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赏专刊 研 究6 2023 年 2 月 14 日鉴 赏 主编/崔波 责编/王龙霄 校对校对//翟如月翟如月 美编美编//马佳雯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3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馆藏拾粹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之一。春节的到

来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更新草木复苏。春节期间，人们常会除旧

迎新、祈福求愿，与亲朋好友互发新年祝福，期盼新的一年诸事顺遂。

汉代铜镜铭文中有不少祝福吉祥语，正适合庆春纳福，表达美好祝愿。

大乐贵富

“大乐贵富”四叶蟠螭纹镜（图1）年代西汉，1956年长沙燕子咀三号墓
出土。直径18.6厘米，重445克，铭文：“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

汉代社会崇尚荣华富贵，对富贵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是当时社会一
种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富贵”是汉代人毫不掩饰的一种人生追求，
汉代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都有了
较大的提高，刺激了汉人博取富贵与显示富贵的心理诉求。在文献
中有着大量关于汉人渴求富贵而厌弃贫困的记载，如“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等。“大乐”即极大的快乐。《二程语
录》卷二：“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经过汉初
的大乱，由文帝始，天下太平，人们追求“大乐贵富”，并期盼着这种富
贵的人生能够更为长久（即千秋万岁）。“宜酒食”三字在西汉铭文镜中
用的比较广泛，《诗·唐风·山有枢》：“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
鼓瑟。”既有美酒佳肴，又有钟鼓琴瑟之鸣奏助兴，汉代人享受和追求美
好生活的人生态度令人神往。

毋相忘

“常贵富”蟠螭纹镜（图2）年代西汉，直径 18.5厘米，重 641克，铭
文：“常贵富，言未当，长相思，毋相忘”。

西汉镜铭中有一类表达相思主题的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
“愿长相思、幸毋相忘”“泉愿永思而毋绝”等，情感哀怨缠绵，文意细腻
精炼。这类铭辞自汉初面世以来，绵延约两百年。相思镜铭的产生与古
代交通不便、国家对外用兵、百姓躲灾避难等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相关。家是游子的归宿，亲人是旅者的牵挂。可以想见，身不由己的宦游
人，养士、选士制度下驱使的士子，追逐利益的商家，常年戍边的征卒，远赴
劳役的差夫，漂泊在外的流浪者……如此庞大的流动群体都做着一个相思
梦。而铜镜，在汉代逐渐由富贵大户走向普通人家。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映照
之时，把玩之中，常常会使人产生“花好月圆”的联想，寄托着圆满、团圆、吉
祥之意愿；同时作为一种工艺品，其纹饰、铭文也往往凝结着古代工匠的
审美意趣。睹镜念亲人，铭文寄相思。

见日之光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图3）年代西汉，直径11.5厘米，重108
克，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草叶纹主要出现于西汉中期，尤其在武帝时期最为突出。存世的西
汉草叶纹镜中，带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阳）”铭文的占极大比重。关于

“见日之光”一句有两种解释：一为“见”同“现”，意为镜面光洁明亮如同日
光。中国原始居民有着对日月的崇拜，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出土的器物
中都可以看到日月图样，而从汉镜“光辉象夫日月”铭文中也可得知当时的
人们会将镜面比作太阳。二则来自《博雅》，“日”被解释为“君象也”，由此也
可以将“见日之光”理解为明君君临天下，有如阳光普照大地。上述两种解
释都反映了人们积极的期盼与愿望，前者是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与赞
颂，可以理解为经过秦末战乱后，人们对于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希望，
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后者是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经济
繁荣，国防巩固，人民对生活幸福的赞美，也是对汉武帝继承大业，推
进盛世的肯定和称颂。

延年益寿

“铜华”单圈铭带纹镜（图4） 年代西汉，直径 17.6 厘米，重 728 克，铭
文：“湅（炼）治铜华，清而明之，以为铜，宜文章，以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
与天毋极而日月之光兮”。

“铜华”意为铜料之精华，指质量极佳的青铜合金，铸造出了这面精美绝
伦的铜镜。“文章”是铜镜铭文与纹饰的简称，意指镜背图案雕工华美精致。

“去不羊”即去除不祥之意，古人认为铜镜具有辟邪的神秘力量，“辟除不
羊”“镜辟不祥”即是对铜镜辟邪功能的描述。此类镜铭，不仅宣扬了铜
镜材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具备优质实用功能，还表达了对持镜者吉
祥、长寿的美好祝愿。

长保二亲宜子孙

“赵氏”五乳四神禽兽纹镜（图5） 年代东汉，直径 13厘米，重 443
克，铭文：“赵氏作竟（镜）世少有，男封侯女王妇，寿如金石，西王母长保二
亲宜孙子兮”。

铜镜铭文“长保二亲宜侯王”“长保二亲乐毋事”“长保二亲生久”“长保二
亲”等表达了铜镜铸造者和使用者对父母的祝福。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忠”

“孝”观念尤其重要，在铜镜铭文中均有表现。《说文》云：“孝，善事父母者。”孝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铭文中“长保二亲得天力”就是孝道最朴实的表
达。二千多年来，“忠”“孝”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组成。

多贺国家人民息

“李氏”六乳禽兽纹镜（图6）年代东汉，直径19.9厘米，重956克，
铭文：“青盖李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皆灭天下服，
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

在汉代，无论是官方或私营铜镜铸造业都获得了重大发展，铜镜已发
展成一般商品。镜铭也大大拓展了其涵盖的空间，其中，以推销自己为主要
内容的广告铭文惹人瞩目。例如这面“李氏”镜，又称纪氏铭镜。由于私营铜
镜铸造业的快速发展，相互竞争，纪氏铭应运而生，毕竟“老王卖瓜”，首先得
让人知晓制作者。“李氏”“宋氏”“三羊”“青盖”随处可见，目的就是提高自己
的知名度，扩大铜镜的销售额。看来，商品立字号的观念源远流长，从现今

“王麻子”“张小泉”老字号的招牌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古之遗风。镜铭
中“四夷”为少数民族的泛称,即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四夷服”镜铭
主要出现于王莽时期，兴盛于东汉时期。“多贺国家人民息”表达了祝福
国家繁荣、富足、太平的愿望。铭文内容体现了铸镜者希望四夷归服、
国家太平，父母双亲长享昌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寿如金石、富
贵昌乐、官位尊显的幸福追求。

古代铜镜是国家与民族的名片，其方寸之间，涵盖了人文国学与自
然国学等诸多信息。中国铜镜是一种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特殊文物，其
铸制历史连贯，考古断代便捷，文化内涵博大，审美情趣彰显，证史直观翔
实，书体映照生辉。

历代撰述砚史的书籍，不下数十种，然
而真正完整的砚谱撰述，却要从宋代开始。
欧阳修的《砚谱》，其内容虽然只有短短七百
余字，但记载了端石、歙石等各种石品的开
采、色泽、砚材等资料。宋代唐询《砚录》、米
芾《砚史》、李之彦《砚谱》等著述，对宋代文
人所用的各种砚石做了翔实的记录。至明
代，文人对砚石的论述，更是繁多，如曹昭

《格古要论》中的《论古砚》，高濂《遵生八笺》
中的《论研》等。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皆勤
学好书，砚石的著录以《西清砚谱》为冠。

衢州博物馆藏《西清砚谱》收入《四库全
书·珍本初集》。《西清砚谱》编撰缘起，在清高
宗乾隆序中写道：“……内府砚颇夥，或传自
盛朝，或弃自国初，如晋玉阑堂砚、璧水暖砚，
久陈之乾清宫东西暖阁，因思物繁地博，散置
多年，不有以绘综粹记，或致遗佚失传，为可惜
也……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命
大学士于敏中等八人，将内府所存诸多藏砚精
选二百方，加以说明及图绘而编成，并定名为

《西清砚谱》。西清者，是宫禁燕苑之地也，清代
南书房，亦称西清，向来是朝臣翰林学士出勤
之所。《西清砚谱》中的藏砚图绘部分，由内廷
供奉门应兆负责，他以西洋光影法描绘，所以
每件砚石的绘图均与实物极为神似。仅宋砚
部分，就包括了歙砚、端砚等各种砚品，其中
不乏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宋代文豪使用过的
珍品。因而，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宋代
砚台之面貌，找寻他们背后的文化。

砚台有砚铭，砚铭是刻在砚底、砚头、砚
盖、砚身四侧或者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
可短，亦诗亦文，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相传
早在商周时期，周武王就曾作砚铭“石墨着
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东汉李尤《墨砚
铭》云：“书契既造，墨砚乃陈。烟石附笔，以
流以申。篇籍永垂，记志功勋。”徐铉《砚铭》
云“它山之石，是研是治，荆蓝表润，云雾含
滋。”在唐代，更有诗人王嵩萼写《孔子石砚
赋》：“昔夫子有石砚焉。邈观器用，宛无雕
镌。古石犹在，今人尚传。从叹凤兮何世，至
获麟兮几年，世历近王近霸，年止几俎几迁。
任往回于几席，垂翰墨于韦编。时亦远矣，物

亦人在焉……”
宋代的文人喜爱把砚铭奉为自己的行

为准则，将砚铭刻于砚台上，置于案前，时时
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在宋代书画风格的影
响下，宋代的砚铭广泛地吸收了篆刻艺术的
构图、章法以及刀法，使砚铭与篆刻紧密地
结合起来，同时砚铭款记与前代相比更为普
遍，出现了在砚铭后加盖印章的新内容。从
此，款记成了砚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
样就大大地增加了砚铭的装饰美。虽然形制
较之后世不是很丰富，但却真正做到了“不
雕不琢，抱素见朴”，这些与宋代的书画风格
是相通的。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宋代文豪苏轼的
藏砚“从星砚”（图1），是砚台中的无价之宝。
这方端石长方抄手式砚台，下端无堵，石色
棕褐，有蕉白晕及微黄斑纹，砚面下斜至墨
池，墨池中央下方有一石柱，以象征明月，周
环以流云，砚背则满布长短不一、参差不齐
的细长石柱，错落六十余柱，柱端面各有眼，
象众星满布上天。砚石侧壁镌行书铭：“月之
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
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轼。”钤
印一“子瞻”二字篆书，砚首壁镌清高宗御
铭：“天池一月印，空宇众星攒，爝火宁相比，
陶泓永得完。依然北朝宋，真出老坑端，清伴
文房暇，摛辞惬染翰”。题款：“乾隆丁酉新春
御题”，钤印二：“比德”“朗润”。这里，苏轼不
仅把砚和中国的书法艺术相比较，进而涉及
人生的态度。

作为文学形式的早期砚铭，大多是就砚
说砚，是文人用以品评和赞美砚的。到了宋
代，文人喜欢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同时作为座右铭体现主人的人生观或情趣。
从此以后，言志寄情、赋诗颂词便成为砚铭
创作的主流之一，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
名篇佳作。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砚铭：“持坚
守白，不磷不缁”，文天祥的砚铭“砚虽非铁
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都表达了坚贞不屈的精神。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文天祥玉带生砚
（图2），砚台器厚而上下圆，形状如同鞋履，

砚堂部分为椭圆形，墨池为半月形，因为砚台
所采用的石质色彩呈纯紫色，砚台的侧壁中
央环绕着白色的石英质石层一道，又因为这
道石英质石层莹白如带状，所以砚首刻篆书

“玉带生”三字。在这方砚台的砚壁沿白色玉
带下方，环刻着文天祥砚铭，共38字：“紫之
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粼粼，中之藏兮渊渊，外
之泽兮曰宣，呜呼！磨尔之心坚兮。庐陵文天祥
制”。一方砚台，体现了文天祥坚贞爱国之心。

宋代文人在砚台上篆写砚铭时，是一种
自我欣赏、自我激励，亦是在自我感伤……
文豪苏轼流传下来的砚铭很多，并且都意味
深长、富有哲理，反映出正直文人的情趣和
抱负。苏轼《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
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
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感
叹砚台的美丽及高尚品质。他的《端砚铭》：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与墨为入，玉灵之食；
与水为出，阴鉴之液。匪以玩物，惟以观德。”
以人物为鉴（镜）观德。他写给儿子苏迈的砚
铭说：“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
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教育子孙为人、处事、治学之道，中肯且情深
意切，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之情。
苏轼《王定国砚铭》：“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
北。戎以发剑，予以试（磨）墨。剑止一夫惊，
墨以为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材皆可以纳
圣贤之域。”大有众生平等，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意味。他的《丹石砚铭》说：“彤池紫渊，出
日所浴；蒸为赤霓，以贯谷。是生斯珍，非石
旸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碧水
环复。耕予中州，艺我玄粟。投种则收，不炊
而熟。”“玄粟”把墨写的文字比作粮食，“艺”
是栽种的意思，“投种则收，不炊面熟”，从中
可以感受文人雅士的清气。

总而言之，一方小小的砚台，寄托了宋
代文人太多的理想，砚的背后，是他们或许
精彩或许无奈的人生。砚台与文人同悲欢，
随文人共荣辱，对于宋代的文人来说，砚台
不仅仅是书桌画案上一件普通的文房用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砚台已经成为文人们抒发
情感、表达志趣的艺术品。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 1700 余片甲骨，大
部分是王懿荣、王襄、陈邦怀等先生的旧藏，
其中多有早期发现的甲骨珍品，一向以片大
字多、字口清晰、内容重要而在学界享有盛
誉。这批甲骨所刻契文，内容涉及商代祭祀、
军事、内政、田猎、农业、畜牧、天文、气象、生
育、疾病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
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2017年，包括天津博
物馆在内的国内11家甲骨收藏单位联合申
遗成功，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甲骨中，可以觅得

从古至今陪伴人类的兔子的影踪。甲骨上的
“兔”字无疑是天津博物馆所藏所有文物之
中最早的“兔”字。本文着重介绍商代武丁时
期的“乎多羌逐兔”卜骨（图1）。

这片卜骨纵 23.8厘米，横 14.1厘米，正
面刻有6条长短不一的卜辞。头2条卜辞，均
刻于三千多年前一月的某个己丑日，内容是
占卜妇好是否会在第二天庚寅日分娩。而涉
及“兔”的卜辞则刻于妇好“预产期”的第二
天，也就是辛卯日。占卜的内容是：“辛卯
卜， ，貞乎多羌逐兔，隻（獲）”，命令多羌去
追逐野兔，是否能成功捕获。“兔”字位于整
片甲骨的右下。

从甲骨文来看，商代许多职官名都带一
“多”字。如“多子”“多尹”“多君”“多生”“多
工”“多犬”“多马”“多宁”“多万”“多食”“小
多马羌臣”等等。这里的“多羌”与其说是商
王手下的羌奴，似乎不如解释成商王手下负
责管理羌奴的官吏更为稳妥。毕竟以商王地
位之高，应不会直接向“底层办事员”下令。

卜辞中的“兔”可解释为“野兔”。“野”字
并非随意加的，根据动物考古学家们的研究，
虽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就多有兔子

骨骼发现，但这些兔子都属于旷兔。旷兔是野
兔，且不能驯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温柔安静的
家兔属于穴兔，明代中期才由欧洲传入中国。
可以明显看出，野兔并不好抓。卜辞不但在

“兔”前用了一个“追逐”的“逐”字，还郑重其
事地贞问能不能抓到，可见抓不到也是常态。

由于安排抓兔子正好发生在妇好预产
期的第二天，博物馆有些同事就脑补这兔子
抓来是不是给妇好补身体用的？此说无法深
究，记下来聊备一说。

对于这条卜辞，笔者觉得比较玄妙的一
点是，抓兔子的时间正好是“辛卯”日。“子鼠
丑牛寅虎卯兔”，“卯”和“兔”一向是深度绑
定的两个概念。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这片
甲骨让我们得以把这两个概念的关联一下
子追溯到了三千年前。

近距离欣赏这个三千年前的“兔”字（图
2），可以看到这个字非常像一幅画，画的就
是可爱的兔子。单从字形来看，它有后翘的
短尾巴，但是耳朵并不太显长，这一点和商
周文字中的“兔”字是类似的（图3）。从甲骨
文中多个“兔”字字形演变的角度看，这个字
形处于口微微张开和耳朵夸张锐角形的过
渡态，具有特殊的意义（图4）。

另外，这片珍贵的“兔”字甲骨也在“大
展宏‘兔’——天津博物馆癸卯生肖文物展”
中实物展出，方便观众近距离欣赏。

一份来自2000年前的新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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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
甲骨中的“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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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轼 从星砚

图2 文天祥 玉带生砚

图4 甲骨文中的一些“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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