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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唐、汉已达工艺高峰

羊城晚报记者：在古代 ，铜镜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
系。 中国铜镜何时源起？ 其发展
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时期脉络？

丁方忠：从目前的考古发现
来看，我国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
化时期的铜镜，距今已有4000多
年的历史，其代表作是出土于青
海贵南县的一面七角星纹镜和
甘肃广河县的一面素镜。 此后，
中国古代铜镜呈现出不断发展
的趋势，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明
清时期。 在战国、汉、唐三个高峰
期，铸造工艺以及象征内涵方面
都达到堪称顶尖的水平。

从宋代开始， 随着商业竞争
的程度日趋激烈，铜镜铸造方为
了扩大市场销售量，赚取更多利
润，工匠们采取了发明自唐代的
“翻砂法”来铸造铜镜。 这种新技
术有利于降低成本，缩短制作周
期，然而传统的范铸技法逐渐失
传， 导致铜镜质量出现明显下
降。 所以，在铜镜精美程度方面，
宋至清的铜镜与前代的铜镜相
比， 存在一定差距。 这也是在如
今拍卖市场上，唐代以前的铜镜
价格普遍较高的原因。

纵观中华文明史， 能够从古
至今一脉相承、 中间从未断流
的，似乎只有铜镜、玉器、古钱币
等器物了。 因此，一部中国铜镜
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就是一
部完整的中华文明史。

余曼： 纵观中国铜镜发展
史， 我国铜镜的发展经历了夏、
商、周三代早期发展；流行于春
秋战国，鼎盛于两汉，中衰于三
国魏晋南北朝 ； 在隋唐再次繁
荣， 五代至宋金逐渐走向衰落；
及至清代，随着水银玻璃镜的盛
行， 铜镜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流行程度、铸造工艺、艺术风
格等几个方面看，战国、两汉、唐
代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

羊城晚报记者： 中国古铜镜
具备哪些常见的元素和形制？

丁方忠： 铜镜包含的元素是
非常丰富的，形制也随着不同的
时代而发生改变。 从战国、汉、唐
这三个高峰时期的铜镜来看，战
国铜镜的形状多为圆形，少数为
方形。 镜钮主要有弦纹钮、桥形
钮和镂空钮。 其中，弦纹钮是战
国铜镜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是考
古科研过程中据以断代的重要标
志之一。 钮座一般为圆形或方
形。 纹饰方面， 战国铜镜的主题
纹饰多为“山”字纹、龙凤纹、花
叶纹、几何纹、蟠螭纹等，以“山”
字纹最典型。

两汉铜镜的形制较战国厚
重，一般均为圆形。 镜钮多数为
半圆钮， 此外也有博山形钮、伏
兽钮等形式。 在钮座方面，除圆
形和方形钮座以外，汉代铜镜的
钮座出现了连珠纹、 连弧纹、柿
蒂纹等特色的钮座，极大地丰富
了钮座的艺术表现力 。 纹饰方
面，草叶纹镜、铭文镜、神人神兽
镜、规矩镜、画像镜等都是汉代
的典型特征。

唐代铜镜的形制， 在两汉魏
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
形状除圆形、方形外，出现了亚
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八角形等
新颖的形状。 镜钮也以生动、立

体的伏兽钮和龟钮等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 纹饰方面， 唐代铜镜频
繁地采用花鸟、 蜻蜓、 瑞兽等元
素打造出一个重在写意的世界。

余曼： 古代各时期铜镜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战国铜镜铸
制轻巧、纹饰精致、线条流畅，多
见“山”字纹镜；两汉铜镜则以铭
文作为主题纹饰； 唐代铜镜形式
多样，题材丰富，突破以前圆形、
方形等形制， 出现了葵花形、菱
形、“亚”字形、弧边形等。 不过，
它们相互继承发展的脉络也有迹
可寻。

从形式看，尽管出现方镜、花
式镜、 有柄形镜， 但圆形带钮一
直是中国铜镜的最主要形式。 常
用主题纹饰图案方面， 从战国蟠
螭到明清云龙， 从战国凤鸟到唐
代鸾凤， 珍禽奇兽始终是重要题
材。 此外， 神话传说也是一个重
要题材。

贰
六件铜镜跨越汉、唐、明

羊城晚报记者： 在本次展览
中，广东大观博物馆展出了馆藏6
件铜镜和1件镜架。 为何选择这7
件展品？ 分别有什么代表特色？

丁方忠： 我们在与广州博物
馆进行馆际交流的过程中， 获悉
此次联展的主题是“有铭铜器
展”。 经过反复衡量后，最终决定
以6件有铭铜镜，再搭配1件清代
镜架 ， 讲述古代有铭铜器的故
事。 同时， 力图呈现一个历史发
展的脉络， 让观众感受不同时代
中国工艺品的美学流变。

汉代的三面铜镜分别是伏兽
钮“大乐未央”铭蟠龙纹镜、“逢
得时年获嘉德” 铭瑞兽纹规矩镜
和“中国”铭七乳瑞兽纹镜。“大
乐未央 ” 铜镜是西汉早期的文
物， 其气质上还保留战国铜镜的
朴素气息， 整体构图不算复杂，
字体是古朴的篆书字体。

以规矩纹和瑞兽纹交织起来
的“逢得时年获嘉德”铜镜，已经
是汉代典型的铜镜样式。 整体构
图较为繁复， 浅浮雕的工艺手法
也运用得十分纯熟， 隶书字体方
正平直、秀美端庄。“中国”铭七
乳瑞兽纹镜， 它的意义就在于其
铭文内容含有“中国”二字，这是
极为少见的。

唐代的有铭铜镜，分别为“湛
若止水”铭四瑞兽纹镜、“盘龙丽
匣” 铭分区式六瑞兽纹镜。 它们
均是隋至唐早期的作品， 尽管纹
饰不如盛唐时期海兽葡萄镜那般
繁复， 但是其瑞兽也有稚拙可爱
的一面， 铭文也已经是与当今相
去无几的楷书字体 。 其铭文内
容， 有着四字一句的诗化语言特
色，十分妩媚动人。

明代的“百子千孙”铭人物画
纹镜，它的尺寸超过400毫米，是
这次提供展品中尺寸最大的铜
镜。 其密集的人物形象纹饰，也
反映出唐代以后铜镜主题的世俗
化进程。 清代镜架则多角度地呈
现以铜镜为支撑的古代生活画
面，构建一个“对镜梳妆”的想象
空间。

余曼： 广东大观博物馆是
广州博物馆的共建单位 ，有1 .2
万多件藏品 ， 其中铜镜类藏品
更是其馆藏优势。 在此次策展
中，大观博物馆借展的6面铜镜
品相完整，纹饰清晰精美、铭文

内容丰富。
唐代“湛若止水”铭四瑞兽纹

镜和“盘龙丽匣” 铭分区式六瑞
兽纹镜厚重精美， 镜面光滑银
亮；明代“百子千孙”铭人物纹镜
上面装饰的童子造型多样， 栩栩
如生 ， 是各时期铜镜中的佼佼
者。 展出的镜架造型与明代《薛
姬临镜写真图》 中的镜架类似，
能吸引观众兴趣。

羊城晚报记者： 在不同历史
时期， 铜镜的铭文可以反映当时
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态度
等。 本次大观博物馆提供展出的6
件铜镜展品跨越汉、唐、明三个不
同朝代， 其铭文分别反映了怎样
的社会思想、风俗文化等变化？

丁方忠：汉代是大一统的王
朝，如何凝聚民众向心力，守护
边境安全，成为君王及其朝臣的
重大课题。 在此背景下，民众的
话语和行为模式都自觉与国家
意识形态对接。 如“逢得时年获
嘉德”铭瑞兽纹规矩镜铭文中的

“位至公卿有禄食”， 表达出个
体渴望从政的强烈欲望 。“中
国”铭七乳瑞兽纹镜铭文的“四
夷降服中国宁 ， 人民安乐五谷
成”， 则表达希望国家繁荣稳定
的美好愿望。

唐代铜镜的铭文内容出现明
显不同。“湛若止水，皎如秋月，
清晖内融， 菱花外发”“盘龙丽
匣，舞凤新台，鸾惊影见，日曜花
开”， 都传达出逸闲、 清新的雅
趣， 更多地表达个人生活体验。
这折射出唐代社会的风气更开
放、 社会意识更多元。 而明代的

“百子千孙” 铭文镜则反映社会
世俗化的进程， 祈求子孙昌盛、
登科为官的世俗愿望。

余曼：铜镜铭文是铜镜重要
装饰题材之一。 汉代铜镜铭文种
类丰富，多祈求长寿、富贵，流行

多种铭文样式。 唐代铸镜重图纹
轻铭文，铭文对仗工整、诗意盎
然。 如“盘龙丽匣，舞凤新台”见
隋代李巨仁《赋得镜诗》：“凤从
台上出，龙就匣中生”，描绘镜

台、镜匣周围以龙凤纹为主体的
装饰，镜铭宣扬铜镜装饰豪华、

能清晰见物。 明代铜镜铭文文辞
直白，受理学影响缺少诗意，内
容多与自赞、科举、富贵有关。

叁
精品频出 价值攀升

羊城晚报记者： 古 铜 镜 在
现代收藏中有何收藏价值 ？ 近
年来在拍卖市场上 ， 铜镜的拍
卖表现如何 ？ 表现突出的是哪
几类藏品 ？

丁方忠：铜镜悠久的历史，精
湛的制作工艺， 不同凡响的艺术
魅力 ， 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内
涵， 综合体现了铜镜的独特魅
力、 优于其他收藏门类的收藏价
值。 对于投资收藏者来说， 它也
正因为在历史、工艺、艺术、文化
内涵等方面都具备极高的价值，
所以是一支当之无愧的潜力股。

近年来，民间铜镜收藏队伍
不断扩大，精品层出不穷，也带
动铜镜的经济价值逐渐攀升。 其
中， 表现最突出的依然是战国、
汉代和唐代这三个高峰期的作
品，如战国的“山”字纹镜、汉代
的半圆方枚神兽镜、唐代的海兽
葡萄镜等都是备受青睐的藏品
种类。

除了上述三个高峰期的杰出
作品以外， 魏晋南北朝的铜镜和
宋至清的铜镜也越来越受藏家的
重视。 它们尽管在工艺上与高峰
期作品存在一定差距， 但其独特
的作品主题， 例如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佛像镜、 金代的双鱼纹镜、
明代的神仙人物多宝镜等， 都为
中国铜镜史的完整度提供了应有
价值， 这也是它们能在拍卖市场
上占据不可忽视地位的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 藏家和专家
在铜镜的判别 、 鉴定和保存上 ，
需要考究哪些方面？ 如何对铜镜
藏品进行保值、升值？

丁方忠： 在铜镜时代的判别
上， 需要根据铜镜的品种、 形制
和基本元素， 来考察它的时代身
份。 在鉴定上，可分为两种：一种
是凭借眼力和经验进行观察的传
统方法， 另一种是根据仪器化
验、 探测和分析的科学方法。 这
需要鉴定者细致观察铜镜的铜
锈、色泽、形状、质量、声味、纹饰
和铭文来进行认定， 如用传统鉴
定方法一时无法确定， 则应借助
荧光能谱仪等现代科学仪器手段
综合判定。

对于铜镜这种金属器物而
言， 应将其保存环境的温度和湿
度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不宜将
铜镜裸露在空气当中， 最好能用
定制的、 尺寸刚好的盒子包装，
并定期进行开箱检查， 视情况决
定是否要进行适度的除锈工作。

铜镜爱好者应尽量选取历
史、工艺、艺术、文化内涵等价值
丰富的真品文物来收藏， 掌握了
基本的判别 、 鉴定和保存方法
后， 才能更好地将优质铜镜收入
囊中，并延长其寿命。

余曼： 铜镜的鉴定应充分
了解 铜 镜 发 展 史 和 各 朝 代 铜
镜的特征， 结合铜镜形制、纹
饰 、 铜质 、铭文等各方 面 特 征
综合考虑 。

铜镜是一种合金制品， 主要
成分是铜、锡、铅、锌。 不同朝代，
铜镜因配比不同 ， 呈现不同色
泽、厚薄。 唐镜呈银白色且闪亮，
宋镜则黄中发红。 宋代铜镜含锡
量明显减少， 含铅增多， 锌的比
例加大。 而金仿镜一般比宋仿镜
铜质泛黄； 明清时期宫廷仿镜虽
是黄铜质， 但仍存在肉眼可辨的
差别： 明仿镜黄中闪白， 清仿镜
为黄铜色。

在铜镜的保存上， 建议对于
铜镜避光防尘，保存温度在15℃
—25℃， 相对湿度45%—55%，
40%以下更好，并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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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藏家热话
雨过天青云破处

国内著名收藏家、鉴赏
家。 现任中国铜镜研究会会
长、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大
观博物馆和佛山市岭南金
融博物馆馆长。

受访嘉宾

余
曼

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
管理部铜器类保管员，从
事铜器、 金银器等保管与
研究。

文/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图/受访者提供

我 国 古 代 文 明
中 ， 青铜文化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 ，在世界
文 明 中 也 占 有 极 为
重要的地位 。 其中铜
镜文化的内容 、 风格

和 特 色 博 大 精 深 ， 制
造 、 使用和传承源远流
长 ， 堪称青铜文化中的
珍宝 。 在诸多古物收藏
中 ，铜镜因其 “刻画之精
巧 ，文字之精奇 ，辞旨之
温雅 ” 越来越引起现代
藏家的重视 。

每一面铜镜都呈
现 了 时 代 的 文 化 特
征及艺术价值，铜镜
文化不仅反映了中
国古代社会的变
迁 ， 更折射出一
部中华文明史。铜
镜 的 铭 文 形 式 多
样 、题材广泛 ，凝聚
了中 国 古 代 物 质 文
化和精神文明 ， 具有

高 度 的 艺 术 和 审 美 情
趣。 古人以铜为镜 ，不但
能照容颜 、端衣冠 ，还表
达了对美好愿望的追求：
“明镜高悬”， 象征公正；
“破镜重圆” 比喻爱情圆
满；“以史为鉴”， 更令明
镜有了鉴古知今的历史
意味。 至于“欲将双颊一
睎红， 绿窗磨遍青铜镜 ”
“铜镜对妆临牖北 ， 练裙
题字戏墙东 ” 等优美诗
句，更给古老的铜镜文化
增添了浪漫色彩。

那么 ， 不同历史时
期 的 铜 镜 铭 文 有 何 特
点 ？ 让我们走进广州博
物馆主办 、 广东大观博
物 馆 协 办 的 “ 字 字 珠
玑———广州博物馆藏有
铭铜器展 ”，通过广州博
物馆馆藏 汉 、宋 、明 、清
铜镜36件/号 ，以及广东
大 观 博物 馆 提 供的 6件
有铭铜镜 ， 领略不同历
史 时 期 的 铜 镜 和 铭 文 ，
感悟蕴含其中的社会思
想 、宗教信仰 、生活态度
和审美情趣 。

一
面
铜
镜

折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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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
华
文
明

，

（唐代 ）“盘龙丽匣 ” 铭分区
式六瑞兽纹镜

（汉代）“逢得时年获
嘉德”铭瑞兽纹规矩镜

（明代）“百子千孙”铭人物画纹镜

（唐代）“湛如止水”铭四瑞兽纹镜

（汉代）“中国”铭七乳瑞兽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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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仿汝釉尊
冯玮瑜藏品

在

天青日朗，万里无云，一碧
苍穹，湛蓝如洗。

2018年10月22日， 我来到
了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 山里
的风有点大，吹来有点凉意，仰
头抬望， 初冬的中午， 艳阳高
照， 寺前的几棵老树依然绿叶
婆娑，被山风吹得猎猎作响，天
朗气清，让人心旷神怡。

清凉寺， 这是一个非常非
常小的山村寺庙， 但在瓷器爱
好者的心目中， 清凉寺却有非
常非常大的名头， 因为那里是
汝窑瓷器的窑址所在地。

知道中国陶瓷的人不可能
不知道宋瓷， 知道宋瓷的人不
可能不知道汝窑。 五大名窑，
“汝窑为魁”， 这句话是南宋人
叶寘说的。

风过雨霁，云破天青，这是
汝瓷的釉色。 汝瓷是每一个爱
好中国古瓷器的人心中的梦
想。 它那典雅的造型、莹润的釉
质、天青般的釉色，清素淡雅的
艺术风格， 成为中国陶瓷史上
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所谓天青色， 在色彩上介
乎绿色和蓝色之间， 绿色是一
种充满谧的温润色彩， 而蓝色
则是带有安静的冷色调， 汝窑
的天青色，既有蓝色之冷静，又
带有绿色之温情， 是一种温润
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 这种天
青色正是当年宋徽宗尊崇道教
审美情趣的反映。 道家讲求清
静无为，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
朴的审美观。 汝窑天青色含蓄
静穆、清幽淡雅的色泽，体现了
宋人的时尚。

汝窑随着北宋灭亡而从世
间消失了，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
代的专家学者寻找汝窑的产
地，千寻百觅，终无所获，直到
1986年才被找到。

传世汝窑瓷器没有用北宋
众多制瓷窑口的刻花、划花、剔
花、印花、贴花、彩绘等技法来
装饰自身，而单纯以釉质、釉色
取胜，其釉色呈淡淡的天青色，
浓淡适度， 朴素无华， 显得清
淡、含蓄、内敛，这与中国文化
的审美观不谋而合， 符合文人
士大夫含蓄素雅、 极端至简才
是至美的意趣， 也赢得崇尚道
教的宋徽宗的青睐， 才有宋皇
室“弃定用汝”之举。

汝瓷的珍罕，南宋时人已
发出“近犹难得”的感叹，至今
存世公认的不足100� 件， 大多
入藏在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
也仅得半件。 市场能流通的更
是寥寥无几， 十多年来出现在
拍卖场上只有两件。 这两件汝
窑瓷器我都有幸上手欣赏过，
毕竟是以亿元起计的拍品，汝
瓷每一次出现都引起收藏界的
轰动。

汝瓷难得， 就有仿烧的追
求。 仿汝瓷器早在明宣德就出
现了， 而以清雍正的神韵最为
肖似。

2014年4月9日， 中国嘉德
香港2014年春季拍卖会又开幕
了，“观古———瓷器珍玩工艺
品” 专场多件瓷器拍品济济一
堂，而编号740是一件清雍正仿
汝釉尊， 它以独特的风韵吸引
了我。 汝瓷最美之处在它的釉
色， 这件仿汝釉尊最美的之处
就是那碧青如洗的釉色。

我把这件仿汝釉尊上手细
看：阔口外撇，束颈，溜肩弧腹，
下承高圈足，修足细腻，胎体匀
称一致，不显厚重，通体内外均
施仿汝釉， 足底露胎处涂刷深
褐色护胎釉，外底心青花书“大
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这件仿汝釉尊线条优美流
畅，隽秀娴雅，属雍正官窑上品
佳器。 制瓷工匠深谙釉色与造
型之搭配， 针对不同器形配以
相应釉色， 此等清雅古拙之器
与饱含内蕴的汝釉相搭配，犹
如天作之合，浑然天成。

这件仿汝釉尊配着一个原
装木座， 雕刻成饕餮纹状，尊
座相配，古拙迷人，真是绝配。
此尊摆放在展柜的显眼处，放
眼望去，展柜里并肩陈设各种
瓷器，粉彩的、青花的多种釉
色 ，琳琅满目，而这件汝瓷犹
如一位天生丽质的绝色美女，
素脸朝天 ， 反倒尽显风姿绰
约，风韵迷人。 不比不知道，一
比高下立见。

什么是“尊”？ 尊本是商周
时代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用
青铜铸造。 尊的形制为圈足，圆
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
大。 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
春秋后期已经少见。 后世以青
铜器为范本， 以瓷土来仿其器
型烧造。

在预展的几天里， 我在不
同的时间几次上手这件仿汝釉
尊， 每一次看都是那么风华绝
代，脱俗出尘，感觉总是只如初
见那么美妙。

溺水三千，只取一瓢，就是
它了！

拍卖时我当仁不让， 奋力
击败其他对手，把它捧了回来。

2016年1月26日下午，我去
北京故宫拜访故宫博物院器物
部主任、 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
所所长吕成龙老师时， 吕老师
介绍说故宫现正举办的“清淡
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器展”，
说非常难得， 是集了国内外数
家博物馆共同合作才难得几十
件汝窑器共聚一堂， 其中大英
博物馆的借展品不久就要归
还，要抓紧时间去参观。 我欣然
听命。

这场展览， 除了展出馆藏
的汝窑器和清凉寺村汝窑遗址
出土的汝窑器外， 还同时展出
了27件清宫旧藏的雍乾时期仿
汝窑瓷器， 其中有一件雍正仿
汝釉尊跟我那件是一样的器
型、釉色、款识，唯尺寸稍大。

传世的雍正仿汝釉瓷器修
胎规整，釉色匀净，开片细密。
由于烧成温度较高， 致使釉面
透亮、莹澈，与北宋汝窑半透明
的乳浊釉质感不同。 清朝仿汝
釉瓷器一般会在外底署写当朝
青花篆体三行六字款识。

器物的造型、 比例看似简
洁， 其实却深有学问， 越是简
单，越是要求尺寸、比例把握准
确，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样完美器型的比例必是经过
反复雕琢、推敲、淬炼，每一种
结构、每一条线条、每一个比例
选取最佳法度， 才能在视觉上
达到近乎完美的状态。

雍正朝仿汝釉瓷器是历史
上仿汝釉瓷器最为成功的，明
代宣德时期， 景德镇官窑开始
仿制汝瓷，其后断绝，清代雍正
朝开始复烧， 釉色造型乃至细
节，几近乱真。 据唐英《陶成纪
事碑记》中记述的“仿铜骨鱼子
纹汝釉， 仿内发宋器色泽”，雍
正一朝仿汝釉瓷器的釉色，已
渐追宋器。

我收藏的这件仿汝釉尊 ，
反映了古人的匠心和生活意
趣， 体现雍正极具艺术素养的
帝皇品味。其器型和釉色，如天
作之合，“增之一分则太长，减
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
朱则太赤”，其烧制时工匠必须

要有高超的技艺，
以 分 毫 不 差 的 尺
度，土、釉、火的把
握 达 到 完 美 的 平
衡 ， 才 能 恰 到 好
处，既承载了古人
天人合一的传统美
学精神，又含有崇
简内敛的理念，沉
稳大方。

“雨过天青云
破处。 ” 汝瓷釉色
美妙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