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盒的出现是 19 世纪后半期技术
发展的结果，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使用方
便的瓶装墨汁，用砚磨墨已无必要，再
加上人们外出的机会增多，迫切需要一
款便携的储墨和蘸墨、舔笔文具，墨盒
便应运而生。据说，清代经学家、训诂
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在清道光丙午年
（1846年）与新科举人同赴鹿鸣筵宴时，
就携带着一枚以皇帝赏赐的旗匾银制
作的圆形墨盒。

由于省去了磨墨之苦，而且方便携
带，墨盒迅速得到广泛应用。清末民初，
从刚入学的小学生到久负盛名的学者，
每个人的案头几乎都有一方墨盒。

墨盒是当时学生的必备文具，有教
材专门教学生如何使用墨盒。1934年出
版的《复兴说话范本》初小第三册中，一
篇课文《灌墨盒儿》写道：“我的墨盒儿太
干了，我把它灌一灌。我把墨盒儿掀开，
我用小刀儿把绵子掀起来。我把墨汁
儿灌到墨盒儿里去。”课文还配了两幅
插图。

人们日常办公、写作也离不开墨
盒。鲁迅在短篇小说《弟兄》中写道：“月
生也就不再去抢着办了。沛君便十分安
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
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
盖。”胡适在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中写
道：“我有时做点文字卖给报馆，有时写
到夜深才睡。她怕我身体过劳，每晚到
了 12 点钟，她把我的墨盒纸笔都收了
去，吹灭了灯，不许我再写了。”

因为具有外观精美、价格适中、劝人
向学等优点，墨盒还经常被当作奖品或
者礼品。1929年的湖北全省秋季运动大
会就特制大墨盒十方，作为优胜者的奖
品；1947年出版的《普通新尺牍》介绍了
如何书写各种信函，其中有《赠墨盒》一
节，讲解了收到别人馈赠的墨盒后，应该
如何写答谢函；当时的日记、新闻、文学
作品中，也有不少互赠墨盒的记录。

正因为应用面如此之广，商家也在
墨盒的开发上动起了脑筋，墨盒的材质、
形状等不断丰富。

材质上，墨盒一般为铜质，也有瓷
质、银质甚至金质等。就铜质来说，又有

白铜、黄铜、红铜之分。其中，以色泽典
雅的红铜品质最佳、价格也最贵。高端
的墨盒兼取白铜的坚硬和红铜的适墨，
一得阁墨汁的创始人谢松岱曾说：“白铜
面、红铜里，适用雅观，深合知圆行方、体
用兼备之义。”市民百姓多选用价格低廉
的黄铜墨盒，时盛麟在《民国故都剪影》
中回忆：“白铜的我只在一户人家案头上
见过，形制较大，外饰也漂亮……可能是
价格较便宜，同学们用黄铜的最多，文具
店货架上陈列的多半也是它。”

形状上，方形和圆形的墨盒最实用，
也最常见。有商家为了美观和新奇，还
制作了形状独特的墨盒：有蝉形的，双翅
展开，取“一鸣惊人”之意；有葫芦形的，
寓意“福禄双全”；有扇形的，整体呈三角
状，边缘有圆润的弧状突起；有两个菱形
相叠的，寓意“得胜”。此外还有心形、斧
头形、八角形、椭圆形等，生活中的种种
物件都可以抽象为墨盒的外形。

墨盒除了作为实用器外，还可加以
雕琢，成为艺术品。铜墨盒的精美丝毫
不输砚台。铜器雕刻称为刻铜，是一种
古老的手工技艺，春秋时就已出现，清
末，它又被匠人应用于铜墨盒上。墨盒
刻铜早期名匠有陈寅生，他秀才出身，会
写会画，作品广受追捧，徐珂在《清稗类
钞》中写道：“陈寅生……以手镌铜墨盒
著名于同光。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
以有寅生所刻为重。”后来又出现了张樾
丞、张寿丞等工艺大师，还有齐白石、张
大千等艺术家，他们传承阴文刻、阳文
刻、双钩浅刻等造型手法，将墨盒雕刻艺
术推向高峰。

墨盒的表面可以镌刻文字，少则数
个，多则上百，多为激励墨盒主人发奋向
上的词句；可以雕刻图案，以中国传统的
松鹤、山水、钟鼎、人物故事等为主。书
画结合，涌现出很多精品。

作为书写工具变革时期的过渡性产
物，墨盒的存续时间不过百年。虽然它
现在已无文具属性，但由于独特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价值，也被不少收藏家关注，
如今，在博物馆和艺术品市场中还时常
能看到它的身影。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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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盒 是
储 存 墨 汁 的
文房用品，一
般由铜制成，
内 部 装 填 丝
绵，可以吸附
多 量 的 墨 汁
而 不 溢 出 。
墨 盒 出 现 在
清末，曾经风
行一时，但随
着铅笔、钢笔
等 硬 笔 的 出
现，很快淡出
历 史 舞 台 。
现在，它早已
从 一 种 大 众
使用的文具，
转 变 为 比 较
小 众 的 收 藏
品了。

清晚期银烧蓝葵花式墨盒。（北京故宫
博物院藏）

陈寅生刻《兰亭序》铜墨盒。（私人收藏）

清康熙阿拉伯文铜墨盒。（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藏）

▼清代铜胎画珐琅蝴蝶形
墨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这件寿山石雕·荷与蟹长 13 厘米，宽 11 厘
米，高 5.5厘米。它取材寿山冻石，石质莹润，细
腻温凝。作品主体是一茎荷叶，风起卷掩成四合
状，内壁筋脉隐约可见，其中可容纳清水，当作笔
洗。荷叶边缘栖息一蟹。底部横伸一枝莲蓬，左
蟹螯正搭着它。仿佛清风拂过，荷叶肥厚，荷花
微微绽放。螃蟹伏于荷叶上，体态自然生动，意
趣盎然。

据记载，寿山石雕历史久远，现有文物证明，
寿山石雕艺术至少开始于 1500年前。元代之前，
印章多数以铜、铁、玉为材。元代与明代之间，民
间流行用“花乳石”刻制印章，寿山石章以洁净如
玉、柔而易攻备受书画家、篆刻家的赏识。清代是
寿山石雕的昌盛时期，寿山石章成了文人墨客们
的心爱之物、珍藏之宝。史籍记载，雍正时寿山石
雕已纳入官府的征税范围，雕刻艺术因材施艺，分
别雕刻印章、文具、人物、动物及玉镶嵌各种器皿，
印章的印纽更加精致多样。（据《新民晚报》）

寿山石雕·荷与蟹

西汉复线交叉纹铜桶，高 28.5厘米、口径 27.4
厘米、底径 24.4厘米，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今
贵港市）罗泊湾 1号墓，现藏于广西博物馆。

器呈圆筒形，上大下小，平口，平底，内凹成
圈足，底下有浇口痕一道，口下有一对半环附耳，
附耳内有竖形贯耳。腹部饰栉纹四道，第一、二道
之间及腹中部均饰复线交叉纹。

此铜桶为南越式，两广均有出土，器身饰复
线交叉纹、栉纹，这种纹饰与铜鼓上纹饰有关系。

（据《收藏快报》）

西汉时期
复线交叉纹铜桶

该罐高 13.8厘米，外壁以青花通景绘官员身
着官服，威风凛凛。待从双手捧瓶，内插三戟。

据介绍，“瓶”与“平”谐音，“戟”与“级”谐音，
故而寓意“平升三级”，有着官运亨通的吉祥寓
意。该莲子罐釉色匀净光润，青花发色素雅，人物
形象生动，造型稳重端庄。 （据《收藏快报》）

明代莲子罐寓意
“平升三级”

唐“真子飞霜”镜（图 1），直径 23.5
厘米，厚 0.5厘米，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
出土，收藏于武汉博物馆。镜为青铜质
地，颜色偏黑，素缘，光泽可鉴。形制为
八出葵花形，龟形钮，荷叶形钮座。此镜
背上纹饰清晰，构图饱满，主题鲜明，景
物围绕镜座分为上下左右四个部分，繁
复而不杂乱。

铜镜下方为荷塘假山，水波清冽，涟
漪荡漾，一枝荷叶从水中蜿蜒而起，硕大
的荷叶巧妙地成为钮座的装饰，一只乌
龟头上尾下，中有穿孔，为镜钮。镜上方
方形田字格内有阳文楷书“真子飞霜”四

字，从右至左分两行排列，字迹端正遒
劲，富有立体感。钮文之上绘云山日出
纹，线条细腻，云雾缭绕。

铜镜右侧，几竿翠竹形成稀疏竹
林，一高士坐于竹林之前，高士峨冠博
带，气宇轩昂，双手放于琴上，正心无旁
骛地专心抚琴，仿佛已沉浸于音律带来
的忘我之境。铜镜左侧，两株梧桐之
下，一只鸾凤正配合琴声舒展双翅翩翩
起舞，长尾高翘，婀娜多姿，轻盈曼妙，
动感十足，颇有几分南北朝诗人范泰笔
下鸾鸟“轩翼飏轻风，清响中天厉”的意
境之美。

“真子飞霜”是唐镜中比较常见的
题材，对纹饰内容的解读众说纷纭，至今
仍无定论。有人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一枚“真子飞霜”方镜上的铭文“侯谨
之”，认为是取材于东汉文学家侯谨隐居
山林以抚琴为乐的故事。侯谨（约公元
190年前后在世），字子瑜，敦煌人，少时
家贫，但勤奋好学，白天给别人帮佣，夜
里点燃柴火读书。官府闻其名，屡次征
召，都被他以病推辞。后隐居山中，专
心学问，精心著述，著有《矫世论》《应宾
难》《皇德论》等。相传侯谨善抚琴，能
解鸟语，还管地下事，后被不断神话，变
成道家仙人。

有人认为真子是抚琴之人，飞霜
是弹奏的歌曲名。清代钱玷在《浣花拜
石轩镜铭集录》中说：“真子者鼓琴之
人，飞霜当是操名，但遍检书传及琴谱
诸书皆不可得。”清代冯云鹏、冯云鹓
在《金石索》中说：“真子未详，或取修
真炼道之意，如南真夫人及元真子之
类。飞霜疑即元霜，裴航遇云翘夫人，
与诗云元霜捣尽见云英。”朱江在《也
来谈谈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一文中
说：“真子即真孝子的简称，飞霜当是
古琴曲调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
称，整个镜纹的内容则是尹伯奇（西周
人，以恪守孝道著称）放逐于野的喻
意。”也有人将真子飞霜与东晋戴逵鼓
琴牵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则多称之为

“伯牙弹琴镜”。
对于“真子飞霜”镜的真实喻意难有

定论，清代诗人谢雪在长诗《真子飞霜镜
歌》中发出了“此镜千年圆不缺，真子为
谁疑未决”的感叹！

唐代“真子飞霜”镜有菱形和葵花形
两种，构图也不完全相同，有的镜钮一侧
竹林抚琴，一侧鸾凤起舞，荷叶钮座，龟
钮穿系，钮上田字格内铭“真子飞霜”四
字。有的抚琴、鸾凤、荷塘、荷叶等图案
皆一样，不同的是钮上没有铭文，作祥云
托月，飞鹤翱翔。武汉博物馆另藏有一
枚唐“真子飞霜”镜（图 2），上有“真子飞
霜”铭文，形制及其他图案也大致一样，
不同的是外区一周另有铭文：“凤凰双镜
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
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
心照胆保千春。”铭文既赞叹了铜镜铸造
之精美，又表达了爱情的真挚，以及对青
春不老的美好期望。从铭文“凤凰双镜”
来看，这种铜镜应该是成对铸制。“斋中
金石雅堪韵，宝匣初开窥古镜……真子
一去不复返，造像依然镜里藏。”品赏真
子飞霜铜镜，吟咏谢雪诗句，不禁令人感
怀万千。

这两件“真子飞霜”镜均采用高浮雕
与浅浮雕结合的技法，做工精湛，主题突
出，纹饰深浅相宜，布局严谨；人物、鸾凤
自然生动，充满动感。镜体厚重，锡含量
较高，显得色泽柔和，规整华贵，题材立
意美好，美轮美奂，是唐代社会不可多得
的艺术珍品，体现了盛唐时期铸镜工艺
的高超水平。

（据《新民晚报》）

（图1） （图2）

造像依然镜里藏

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上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文化艺术发展迅速，铜镜工艺亦得到极大发展，无
论是样式、题材、风格，还是铸镜技术，都趋于成熟。除了传统的圆形镜和方形镜，还产生了菱形镜、葵形镜等新的形制，种类
上更是推陈出新——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花鸟镜、对鸟镜、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等丰富多彩，其中人物故事镜题材十分广
泛，真子飞霜就是唐代社会流行的神仙人物故事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