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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古代铜镜 (主要是青铜镜 )

,

是中

国古代重要的用于鉴容的生活用器
。

从战国时期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
,

直至明

清时期
,

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始

终
,

绵延三千余年
。

不仅种类繁多
,

数量

巨大
,

而且工艺精美
,

有些上面还有优美

的铭文
,

是中国古代文物中重要的一类
。

铜

镜个体虽小
,

但其方寸之间却凝聚了浓郁

的历史文化内涵
,

反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民族精神
,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

术价值
。

并且
,

铜镜又富于生活情趣
,

贴

近群众
,

随时可以拿在手中观赏
,

从而窥

见古人的社会生活与思想心理
,

用来借鉴

启迪自己
,

并可得到古代艺术的享受
,

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
,

因而至今受到广大收藏

爱好者的钟爱
,

研究者也日益增多
。

再有
,

中国古代铜镜在世界古代铜镜中独树一帜
,

极具民族特点
,

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代表

遗存之一
,

因而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

视
。

根据考古发现
,

中国古代铜镜最初在

青海
、

甘肃部分地区的齐家文化 (夏代至

商代初期) 中首先出现
。

如 19 76 年青海贵

南孕马台M 25 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
。

但它

已是背带小钮的铜镜
,

已开启了中国古代

铜镜在形制上的民族特点
。

此后
,

商周时

期这种早期铜镜在中原地区也有少量发现
。

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了4 面铜镜
,

我认

为这可能是当时甘青地区给中央的贡品或

文化交流品
。

但夏商周王朝乃礼制社会
,

“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

(《礼

记
·

王制}))
,

因而作为生活日用器物的铜

镜得不到发展
。

不仅数量很少
,

而且制作

轻薄粗糙
,

尚较原始
。

总之
,

夏商周时期

的铜镜可称为中国古代铜镜的萌芽阶段
。

到了战国时期
,

中国古代铜镜发展成

熟
,

《战国策
·

齐策》所记
“

邹忌讽齐王纳

谏
”

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
,

足以证明战国

时期铜镜已开始较为广泛使用
。

究其社会

历史原因
,

主要是因为此时中国古代贵族

礼制社会没落
,

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

因

而青铜礼器衰落了
,

但青铜生活 日用品
,

诸

如货币
、

灯具
、

铜镜等得以发展起来
。

而

另一方面
,

到了战国时期
,

中国古代青铜

冶铸工艺已有了高度的发展
,

为铜镜的成

熟提供了技术基础
。

战国铜镜比起此前齐

家文化等早期铜镜来说
,

已有了本质上的

提高
,

可以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铜镜了
。

从

考古发现来看
,

中原地区生产的青铜复合

镜
、

镶嵌玉琉璃镜
、

玺金镜
、

漆绘镜等十

分精致
。

而南方楚文化地区出土的山字纹

镜
、

蟠蜻纹镜
、

羽地纹兽纹镜等也十分精

美
。

据统计
,

长沙地区有四分之一的楚墓

随葬铜镜
,

说明楚地铜镜生产的发达
。

进人秦汉时期
,

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

立
,

经济文化的繁荣
,

汉民族文化的初步

形成
,

为铜镜的大发展奠定了政治
、

经济

与文化基础
。

汉代铜镜广泛使用
,

据统计
,

洛阳地区二分之一的汉墓随葬铜镜
。

汉代

铜镜种类繁多
,

主要有日光镜
、

昭明镜
、

规

矩 (博局 ) 镜
、

连弧纹镜
、

四叶镜
、

多乳禽

兽纹镜
、

龙纹镜
、

神兽镜
、

画像镜等
。

汉镜

的特点之一是镜上铸有铭文
,

并日趋发达
。

铭文的内容主要表达当时人们尊崇四神
,

祈求吉祥富贵和子孙繁昌的愿望
,

反映了

汉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历史状况
,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

如
“

见日之光
,

天

下大明
” ; “

内清质以昭明
,

光辉象夫日月
,

心忽扬而愿忠
,

然奎塞而不泄
” ; “

尚方作

镜真大好
,

上有仙人不知老
,

渴饮玉泉饥

食枣
,

浮游天下敖四海
,

寿如金石为国保
” 。

从王莽时期开始出现了纪年铭镜
,

如
“

始

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
,

常乐富贵庄君上
,

长

保二亲及妻子
,

为吏高迁位公卿
,

世世封

传于毋穷
” ; “

吾作明镜
,

幽谏宫商
,

周缘官

象
,

五帝天皇
,

伯牙弹琴
,

黄帝除凶
,

朱鸟

玄武
,

青龙白虎
,

君宜高官
,

位至三公
,

子

孙繁昌
,

建安十年朱氏造
” 。

这样就使得铜

镜在考古学的断代与分期研究中具有了重

要的学术价值
。

其次
,

汉代铜镜在纹饰的

主题与装饰手法上
,

已摆脱了战国时期青

铜礼器纹饰的影响
,

出现了铜镜自己的主

题纹饰
,

主要是青龙
、

白虎
、

朱雀
、

玄武四

神与东王公
、

西王母等
。

一般是单层纹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