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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长子作序推荐
：沈从文先生长子沈龙朱专门为本书作序，详细讲述沈从文早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经过和
成就，以及建国后从事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过程和艰辛。

2、好读的精粹篇章
：选篇多为沈从文研究的精华之作，内容涵盖古代扇子、镜子、玉石、陶瓷、玻璃、龙
凤狮子鱼图案、服饰、车乘等演变和发展以及古代养身保健、百姓日常生活、文化娱乐
种种方面。研究对象多为日常用品，大家喜闻乐见。文学大家写文物研究文章，语言优
势时时体现，没有论文的诘屈聱牙，文字优美生动，言简意赅，好读易懂。

3、丰富的彩色插图
：所配79幅精美大图，均来自故宫、国博等权威博物馆，直观再现沈从文先生的古代物
质文化研究，堪称同类图书中的配图精良之作。

内容简介

《古人的文化》为沈从文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随笔集，以“古代文化”为主题，涵盖古
人的穿衣打扮、生活用品、交通工具、文化生活、工艺美术等内容。

作者简介

沈从文，著名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代表作有文学作品《边城》《长河》等，文物研
究《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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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古代镜子的艺术
中国金工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
，从造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看，可以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风格：一种镜身比较厚实，
边沿平齐，用蟠虺纹作图案主题，用浅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处理的，图案花纹
和河南新郑、辉县，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寿县各地出土青铜器部分装饰花纹相近。有
一种透空虺纹镜子，数量虽然不多，做法自成一个系统，产生时代可能早一些。另一种
镜身材料极薄，边缘上卷，图案花纹分两层处理，一般是在精细地纹上再加各种主题浅
浮雕，地纹或作涡漩云纹、几何纹及丝绸中的罗锦纹。主题装饰有代表性的，计有山字
形矩纹、连续矩纹、菱形纹、连续菱纹、方胜格子嵌水仙花纹，黼绣云藻龙凤纹、长尾
兽（蜼）纹，及反映当时细金工佩饰物各式花纹。这部分图案比前一部分有个基本不同
处，是它和古代纺织物丝绸锦绣花纹发生密切联系，制作精美也达到了当时金铜工艺高
峰，产生时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称“淮式镜”。建国后长沙战国楚
墓中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镜”比较正确（图○四）。从现有材料
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
高和改进图案艺术的丰富多样化，无疑有过极大贡献。镜子埋藏在地下已经过二千三百
余年，出土后还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汉《淮南子》一书
所说，是用“玄锡”作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摩擦的结果。后来磨镜药是用水银和锡粉
作成的。经近人研究，“玄锡”就指这种水银混合剂。由此知道我国优秀冶金工人，战
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的新技术。这时期起始流行的鎏金技术，同样要利用水银
才能完成。这些重要发现或发明，是中国冶金史和科学技术发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
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中国金工装饰艺术，因之更加显得华美和壮丽。当时特种加
工镜子，还有涂朱绘彩的、用金银错镂镶嵌的、加玉背并镶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这
个伟大历史时期金铜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到汉代，青铜镜子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
的如连续云藻纹镜，云藻多用双钩法处理，材料薄而卷边，还具楚式镜规格，大径在五
寸以内，通常都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制作。有的又在镜中作圆框或方框，加铸十二字铭文
，“大富贵，宜酒食，乐无事，日有憙”是常见格式。或用“安乐未央”四字铭文，必
横列一旁。
其次是种小型平边镜子，镜身稍微厚实，铜质泛黑，惟用“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
作铭文，每字之间再用二三种不同简单云样花式作成图案，字体方整犹如秦刻石。图案
结构虽比较简单，铭文却提出一个问题，西汉初年社会，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表
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中，还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镜重圆”的传
说，就在这个时期产生，比后来传述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又有大型日光镜，外缘
加七言韵语，文如《长门赋》体裁，借形容镜子使用不时，作为爱情隔阂忧虑比喻。另
有一种星云镜，用天文星象位置组成图案，或在中心镜纽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围众

javascript:void(0);


星用云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云鸟图案，这都是西汉前期镜子。

中国金工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
，从造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看，可以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风格：一种镜身比较厚实，
边沿平齐，用蟠虺纹作图案主题，用浅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处理的，图案花纹
和河南新郑、辉县，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寿县各地出土青铜器部分装饰花纹相近。有
一种透空虺纹镜子，数量虽然不多，做法自成一个系统，产生时代可能早一些。另一种
镜身材料极薄，边缘上卷，图案花纹分两层处理，一般是在精细地纹上再加各种主题浅
浮雕，地纹或作涡漩云纹、几何纹及丝绸中的罗锦纹。主题装饰有代表性的，计有山字
形矩纹、连续矩纹、菱形纹、连续菱纹、方胜格子嵌水仙花纹，黼绣云藻龙凤纹、长尾
兽（蜼）纹，及反映当时细金工佩饰物各式花纹。这部分图案比前一部分有个基本不同
处，是它和古代纺织物丝绸锦绣花纹发生密切联系，制作精美也达到了当时金铜工艺高
峰，产生时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称“淮式镜”。建国后长沙战国楚
墓中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镜”比较正确（图○四）。从现有材料
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
高和改进图案艺术的丰富多样化，无疑有过极大贡献。镜子埋藏在地下已经过二千三百
余年，出土后还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汉《淮南子》一书
所说，是用“玄锡”作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摩擦的结果。后来磨镜药是用水银和锡粉
作成的。经近人研究，“玄锡”就指这种水银混合剂。由此知道我国优秀冶金工人，战
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的新技术。这时期起始流行的鎏金技术，同样要利用水银
才能完成。这些重要发现或发明，是中国冶金史和科学技术发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
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中国金工装饰艺术，因之更加显得华美和壮丽。当时特种加
工镜子，还有涂朱绘彩的、用金银错镂镶嵌的、加玉背并镶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这
个伟大历史时期金铜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其次是种小型平边镜子，镜身稍微厚实，铜质泛黑，惟用“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
作铭文，每字之间再用二三种不同简单云样花式作成图案，字体方整犹如秦刻石。图案
结构虽比较简单，铭文却提出一个问题，西汉初年社会，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表
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中，还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镜重圆”的传
说，就在这个时期产生，比后来传述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又有大型日光镜，外缘
加七言韵语，文如《长门赋》体裁，借形容镜子使用不时，作为爱情隔阂忧虑比喻。另
有一种星云镜，用天文星象位置组成图案，或在中心镜纽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围众
星用云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云鸟图案，这都是西汉前期镜子。

第四种是大型“长宜子孙”（图○五）、“长宜高官”铭文镜，字体作长脚花式篆，分
布四周，美丽如图画。图案简朴，过去人认为是西汉早期制作，近年来多定作西汉末东
汉初期成品。此外还有由四神规矩发展而成的神人龙虎镜、分段神像镜、“位至三公”
八凤镜、“天王日月”神像镜、凸起鼍龙镜、西王母车马人物镜，可代表汉末过渡到魏
晋时代的产品。八凤镜用平剔法，简化对称图案如剪纸，边缘或作阴刻小朵如意云，富
于民间艺术风味。神仙龙虎镜，有的平面浮雕龙虎和西汉白虎、朱雀瓦当浮雕风格相同
，形象特别矫健壮美。一般多用浅浮雕，是西汉以来技法。较晚又用圆浮雕法把龙虎简
化，除头部其他全身都不显明，产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后，有署建安年号的。神仙



龙虎镜加“胡虏殄灭四夷服，多贺国家得安宁”等七言诗的，创始于西汉，汉魏之际还
有摹仿。又有一种高圆浮雕鼍龙镜，龙身高低不一，在构图和表现技法上是新发展。特
别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像镜，铜质精美，西王母蓬发戴胜，仪态端庄，旁
有玉女侍立，间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竖蜻蜓表演杂技。主题图案组织变化丰富，浮雕
技法也各具巧思。有的运用斜雕法，刻四马并行，拉车奔驰，珠帘绣幰，飘忽上举，形
成纵深体积效果，作得十分生动，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是新成就，后来昭陵六骏石刻及
宋明剔红漆雕法，都受它的影响。这种镜子浙江绍兴一带出现最多，为研究汉代西王母
传说流行时代和越巫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晋、南北朝三百余年中，除神像龙虎镜、西王母镜，东晋时犹继续生产，此外还有“天
王日月”铭文镜，边缘多用云凤纹处理，内缘铭文改成四言，如道士口诀律令。再晚一
些又有分罫十二生肖四神镜、高浮雕四神镜、重轮双龙镜、簇六宝相花镜等等。后四种
出现于六朝末陈、隋之际，唐代还流行。南北朝晚期镜子图案逐渐使用写生花鸟作主题
后，在技法表现上也有了改进和提高，花鸟浮雕有层次起伏，棱角分明，充满了一种温
柔细致情感。主要生产地已明确属于扬州，可说明这阶段南方生产的发展和美术工艺的
成就。

唐代统治者宣扬道教，神仙思想因之流行，在唐镜的图案上也得到各种不同的反映。例
如嫦娥奔月镜（图○六）、真子飞霜镜、王子晋吹笙引凤镜、仙真乘龙镜、水火八卦镜
、海上三神山镜，图案组织都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法，作成各种不同的新式样。唐代佛教
盛行，艺术各方面都受影响，镜子图案除飞天频伽外，还有根据《莲花太子经》制作的
太子玩莲图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题，旋绕于花枝间。子孙繁衍瓜瓞绵绵是一般人所希
望。因此这个主题画在丝绸锦绣中加以发展，就成为富贵宜男百子锦。织成幛子被单，
千年来还为民众熟习爱好。汉代铸镜作带钩多在五月五日，唐人习惯照旧，传说还得在
扬子江中心着手，显然和方士炼丹有瓜葛牵连。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定名叫“千
秋节”（又称“千秋金鉴节”），照社会习惯，到这一天全国都铸造镜子，当作礼物送
人，庆祝长寿。唐镜中比较精美的鸾衔长绶镜、飞龙镜和特别加工精美的金银平脱花鸟
镜、螺钿花鸟镜，多完成于开元天宝二十余年间，部分且为适应节令而产生。唐代社会
重视门阀，名家世族，儿女婚姻必求门当户对，但是青年男女却乐于突破封建社会的束
缚来满足恋爱热情。当时人常把它当作佳话奇闻，转成小说、诗歌的主题。镜子图案对
于这一个问题虽少直接表现，但吹笙引凤、仙人乘龙、仙女跨鸾，以及各式花鸟镜子中
、鸳鸯、鹡鸰口衔同心结子相趁相逐形象及鱼水和谐、并蒂莲形象，却和诗歌形容恋爱
幸福及爱情永不分离喻意相同。镜子铭文中，又常用北周庾子山五言诗及唐初人拟苏若
兰织锦回文诗，借歌咏化妆镜中人影，对于女性美加以反复赞颂。

唐镜花样多，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成四类：第一类宝相花图案，包括有写生大串枝、簇
六规矩宝相、小簇草花、放射式宝相及交枝花五种。第二类珍禽奇兽花草图案，包括有
小串枝花鸟、散装花鸟和对称花鸟等等；鸟兽虫鱼中有狮子、狻猊、天鹿、天马、鱼、
龙、鹦鹉、鸳鸯、练鹊、孔雀、鸾凤、鹡鸰、蝴蝶、蜻蜓等等。第三类串枝葡萄鸟兽蜂
蝶镜，包括方圆大小不同式样。第四类故事传说镜，包括各种人物故事，社会生活，如
真子飞霜、嫦娥奔月、孔子问荣启期、俞伯牙钟子期、骑士打球射猎等等。特别重要部
分是各种花鸟图案，可说总集当时工艺图案的大成。唐人已习惯采用生活中常见的花鸟



蜂蝶作装饰图案，应用到镜子上时更加见得活泼生动（这是唐镜图案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点）。花鸟图案中如鸾衔绶带、雁衔威仪、鹊衔瑞草、俊鹘衔花各式样，又和唐代丝
绸花纹关联密切。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应当是各按品级织成各种本色花鸟，妇女衣着
则用染缬、刺绣、织锦及泥金绘画，表现彩色花鸟，使用图案和镜子花纹一脉相通，丝
绸遗物不多，镜子图案却十分丰富，因此镜子图案为研究唐代丝绸提供了种种可靠材料
。

宋代镜子可分作两类：在我国青铜工艺史上应当占有一个特别位置的，是部分缠枝花草
官工镜。造型特征是镜身转薄，除方圆二式外，还有亚字形（图○七）、钟形、鼎形及
其他许多新式样出现。装饰花纹也打破了传统习惯，作成各种不同格式。新起的写生缠
枝花，用浅细浮雕法处理，属于雕刻中“识文隐起”的做法。图案组织多弱枝细叶相互
盘绕，形成迎风浥露效果。特别优秀作品，产生时代多属北宋晚期。宋人叙丝绸刺绣时
喜说“生色花”，有时指彩色写生折枝串枝，有时又用做“活色生香”的形容词，一般
素描浮雕花朵都可使用。这种“生色花”反映于镜中图案时，作风特别细致，只像是在
浅浮雕上见到轻微凸起和一些点线的综合，可是依然生气充沛，具有高度现实感和韵律
节奏感。这一类官工镜子，精极不免流于纤细，致后来难以为继。另有一类具有深厚民
间艺术作风的，用粗线条表现，双鱼和凤穿牡丹两式有代表性，元明以来犹在民间流行
。

青铜镜子的生产，虽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来，到近二百年才逐渐由新起的
玻璃镜子代替。如以镜子工艺美术而言，发展到宋代特种官工镜，已可说近于曲终雅奏
。劳动人民的丰富智慧和技巧以及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随同社会发展变化，重点开始转
移到新的烧瓷、雕漆、织金锦、刻线等等其他工艺生产方面去了。青铜工艺虽然在若干
部门还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例如宋代官制规定，还盛行金银加工的马鞍装具。最低品级
官吏，都使用铁錾银鞍镫。铁兵器杂件也常错镂金银。宋宣和仿古铜器，在当时极受重
视，制作精美的商周赝品，直到现代还能蒙蔽专家眼目。创造的也别有风格，不落俗套
。南宋绍兴时姜娘子铸细锦地纹方炉，在青铜工艺品中还别具一格。不过制镜工艺事实
上到南宋时已显明在衰落中，特别是在南方，已再不是工艺生产的重点。这时扬州等大
都市的手工业多被战争破坏，原有旧镜多熔化改铸铜钱或供其他需要。一般家常镜子，
重实用而不尚花纹。在湖州、饶州、临安闻名全国的“张家”、“马家”、“石家念二
叔”等等店铺所作青铜镜子，通常多素背无花，只在镜背部分留下个出售店铺图记。一
般情况且就铜原料生产地区，由政府设“铸鉴局”监督，和铸钱局情形相似，用斤两计
算成本，三百十文一斤。镜工艺术水平低落是必然的。私人铸造虽然还不断创造新样子
，却受当时道学思想影响，形态别扭，纹样失调，越来越枯燥无味。如有些用钟或鼎炉
式样，铸上八卦和“明心见性”语句的，在造型艺术处理上不免越来越庸俗。女真族在
北方建立的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对峙，生产破坏极大，官私铸镜，虽还采用北宋串枝花草
镜规模，此外也创造了些新式样，但就总的趋势说来，工艺上还是在日益下落中，少发
展，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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