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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古人用铜做的镜子，是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
体的日常生活用具。许昌博物馆收藏的葵花形祥瑞生肖
镜，是一件唐镜中的精品。这面铜镜纹饰精美，且刻有丰
富的铭文，直观地展现出了唐代人的审美意趣。

□ 记者毛迎通讯员陈相阳

铜镜常用来象征婚姻美满

唐代葵花形祥瑞生肖镜。

图片由许昌博物馆提供

核心提示

在古装影视剧中 ，铜镜作为
道 具 出 镜 率 颇 高 ，它 通 常 是 圆 形

的，背面雕刻精美的纹饰。12 月 11 日，
记者在许昌博物馆三楼展厅看到，这里有

一 面 唐 代 铜 镜 ，造 型 为 葵 花 形 ，直 径 21.7 厘
米，圆形钮，仙山水波纹钮座，素缘。一周连珠

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主题纹饰分别为神
龟和飞龙，间饰四朵祥云纹，有蓬莱仙境的寓意；外

区有两组铭文带，内圈铭文为“金滕、连理枝、比翼、合
欢莲、嘉禾、凤凰、合璧、连理树、比目鱼、嘉口（口代表不

认识的字）、嘉麦、同心鸟”，且铭文与其相应的图案相配，外
圈铭文为“树、草、竹、鱼、兽、禽、图、瑞、出、并、金滕、合璧”，字
间饰十二生肖图案。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纹饰华美，铭文丰
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镜中所铸图形皆以偶数成双成对呈现，如镜钮饰四座仙山，山
头两两对应，四组仙山水波纹相连构成钮座，四座山头对应四朵祥云，
水波纹上方各对应两条龙、两只龟。中区所铸连理竹、凤凰、合欢莲、嘉
禾、连理树、嘉麦、比目鱼、合璧等和外区的十二生肖图形均为偶数。这些细
节体现了制作者的匠心独具。”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说。

嘉禾是生长奇异的禾，即异苗同穗或一茎多穗，古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也泛指生
长茁壮的禾稻，在古代双穗禾被视为天降福祉、政通人和的吉祥之兆。据《东观汉记》载：
“东汉复兴之主光武帝刘秀，于建平元年生于济阳县，其年济阳生嘉禾，一茎九秀，合县大

丰，光武因名为秀。”此镜中为异苗同穗的嘉禾，嘉麦也是异苗同穗，意义相同。此镜中所
饰图形种类繁多，有 20 多种，且不重复，都具有吉祥意义。有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如
福寿延绵，镜中以福山寿海和龟来表示；有想象中崇拜的图腾，如龙、凤；有大自然中

滋养生命与人类相依相存的生物，如嘉麦、嘉禾、连理树、鱼、鸡、牛、狗、猪、马
等。把众多祥瑞的图形集中在一面镜中，确实不多见，由此可知工匠的用心，

以及委托铸镜的人对爱情美好、婚姻长久、和顺幸福的强烈愿望。
长寿、平顺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铜镜也承载了人们追求

幸 福 安 康 的 美 好 期 盼 ，在 铜 镜 中 以 图 案 、铭 文 等 形 式 来 表
现。镜钮上铸福山寿海作为钮座，山头对应四朵祥云，

表明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福寿延绵。

许 昌 博 物
馆 的 文 物 专 家 表

示 ，古 时 铜 镜 又 称 为
鉴 ，也 作 监 ，是 大 盆 的 意

思 。《说文》中称 ：“监可取水
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

以 为 镜 。”最 初 的 鉴 都 是 用 瓦 制
成，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和发

展 ，逐 渐 出 现 了 铜 鉴 ，再 后 来 发 展
为广泛流行的铜镜。

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
镜出土于甘肃齐家文化遗址，距今
已有 4000 多年历史。商周时期，

铜镜数量较少，镜面较小，造型
装饰较为简单。到了汉代，

由于日常生活的大量需
求、经济的速发展和

青铜冶炼技术
的 提

高，铜镜数量大增，工艺精良，质
地厚重，铭文图案丰富多样。

唐代铜镜在汉镜发展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打破了传统圆形镜的形
式，创造出菱形镜、葵花形镜、亚字
形镜等新造型，制作工艺上则出现
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开创了我
国古代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

许昌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葵花形
祥瑞生肖镜镜背纹饰设计巧妙，把
代表人生最高追求长寿、平顺和吉
祥的福山寿海、龙和龟放在内区，把
象 征 爱 情 的 合 欢 莲 、比 目 鱼 、连 理
树、凤凰、同心鸟和十二生肖等放在
外区，层次分明，构图别具匠心，所
绘图形均成双成对出现，主题鲜明
突出。

大自然中的禾、麦、树、竹、鸡、
牛 、猪 、马 等 这 些 生 物 与 人 类 共 生
存，并且滋养着人类的生命，为人类
提供了营养及能量，是我们离不开

的
生 存 条 件 ，
自 古 人 们 就 对 它
们 无 比 的 重 视 与 敬
奉。十二生肖中的牛、羊、
马 、猪 、狗 、鸡 这“ 六 畜 ”在 中
国的农业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六畜兴旺”代表着家族
人丁兴旺、吉祥美好。十二生肖在
铜镜上出现应该是取其时时年年均
有神祇保护、岁岁平安之意，也有使
用者的生肖动物（神）时常随身、百
般呵护之意。

“ 唐 代 制 镜 技 术 达 到 高 峰
期 ，铜 镜 种 类 繁 多 ，纹 饰 复
杂 ，形制多样 ，制作精巧 ，
这 枚 铜 镜 是 其 中 的 佳
作之一。”陈文利
说。

铜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 关 ，被 赋 予 了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铜镜除作为照面饰容的工具之外，
古人将铜镜的功能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

面，将其当作驱邪的法宝、爱情的信物。
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中，都有用镜子

照妖辟邪的情节。由于铜镜大多为圆形，如同满月，有团
圆、圆满之意，故常用来象征婚姻的美满，流传出“破镜重

圆”的千古佳话。古代亲朋好友之间还流行互赠铜镜，《唐书
礼乐志》记载，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的生日，被定为“千秋节”，又称

为“千秋金鉴节”。这天群臣会献上美酒和铜镜祝寿，唐玄宗也会
赐群臣铜镜以示圣恩。这种赠镜活动后被民间效仿，成为一种风

雅的习俗。
“这枚铜镜巧妙地把生活中的动物、植物、文字、传说、典

故及图腾等都融入作品纹饰中，极力表现对美满生活的追
求和向往。利用线条阴阳、粗细、深浅的变化，对纹饰细

节进行精致的描绘，从纹样形式的选择到布局安排，
都反映出人们对情感的完美追求。”陈文利说。仔
细端详此镜，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这是一朵怒放
的爱情之花，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有视觉上的美
感，还有心灵上的共鸣。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穿越千百年留存下
来的铜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化之窗。透过
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窥见古人丰富的生活和
思想智慧。铜镜背面的纹饰种类繁多、铭文

丰富，展现出古人的审美意趣和社会文化观
念，高超的铸造技艺反映了古人的科技水

平。研究铜镜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和
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唐代铜镜大胆创新，造型多样

葵花形铜镜制作精良，内涵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