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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11汇文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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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
人来说，铜镜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又具

有更加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意义。一面小小的
铜镜，到底映照了什么？昨天，由上海博物馆

与新民晚报主办的上博讲坛第二季继续开

讲，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青铜研究部副主任
马今洪为大家进行了解读。

铜镜何处来？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中国在公元前二
十世纪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已有铜镜出现，历

经商周、汉唐以迄明清长期流行，直至近代
大量使用玻璃镜以后才逐渐消失。与西方铜

镜多带有手柄不同，中国铜镜镜背多有穿孔
用以系绳，即可手持，也可放在镜架、镜台上

使用。

中国铜镜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专家学者
中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铜镜源于铜鉴。他们

认为，中国古人的照容方式经历了由自然界
中的止水，到在铜鉴内盛水，再到无水光鉴，

最后才演变为铜镜。也有人认为中国铜镜源
于取火使用的凸面镜———阳燧，更有人觉得

铜镜源流问题与中国早期映照方式的发展不

能混为一谈，铜镜最初可能是宗教仪式或者
装饰用品。马今洪总结，中国古人的照容方式

并不是沿着单线发展的，铜镜的出现，很可能
是多个源头同时发展的结果。

“美镜”用途广
美镜映佳人。铜镜的诞生，代表着古人对

容貌的重视和审美意识的增强。这种审美，也

反映在了铜镜本身。从最早齐家文化时期的
几何纹饰，到战国采用分铸、镶嵌等工艺，再

到汉至隋唐的浮雕、鎏金、金银平脱、嵌螺钿，
甚至能在镜背上见到“练形神冶，莹质良工，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

窗绣幌，俱含影中”这样用词讲究的骈体文铭
文。这些纹饰华丽、铭文丰富、形制美观、铸作

精良的铜镜，既是百姓常用的日用品，也是贵
族阶层彰显身份的“奢侈品”，更是如今珍贵

的古代艺术品。

纹饰丰富的铜镜，被古人用以承载追求
幸福安康的祈愿祝福。尤其铜镜多为爱美的

女子梳妆使用，自然也成为了女子们“爱情
的见证”。汉镜中有不少诸如“君有远行镜”

的铜镜，上面刻着表达男女爱情的铭文，其
中相思铭占比最大。许多古代女子会将自己

的铜镜送给即将远行、出征的丈夫，寄托彼

此的牵挂。
此外，由于具有映像功能和反光作用，铜

镜从出现之初就被与太阳联系起来，赋予了
宗教色彩。人们认为，铜镜能够照射出鬼魅原
型，起到保护生灵的作用。在《西游记》《封神

榜》等经典神话作品里，都能见到“昆仑镜”
“照妖镜”等神仙法宝的身影。

“镜”中大世界
铜镜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日常活动的

方方面面也在铜镜上有所表现。唐代的骑猎纹

镜、舞马镜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宫廷中高官显贵
的娱乐活动。而根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七

夕》《武林旧事 ·占巧》等记载，宋代人们会在七
夕前后采摘荷花、荷叶，当作玩具或饰物，北宋

婴戏纹菱花镜上就有一幅七夕庭院荷花婴戏

图，反映了当时这种市井生活习俗。
有趣的是，古代商人为了招揽顾客购买

自家铜镜，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如今看来也不
算过时的“营销手段”。他们在镜铭中写上“尚

方”表示自己是官营作坊，“某氏”则是民间知
名工匠自己打造的“品牌”，还有的以“善铜出

丹阳”表明铜镜是用丹阳郡（今安徽宣城）生
产的上等铜料制作。东汉的中平四年神人神

兽画像镜简直把铜镜吹出了万能功效：“买者
大富”“长宜子孙”“延年命长”“大乐未央”“长

生大吉”。
除了映照真实生活，铜镜上还出现了不

少音乐、舞蹈、戏曲的场面，记录了人文艺术
发展的脉络。汉镜铭文中有“伯牙弹琴”，纹饰

中也出现了伯牙奏琴的形象。唐镜中也有人
物在竹林旁奏琴的画面。明代戏曲人物镜则

记录下了当时戏剧表演的场景。
马今洪说：“如果说铜镜是中国青铜器的

一缕灿烂余晖，那么灵秀的战国铜镜、精致的
两汉铜镜、绚丽的隋唐铜镜、世俗繁杂的宋元

铜镜，更是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缩影。”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乐梦融

小小古代铜镜 映照大千世界
“上博讲坛”第二季昨细述铜镜数千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
就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上海
出版发行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出版事业的建立、开创、
发展、创新、融合中，始终走在
前列。昨天，上海出版界和文学
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在建党百
年之际启动了展览与座谈，回
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成
果，展望未来的上海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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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山并照四神纹镜（隋） ▲ 骑猎纹菱花镜(唐)▲神人神兽画像镜（东汉中平4年）

百种图书 红色最厚重
几代作家 使命记心中
上海出版界文学界人士昨启动主题展览及座谈

出版界
百家书店百种图书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上海百家书店百种图书联展”开展，这

是近年来本市规模最大的品牌书店形象展示，
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次书业重点展陈活动。

参展的有全市 16个区 100家品牌书店既
包括老牌书店，如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旗下新华书店、上海书城近 30家门市，如上海

古籍书店、艺术书坊、上海外文书店、上海香港
三联书店等；还有近年开业的新型书店，如上

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朵云书院
旗舰店、思南书局等 5家书店，上海新华发行

集团旗下光的空间 ·新华书店等 2家书店，中

国出版集团旗下中版书房 2家书店；以及近年
新开或转型重启的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新天地店、上海图书馆书店、茑屋书店等。大隐
书局 10家门店、钟书阁 6家门店、百新书局 3

家门店、大众书局 8家门店、西西弗书店 5家
门店、言几又书店 4家门店、建投书局、博库书

城等品牌实体书店也都参与此次联展，上海世

纪出版官方旗舰店、悦悦图书专营店、新华一
城书集等网上书店也同步举办联展。

重点展陈营销的 100种主题图书，包括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

地创建与发展》《新征程面对面》《中国共产党
的 100年》《暗夜里的星星之火》《光荣之城：上

海红色纪念地 100》等优秀推荐书目及参展书
店自荐的主题图书，有专业权威著作，也有大

众化读本，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

文学界
几代作家孜孜不倦

“作为文学工作者，回顾上海文学文化界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历史，回望左联

革命史、追念前辈作家，不禁思绪万千。”昨天，
作家孙颙在上海文学界迎接建党百年座谈会上

回顾上海的红色文学之路时这样说，他认为，上
海文学创作的色彩，历来五彩缤纷；红色的、反

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的内容，是十分

厚实的大类。他以艾明之《火种》、吴强《红日》、
茹志鹃《百合花》、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宗福先

《于无声处》这五部作品为例，详细讲述了上海

几代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

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
条》的作家简平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关注、描写、讴歌人民，并不是一句大话、
空话和套话。我在浙江宁海乡村下生活的时候，

在岔路镇湖头村蹲点，当时我就想，我要与那里
的村民打成一片，成为被他们认可的村里人。当

我结束所有的工作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忽然收

到一份快递，打开之后，既惊讶也很惊喜，那是
湖头村颁发给我的荣誉村民证书。”这在简平所

获得的荣誉中是最特别的，也是他最珍惜的。
“现今，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实体

店、线上店的方式，购买到各色各样需要的书
籍。我们的作者，尤其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

锐作者，他们的阅读量远比三十年前的同龄人
丰富无数。从创意到类型，各色新颖的作品不

断涌现，和我们的书籍市场极大丰富，大家的
阅读量不断增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

作家血红将 30年前的回忆与现在的丰富文化

生活作出了对比。
“今天，文学承担着记录时代、塑造灵魂、

凝聚力量、增强自信的重要任务。”上海作协党

组书记王伟说，近年来，上海文学界在上海题
材特别是红色题材的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在推进文学公共服务、建设文学活动平台、
增厚城市文学氛围、拓展文学内外交流和团结

凝聚新文学群体等方面，丰富了上海文学事业
发展的内涵，“未来，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更

有力地为彰显上海软实力的‘神韵魅力’提供
坚实的支撑。”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