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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的铜镜多以镜背示
人，缘于其正面素洁，并无太多观赏
性，而背面则有反映其时代特色的
纹饰和铭文。春秋以前的铜镜多是
以几何形的纹饰为主，如七角星纹、
叶脉纹和弦纹等。战国时期中国铜
镜迎来第一次高峰期，像其中的山
字纹铜镜最具特点，已发现的有三
山、四山、五山和六山之别，其中四
山纹较多，三山和五山次之，六山最
为少见。清华艺术博物馆的“万物
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
展中就展出了一件安徽省文物考古
所藏的战国六山纹铜镜，镜背的山
字纹绕钮右转，形成一个六角形纹，
地纹上还有许多圆形的孔洞，推测
原来镶嵌有绿松石等饰物。此镜出
自六安白鹭洲 566号战国墓，直径 27
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面山
字纹镜。

除却山字镜，很多铜镜都是以精
美的纹饰著称，像汉代的连弧纹镜、草
叶纹镜和神兽镜等；魏晋浮雕纹饰的
铜镜；唐代的海兽葡萄纹铜镜、瑞兽花
鸟镜；宋代的花卉纹镜以及金代的双
鱼纹镜等，都是带有时代审美的特色
铜镜。

铭文也是镜背上的常见的装饰
之一。汉代的铭文镜最有意思，以仪
征市博物馆藏的“日日有憙”铭瑞兽连
弧纹铜镜来看，其上铸铭“日日有憙，
月有富，乐毋有事，宜酒食，居而必安，
毋忧患，美人会，芋（竽）瑟侍，心志驩
（欢），乐已哉，固常然。”铭文的含义
通俗来说就是每日都有喜事，饮美酒
吃美食，不忧虑，与美人相会，听音乐，
这些描述的都是世俗生活中最常见的
寄望和场景。由此观之，汉代人在对
美好生活和事物的追求上，与现代人
无甚差别。

宋代的铜镜铭文已然是广告的
前身了，其中以湖州石家镜最负盛
名。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览的一
件宋“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铭
文镜，铭文就点出此镜为湖州石家铸
造，“石家”作为宋代的名牌铜镜厂商，
为防止仿冒店铺的行为发生，在铜镜
铭文上还特意加铸了“真”，一旁的铭
文“炼铜照子每两一百文”则是标明价
格。从南宋湖州镜的铸铭来看，一般
称铜镜作“镜”和“照子”等，以“照子”
最为多见。这缘于宋人的避讳习惯，
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曰赵敬，“镜”
与“敬”同音，为避“镜”讳，铜镜故多
称作“照子”。不过南宋绍兴三十二
年（1162 年）至绍熙元年（1190 年）这
段时间朝廷曾规定不用避讳，故而这
中间铸造的镜子多还是名为“镜”或

“镜子”。
明清之际的铜镜就纹饰的艺术

性来看，已经大不如前，像“百子图”等
更多地体现出世俗化的品位。铭文如

“五子登科”“长命富贵”“状元及弟”
等也多是带有吉祥寓意，代表了老百
姓最质朴简单的生活憧憬。

从铜镜的发展史来看，各个朝
代审美的变迁，艺术风格的流转，在
铜镜上便可窥一斑，汉镜的精美，唐
镜的雍容，宋镜的秀气，明清铜镜
的吉祥寓意，都展示着时代留下的
印记。

（据《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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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文 物 考 古 所
藏战国六山纹铜镜。

要说近期最出彩的文物门类，那就
莫过于铜镜了。先是去年 11 月，“镜里千
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使国博成为铜镜爱好者的打
卡圣地。今年 4 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又推出“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
镜文化与艺术”展览，为清华 110 年
校庆再添文化风景。日前，大唐
西市在海口举办的 2021 年春拍
的 6 个文物艺术品拍卖专场中，
铜镜又独占两席。古铜镜以其
独特的古韵和纹饰之美，成为
人们关注的文物新热点。

铜镜的镜面光洁，最实用处
当然便是照面。正所谓“对镜贴
花黄，弄妆梳洗迟”，闺中佳人弄
妆画蛾眉，少不得一面湛光如许
的铜镜。东晋顾恺之的名作《女
史箴图》中就绘有魏晋女性对镜
梳洗的画面：左侧一贵妇跽坐于
席上照镜，身后有一女侍为其梳
头，镜台高立，其上置一圆形铜
镜。右侧的女子左手执镜，右手
对镜自理，镜中可见其侧视的清
秀面容，那种顾影自怜的神态尤
为写神。照镜弄妆的妇人们幽
雅淑娴，姿态端庄，充满魏晋女
性闺房的生活气息。

除却《女史箴图》中出现的
圆形镜，中国古代铜镜的样式还
有葵花形、菱花形、方形、桃形、
钟形和瓶形等多种。像江苏仪
征市博物馆所藏的唐“千秋”铭
双鸾瑞兽花鸟镜就是八瓣葵花
镜的代表，匀致的整体布局，对
称的画面中又略有变化，这样一
面形制和纹饰都颇具艺术品位
的铜镜，其主人想必应是达官显
贵的家眷。

除却照面器用，铜镜在古代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寓
意。像《旧唐书·魏徵传》中唐太宗就曾以镜作过类比：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
逝，遂亡一镜矣！”。另外像成语“明镜高悬”又名“秦镜高
悬”，源自古代的民间传说：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有汉
王刘邦进入秦咸阳宫时，见到过一块奇异的方镜，“广四
尺，高五尺九寸……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胃肠五脏；人有疾
病在内，则知病之所在；如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
皇常以此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面秦镜有此
异能，后来“秦镜高悬”就被用来比喻官员判案廉洁公正。

有关铜镜最跌宕起伏的故事莫过于“破镜重圆”了，
此典故出自唐孟棨的《本事诗·情感第一》：南陈后主陈叔
宝的妹妹乐昌公主，才貌双全，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为
妻。后来隋灭陈，俘虏了陈后主的嫔妃、亲戚，其中便有乐
昌公主。由于隋朝大将杨素破陈有功，隋文帝便将乐昌公
主赐给杨素做小妾。陈国将亡之际，徐德言曾将一面铜镜
劈为两半，夫妻二人各藏半边，约定假如他们分散，就在每
年的元宵节，拿镜子到市场上去卖，以求重逢。后陈国灭
亡两人分散后，公主派老仆拿铜镜去市场上卖，结果真遇
到了徐德言。杨素倒也大度，被他们夫妇二人的真情感
动，便将公主还于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
铜镜此后也成为爱情坚贞的象征。在一些考古发掘中，还
出现过丈夫的墓与妻子的墓各出土半面铜镜，并可拼合完
整的情况。所以铜镜的“破镜重圆”不仅是书里的故事，还
成为古人逝后浪漫爱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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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铭文镜。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唐摹）（局部）。

▲仪征市博物馆藏的“日日
有憙”铭瑞兽连弧纹铜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
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
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总后方。陕甘宁边区下辖延安、绥德、三
边、关中、陇东 5 个分区，其中关中分区
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它的前身是 1934 年成立的陕甘边
南区。

1936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
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秦善秀任关中特
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任副
主席。

1937 年 9 月 6 日，根据国共两党关
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
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
政府，辖 23 个县，人口约 150 万，首府
延安。

1937年 10月，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
分区，隶属于陕甘宁边区，习仲勋任关
中分委书记，霍维德任关中分区专员，
关中分区机关先后驻陕西旬邑县境内
的职田镇马家堡、后掌乡阳坡头、马栏

乡马栏村等地。
关中分区的辖地
包括陕西新正、
新宁、赤水、淳耀
4县全部和旬邑、
淳化、耀县、同官
（今 铜 川 市 王 益
区 、印 台 区）、宜
君、黄陵 6 县部分领
土以及甘肃正宁、宁
县 一 部 分 ，全 区 面 积
7000多平方公里。

1941 年，受战争影响，陕西
省委和关中分区机关单位迁至旬邑县马
栏。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
方针，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为关中
地委。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前后召
开过两次党员代表大会，分别是 1937年
10月和 1939年 7月。

据了解，这枚证章应是 1939年陕甘
宁边区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
表所用，所以证章的正面特别注明“廿八年

用 ”（1939 年）。
1939 年 7 月 ，关
中分区第二次党
员代表大会在陕
西旬邑县职田镇
上墙村召开，当
时有 50 多人代表
关 中 分 区 4000 多

名 党 员 参 加 了 会
议。在这次党员代表

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由
习 仲勋、张仲良、郭秉坤、

张凤岐等 13人组成的中共关中
分区第二届委员会，习仲勋连任关中分区
委员会书记，并兼任关中分区专员。

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所讨
论的议题，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抗日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政府消极
抗日，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封锁，并
不断制造军事摩擦。陕甘宁边区最南端
的关中分区东、西、南三面均处于国民党
军的包围、封锁之中，关中分区成为反封

锁、反摩擦的前沿阵地。1939年春，关中
分区连续出现了多起国民党军枪杀分区
机关工作人员的事件，同年 5月又发生了

“旬邑事件”，习仲勋后来说：“接二连三
的反共摩擦，都证明了国民党反共政策的
变本加厉，也使我们干部了解到统一战
线中是有斗争的。”有鉴于此，在 1939年
7 月召开的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
会上，除检查关中分区两年以来工作外，
还重点讨论了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问
题，会议确立统一战线工作斗争必要性，
认为在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必须进行斗
争才能维护团结。

尽管当时国共之间已发生了多次
小规模的摩擦事件，但中国共产党为了
顾全抗日大局，除必要的反击外，仍尽力
维系国共合作关系，从这枚陕甘宁边区
关中分区证章的设计，即可以看出当时
中国共产党的良苦用心。这枚证章设计
精巧，时代特征鲜明，正面有“陕甘宁边
区关中分区”“证章”“廿八年用”字样。
证章的上半部为蓝色和国民党党徽，象
征着国民党，下半部为红色，则代表着
中国共产党，这种设计风格明显表现出
浓厚的国共合作意味，是当时历史背景
的反映。

（据《收藏快报》）

罕见革命文物：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证章
这是一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

宁边区关中分区证章（见图），圆
形、铜质，目前仅见甘肃省博物馆
藏有一枚，该证章背后所蕴含的
历史信息值得关注。这枚证章承
载着革命先烈的记忆，是传承、发
扬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同
时也为重现那段革命历史提供了
实物依据。

“小孩模”是古代用泥烧
制的玩具，在山东菏泽地区
非常盛行。它又名娃娃模、
泥模、火烧模，是孩子们用泥
巴做玩偶的陶制图画模范，
类似于民间做糕点的印模。
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半圆
形、瓦片形等不同的形状。

图中的“小孩模”共有
8枚，圆盘形，红陶色，直径
约 6 厘米，厚约 1 厘米。上
面用阴刻、阳刻、浅浮雕等
多种工艺雕刻出欢快打鸣
的公鸡、疾驰的骏马、浮游
的鸭子等动物图案及戴乌
纱帽的官员等图像。这些

“小孩模”，图案清晰，线条
粗犷，简洁明快，生动形象，
时代特色鲜明。

据了解，“小孩模”源于唐、宋瓦当，明代成为一种独立
的技艺，经民间艺人的世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小孩模”制作上分绘稿、拓稿、雕刻、印模、烧制等工
序。每道工序的制作都很严谨。先用铅笔在白纸上绘制
出人物、动物、花草等图案，再把画稿拓印在梨木板或半干
的胶泥板上，然后用自制的刻刀进行雕刻，雕刻时要注意
线条的粗细和深浅变化，主体突出，并有明显的浮雕效
果。待雕刻完毕后，再用胶泥翻印，最后将干泥孩模坯竖立
排列装入窑内，用 200℃至 800℃的温度烧 1个多小时，然后
停火、封窑，自然降温后开窑取出即可。（据《西安晚报》）

童趣“小孩模”

匜为我国古代盥洗注水之器，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周中
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匜的形制与现
在厨房里用于舀水的水瓢有点相似，腹大用于盛水，一侧
有开放的槽流，便于倾倒水流，洗濯双手。有的匜有足，用
于支撑稳定，亦有匜底平坦而无足的。匜大多无盖，亦有
少量有盖。

图为一件战国铜匜，高 6厘米。2005年出土于武汉市
蔡甸区沌口战国墓，现收藏于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器
物无盖，短槽流，圆弧底，铺首衔环。口部宽而两沿平窄。
槽流口部微向下圈，器壁弧圆，后壁置一个铺首衔环，用于
扣手倒水。无足。通体素面无纹。整件器物虽布满斑斑
锈蚀，但器型完整，从中依稀可以窥见战国时期的青铜铸
造工艺的精湛。 （据《收藏快报》）

《惟清道人帖》
页，宋，黄庭坚书，纸
本，行书，纵 29.3 厘
米，横 31.8 厘米。故
宫博物院藏。

北 宋 绍 圣 元 年
（1094 年），黄庭坚在
江西分宁，此帖当书
于其年夏日，时年 51
岁。《惟清道人帖》有
峭拔之态，充分体现

了黄庭坚行书的特点，为其代表作品。其内容记录了惟清
道人的品行及与张商英（天觉）的交往。惟清道人俗姓陈，
南州武宁人，为江西隆兴府黄龙寺禅师，北宋政和七年
（1117年）卒。

此帖为清宫旧藏，鉴藏印有“缉熙殿宝”、项元汴诸印、
“仪周珍藏”等 22方，半印 5方，此帖曾收在《法书大观册》
内。曾著录于《妮古录》卷四、《平生壮观》卷二、《墨缘汇
观》法书卷上。《三希堂法帖》卷十三可见清代乾隆皇帝曾
题赞称此卷“凌冬老干偃蹇岩壑”。（据《人民政协报》）

黄庭坚行书《惟清道人帖》

在一截象牙之上采用阴刻、镂雕、圆雕等多种技法雕
刻，盈盈一掌可握。但见一根硕大光滑的黄瓜从枝蔓间垂
下，黄瓜的头部顶尖带着小花，两只伸着长长触须的蝈蝈
悄然出现，一只在黄瓜的叶蔓中探头探脑，一只横置在黄
瓜上，似乎在吮吸黄瓜鲜嫩的汁水。

牙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光洁如玉、耐用，珍贵堪
与宝石媲美，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牙雕是指在
象牙上进行的一系列的雕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也
是一门民间工艺美术。

黄瓜多子而年年繁殖，瓜瓞延绵，象征子孙昌盛，事业
兴旺；蝈蝈因极具感染力的鸣叫声受到人们的喜爱，象征
着种族兴旺，这二者的有机结合，给这个摆件增加了更多
的美好寓意。 （据《内蒙古日报》）

黄瓜蝈蝈象牙雕

年代：清代中期。
质地：象牙。
规格：长 11厘米，
高约5厘米。

古人的盥洗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