫩的肩

膀过早的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们总体来说, 女孩不受家庭的重视, 得不到

较好的教育 ,生活在父母的歧视中, 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 对她们思想道德

品质的形成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三、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对海南农村家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状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后, 我们

进一步分析了目前这种教育状况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科学的家长教育观念影响家庭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效

1. 落后思想限制了家庭教育观念更新。在不同文化中, 个体的价值观

不同, 对待子女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农村 ,封建残余腐朽思想的影响导致

家庭教育观念陈旧。(1)受/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0的影响, 对女孩的

教育远不如对男孩的教育。孩子们的教育很大程度取决于母亲, 女孩受各

种落后风气的影响 ,将来成为母亲后又以错误思想影响着孩子, 这就形成了

恶性循环。在东方调查一些家庭时, 母亲认为女孩读书不如男孩读书有用。

(2)受/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0的影响, 主要一味重视孩子的学习 , 忽视思

想道德品质的培养。甚至有的家庭把养育目的局限于防老、传宗接代, 所

以,落后思想影响家庭教育观念更新。改变家庭教育观念陈旧必须加强农

村思想道德建设。

2. 家庭教育观念不统一。在农村, 很多家庭都是三代甚至四代同堂 ,祖

父母和父母之间存在教子教孙的观念差异, 祖父母的宠溺和父母的管教往

往形成拉锯的局面是司空见惯的。就是父亲和母亲,有时也会不统一, 往往

造成父严母护的局面。还有的家庭是双亲中收入高的一方只管赚钱, 而把

教育孩子的事完全推给另一方。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造成了孩子的无所适

从,或盲从一方 ,使他们不知如何去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特别在道德方面。

如对付诚实与说谎 ,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所以,这种家庭教育观念立场不统

一,影响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

3. 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了家庭教育观念科学性。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自由、自主经营的经济原则激发了人们主体意识的形成, 同时也诱发了

人们的个人主义倾向;市场经济形式的多元化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同时利益

群体的多样化也必然导致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的多样性; 市场经济的效益原

则增强了效益观念和求实精神, 同时也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思想。

目前,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 一

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一些成年人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 以及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

禁不止, 这些不良思想侵蚀着农村家庭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是

灌输/金钱万能0, 而不注重人品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 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

的思想道德水平的发展。因而 ,树立科学地家庭教育观必须净化社会环境。

4. 父母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社会责任感。家庭教育中思想道

德教育意识不强, 家长过分注重学习 , 忽视思想道德教育, 甚至有的人认为

教育的责任由学校承担, 在调查的家庭中几乎没有家长有目的地去培养孩

子的品质思想道德。家长们常常把自身成长过程中的/遗憾0, 转化为/希

望0寄托在孩子身上, 对孩子/ 成才0的期望值较高。但他们又无暇顾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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