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铜镜民族装

铜镜铸造是我国古代工艺史上的一大亮i

点，其装饰纹样体现了时代风格。渗透着我i

国古代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唐镜的图案组：

织不仅清新博大富有创造性，而且装饰加工j

方法也丰富多彩，有金银平脱(即以金或银’

捶成薄片按图案要求制成花纹，粘贴在镜

面)，有贴金银(即用金银堑出花纹包在镜

面)，(或称包金银)，有鎏金、镶嵌、螺钿、{

著彩(即以漆在镜面涂饰花纹)等。1980年i

曾在陕西蓝田出土窖藏银饰两件，上涂有白i

稀绶榉艺木特征迹略

；各式花鸟纹，这为我们研究唐代的花鸟图案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我们学习传统，也有

重大意义。

；一、唐代铜镜的艺术特点

唐镜的装饰纹饰，在图案格式上，已有

；较大的突破，汉魏六朝以来的镜式主要是格

i律体，而唐镜贝0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

；泼，富有变化。即使流行对称式也多系相似

{对称，既规律又有变化。海瑞葡萄纹(也称

{海兽葡萄纹)，是具有外来图案意匠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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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凸弦纹，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

区四只浮雕瑞兽环绕镜面作同向奔跑状。瑞l

兽外围点缀有葡萄八簇。在环绕镜钮处有瑞i

兽六只，其中三只为翼马，作巍峨狂奔状，期l

间间隔以三只瑞兽，瑞兽周围点缀以缠枝葡；

萄。外区为二方连续图案，为回旋缠绕的葡i

萄纹与枝叶。也有外区饰禽鸟四只，并有三i

只瑞兽间隔，其禽鸟姿态各异，或振翅飞翔，l

或两脚站立，周围并饰有缠枝花草纹。此镜．

的纹饰为典型的唐代瑞兽葡萄纹镜布局，纹i

}； {；

i色珐琅铀质，由此证明这种金属上涂饰珐琅}i新纹样，流行于武周时期，至盛唐仍为一个；饰繁缛，造型生动，充满神秘色彩。海兽葡‘

!的工艺在唐代确实存在。唐镜在制作上非常l{重要品种，它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葡萄古 萄纹饰的装饰特点就是满花，内区有一圆圈

j符合科学原理，铜、锡、铅比例约为70：25：|!时有称蒲陶、蒲桃，汉时传自波斯。《汉书·l；纹，串枝葡萄交错跨过此圆圈纹，称之为“过i

{5。由于加锡量较多，所以一般呈白色，花纹i：西域传》：“汉传采葡萄⋯⋯种归⋯⋯又外国i!梁葡萄”，为当时所最为珍贵。葡萄纹饰多浮}

{清晰。表面匀净，镜面微向外凸，可以照全：使来众益种蒲陶⋯⋯离宫旁望焉。”海兽葡．；雕形，镜体厚重．制作精巧。

i人面，类似现代汽车的反光镜。唐代的铜镜 萄纹是在镜背饰繁密的葡萄图案，花纹空间{{ 双鸾衔绶纹，镜面有对称的双鸾作舞蹈i

{不论是在镜形上，还是装饰手段上，都有较j点缀以海兽。海兽葡萄纹是盛唐时期最华；i状，鸟嘴衔有飘动的绶带，绶与寿同音，有；

：大的变化，造型繁多，打破了圆形镜的传统：丽、最流行的铜镜纹饰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祝寿吉祥之意义。玄宗诗：“更衔长绶带，含{

；造型，有葵花形镜、菱花形镜、亚字形镜等。i!矫健的海兽端坐于镜钮处，四周高凸的弦纹}；意感人深。”((ttl海经》记载：“其状如翟而五}

：镜钮不再是圆形，变成兽钮和龟钮等。钮座：}将镜背分为内外区和镜缘三部分，内区以形l i彩文，名日鸾鸟，见则天安宁。”又谓它“喜；

}旁开始出现纹饰，有连珠纹，花瓣纹等。镜}{态丰腴的海兽和葡萄枝为纹饰，外区以飞禽l{则舞以乐”。所以古时把它当做一种吉祥的；

：缘纹饰以素者居多，也有锯齿纹、卷草纹、忍l i和葡萄枝为纹饰，镜缘以卷叶为点缀，海兽l!禽鸟，并比喻夫妇或贤俊之士。其特点是外；

l冬纹、水波纹、月牙纹、葵花纹等。从已出i l飞禽形态各异，葡萄线条流畅，动植物以最i形为葵花造型，构图简洁大方，这种铜镜在}

!土的文物分析，唐镜纹饰的素材极为广泛，人|；佳的形式组织在镜背上，堪称唐代铜镜佳 盛唐时期甚为流行，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唐{

i物有民间传说的嫦娥奔月、打球射猎、佛教l{品，纹饰虽然繁密，但处理得却精细利落，毫i代铜镜中花鸟花卉纹最为繁多，花卉纹常见i

{的迦陵频迦、飞天等，动物有天鹿、天马、狮i i无杂乱感．纹样是满花式结构。另有四端兽、{；的有牡丹、莲花、宝相花等。花鸟纹多在变i

；子、狻猊、四神等珍禽异兽。而大量的则是{{六端兽葡萄镜。圆形、圆钮、四瑞兽葡萄镜，|}形的葵花形镜上作适合纹样，唐菱花镜、葵l⋯’’。⋯⋯⋯⋯⋯⋯⋯⋯-。⋯。l-⋯⋯⋯⋯⋯ ⋯‘’：1‘j⋯⋯‘ ‘⋯⋯‘⋯。 ⋯i一』⋯⋯⋯⋯‘⋯⋯‘⋯⋯‘‘⋯’⋯⋯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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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镜有内外之分，且内区比外区高，这与宋i

镜有明显区别，花卉纹主要以牡丹、莲花演j

变的宝相花或以折枝花为主题纹饰，作散点|

团花式格律，在严格的格律中以多层次结构!

代替独枝结构，花瓣层层交错，并用如意云：

头般的造型，花中套花的添加手法创造了丰；

富而又富丽堂皇的纹饰，对花头多采用正面i

形象，规整变化后再组合成团花式或散花}

式，一般以六个为组，称为簇六格式，如唐l

宝相花菱花镜。花鸟纹以鸟纹为主，再配以i

适当的花卉，鸟类常见的有鸳鸯、孔雀、凤f

凰、鹦鹉等，并点缀以蝴蝶、蜜蜂等，极具i

自然情趣。如唐凤鸟镜是鸟纹镜中罕见的精

品，镜型为菱花形．四只凤鸟与莲花相配置。i

凤鸟口衔花枝、展翅欲飞#又如唐双鸾长绶i

镜是纯粹的鸟纹镜，也称为对鸟镜，双鸟口{

衔绶带，相对而立，纹样呈对称式结构。从l

唐镜的纹饰分析可看出铜镜工艺在唐代达到i

鼎盛时期，特别是国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i

面，成为历代封建社会最为昌盛的时期，人i

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异常活跃，l

工艺美术品已发展成商品，所有不同的工艺l

品均得到了形式上与装饰上的创造。因此，i

铜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变形，创造了许多富有装饰美的理想花卉纹i

{样，现实上并不存在瑞花、缠花、宝相花等。；

{瑞花是一种放射式规矩花纹，首先出现在瑞；

．锦上，铜镜受其影响。并吸收外来忍冬纹之；

!长处。发展成各种瑞纹花，瑞花的纹样各种}

}各样，造型各异，变化微妙，丰映耐看，由l

i于铸造工艺特点，铜镜的浮雕纹样富有立体；

；感，更显露出造型饱满的特色。缠枝花是由!

l枝、藤相互缠绕组成，基本特征是以波状藤；

；为基础，生枝发叶。开花结果，一般均以枝；

：叶为主，花朵为次，造型概括，既不失圆润f

!之特色，又有蘸组成丰满的花瓣，巧妙而自!

：然。缠枝纹是在汉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i

；腊东罗马忍冬卷草之长发展成的，它纵横往!

}复，婉转自如、飘扬流动、绵延不断，对于i

l二方连续纹、散花等不同形式都能适应。因l

；此在织锦、壁画、石刻、漆器等装饰中都很}

i多见。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图案。

宝相花最早的母体为莲花，从南北朝}

}起，随着佛教的兴盛，逐渐发展成为装饰性j

l很强的理想花卉，此后又出现了以牡丹为母；

l体的宝相花纹，最典型的有莲荷宝相花，饱i

l满轻盈，玲珑剔透，俯视为旋转宝相莲荷，外l

i围饰以侧视变形莲荷装饰花头，造型肥硕而{

二．造型饱满丰腴的时代艺术特色 j端庄，花外长叶，叶中套花，装饰手法十分

在唐镜花鸟纹的造型中可分为写实类和l一男U致。归纳起来无论哪种花纹，都离不开一

变形类两种。写实类的花鸟纹在唐时期运用：i个圆字，外形多是正圆花瓣，圆润丰满，这

艺术理论Il 2008·09II羹术大观

{师窦师伦创造的对鸹、对羊纹的影响，在镜

；背中轴线的两侧有对称形动物和花草。中轴

；线上有山树纹、莲花纹和对称形动物。常见

l的有对鹦鹉、对绵羊、对狮等。特别是对凤

；纹样在唐镜中为数较多，对称形除动物外，

{也有花纹对称的缠枝宝相对角对称式构图。

3．独花式。整个镜背只有一朵大花，镜

i钮即花蕊，花瓣多面对称向外伸展，此类构

；图形式在唐镜中虽不多见却很有特色。

；四．新颖别致的艺术创意

1．求全。就是不同季节的花卉。如荷花、

；菊花、莲蓬同时出现在一幅画面中。这是一

．种求全的创意。宝相花以多种素材使单纯变

；为繁缛绚丽，这也是求全创意的表现。求全

j反映了人们对完美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2．理想。创造大自然所没有的形象。这

；是一种理想化的创意。如动物中的鸾凤，植

l物中的宝相花都是理想化创意的成果，理想

{化反映了人们渴望美好未来的心理。

3．象征。鸟衔璎珞、鸟衔同心结象征爱

情与幸福。宝相在佛教中有佛缘庄严端正的

解释，宝相花却脱离佛教含义而象征美满。

；艺术家用宝珠镶嵌的手法将宝相花装饰得富

}丽堂皇，反映了人们对富贵的向往和对吉祥

l的追求。

在盛唐时期除了品种繁多的花卉、花鸟

；及动物纹饰以外，还有人物神话传说纹。以

{人物活动为装饰题材的有马球、狩猎等，表

!现古代传说或神话故事的有伯牙弹琴、孔子

l问荣启期、王子晋吹箫引凤、真子飞霜、嫦

i娥奔月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物姿

i态刻画生动，比例准确。这种以动态人物为

i主的纹饰难度较大，反映出当时精湛的技

l术。使观者仿佛置身其中。．

铜镜作为古代艺术和生活相结合的工艺

}品，是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及人们审美意识的

{一个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窥视当时社会工艺

}水平的一个窗口。唐镜纹饰较之汉隋时期的

；风格，面貌焕然一新，且有许多独特之处。唐

{镜纹饰是唐代艺术的一个侧面．也能从中看

；出唐代艺术清新、博大、富有创造性的时代

风貌。厝镜作为一个特定的时代艺术已经过

去了，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却不断影响着后代

的艺术，所以其艺术价值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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