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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古代人照容用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清代绵
延使用了近四千年。由于古代铜镜的镜背在各个时期装饰
了不同题材的纹饰，并采用了多种装饰手法，所以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铜镜的研究比较集中在镜背纹饰上，对铜镜的使用
方式关注不多。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古人使用镜子不光用
手拿，还会用各种架子支撑，而且男女会用不同的镜架。现
在，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来看看古人是如何使用铜镜的。

“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人文河洛”系《洛阳日
报》品牌之一，让我们
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
的人文底蕴，感受洛阳
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卖瓦盆瓦罐
□胡树青 文/图

揽镜梳妆
映花容

李庄碉楼位于汝阳县上店镇李庄村，为民国时期建筑，
现仅存李家炮楼和阎家炮楼。

李家炮楼坐西朝东，东西长4.6米，南北宽4.4米，建筑
面积20.24平方米，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高9米。东面面
壁底层建有高3.6米、宽2.3米的青砖拱券门口；7米高处中
央镶嵌有雕刻着“迎曦”二字的石匾，左右建有两个对称的
20厘米见方炮眼；8.5米高处建有一个边长为35厘米的正
六边形观望孔；右边建有一个边长10厘米见方的炮眼；房
顶为青瓦硬山顶。

阎家炮楼坐西朝东，东西长4.7米，南北宽4.7米，建筑
面积22.09平方米，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高8米。东面面
壁底层建有高2.85米、宽2.42米的青砖拱券门口；6.5米高
处中央镶嵌有雕刻着“凝祥”二字的石匾，正上方建有一个
边长为20厘米的正六边形观望孔，左右对称有两个长方形
炮眼；房顶为青瓦硬山顶。

两座炮楼的石匾上均刻有小字“民国念（廿）九年二月
立”，表明两座炮楼建于1940年，当时的汝阳县土豪劣绅横
行，盗匪作乱，两座炮楼主要用于防盗防匪。

李庄碉楼基础用材考究，为当地玄武岩，防御功能突
出，为研究豫西地区的防御设施建筑形制提供了一处重要
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李明

李庄碉楼

在古代，黑陶制品（也称瓦器）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使
用特别广泛，瓦盆、瓦罐、瓦瓮子、瓦灯台、瓦蒸笼、瓦帽
盒……瓦姓家族，林林总总。因此卖瓦盆瓦罐这个行业
自古就有。

这个行业最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大翘、长
把扁担。用这种扁担挑重担，既挑得多，又相对省气力。

还要配置两个货架，就是做两个方形木框，在木框上穿
两根绳，这是用来盛放瓦盆瓦罐的。

卖家挑着担子颤悠悠地走街串乡，到处叫卖。
还要备置一根“踮棍”，走一段路，累了，就用踮棍顶住

扁担歇歇肩。
卖家放下担子，从货架上取下大大小小的瓦货，摆在地

上，唯恐没人光顾，一只手端起一个瓦盆或是瓦罐，另一只
手捡起一小块瓦片“咣！咣！咣！”地猛敲，这一招很灵，不
一会儿就会吸引不少人前来购买。

□李国强

一

手持应该是铜镜最常见的使用方式了。而手持
铜镜还分手执镜柄、手握绶带和双手捧镜等方法，这
些方法贯穿整个中国古代铜镜使用过程。使用者手
持有手柄的铜镜照容，大概是铜镜最早的使用方法
之一。

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过一面公元前2000年
前后齐家文化的七角星纹镜，镜钮已经残损，镜的边
缘有两个小孔。考古专家在仔细研究后指出，该镜
在出土时，镜背的这两个圆孔间有朽木的痕迹，这应
是铜镜的木柄遗痕，两圆孔应该是用作穿绳捆扎木
柄的。按照这个思路，这枚代表齐家文化的铜镜在
使用时应该是手持木柄来映照面容的，如此，它应是
目前所知的中国古代铜镜中最早的有柄铜镜。

带柄铜镜在唐代已流行，在宋代及明、清时期比
较多见。带柄铜镜不仅可以从梳妆台上取下来手持

使用，也可插于梳妆台上使用。
考古专家根据大量的古代墓葬中的壁画或古代

绘画作品中有关使用铜镜的图像资料分析，除手持
镜柄外，另一种手持铜镜的方法应该是在镜钮中穿
系绶带，然后手握绶带映照面容。最典型的是山东
嘉祥县的东汉武梁祠内表现列女故事的壁画《梁高
行割鼻拒聘》，其中梁高行右手持镜、左手握刀的画
像，明确描绘了手握铜镜绶带的持镜方法。

辽宁库伦辽代壁画墓墓道北壁有一组描绘墓主
人出行的图像，其中爱美的女主人临上鹿车前还不
忘对镜整容，侍女双手捧镜，女主人也双手扶镜。由
此可见，双手捧镜应该也是手持铜镜的方法之一。
这应该是一面较大的铜镜，单手握持肯定不稳，故必
须采用双手捧的方法。这也许是当时使用大铜镜时
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了。

二

除了手持，将铜镜置于镜架、镜台上，也是较常
见的铜镜使用方式。中国古代镜架的产生应该是
在战国晚期。从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晚期墓中出
土的一件彩绘镜及其支架，应是目前能确定的最早
的镜架。

汉魏至隋代多使用支柱式镜架，洛阳金村汉墓
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鎏金铜镜架，在半圆形带槽的镜
架两端各饰一个龙首，架下有方形柱。该镜架原来
是被插在一个方形木质底座上的。

唐代、五代直至宋代，男人和女人使用的镜架是
有所不同的。河北五代王处直墓中的两幅壁画不仅
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五代及随后宋辽时期的铜镜使

用方法，也首次直观地表现了当时男女所使用的镜
架是有所区别的。男子使用的镜架较简练，前后交
叉形结构，这种结构的镜架都出土于男性墓中。

女性则开始使用结构趋于复杂的镜台，壁画中
女性使用的镜台以方形木块作为底座，上有前后两
排高低不同的并列直立木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北宋画家王诜所绘《绣栊晓镜图》中的镜台、河
南新密市发掘的北宋壁画墓中一幅仕女梳妆图中的
镜台，基本都是这种结构。而且这种形制的镜台流
行时间较长，至少一直沿用到明代，相关的考古资料
也最为丰富，可见它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女性使用
最广泛的镜台式样。

四

三

古代铜属贵重金属材料，用它制成的镜子自然
很珍贵，深受人们珍爱。为了更好地保护镜子，避免
光洁的镜面被磨损，自古以来置放铜镜的方式也在
不断发展。迄今我国已发现的古代铜镜数以万计，
这些铜镜在出土时多附着布帛残迹，这说明古人通
常情况下是用布帛作镜衣把铜镜包裹后放置起来
的，这是古人置放铜镜的基本方式。

随着铜镜的广泛普及，盛镜器具也日益多样
化、高档化。西晋时期出现金属镜奁（lián），多见
铜奁，亦有少量锡奁，宋以后又出现银奁，此外，还

有竹笥（sì）、漆奁、木匣、金属奁、瓷盒和镜箱等。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盛镜器具是从江陵马山楚墓中出
土的一件圆形竹笥，该墓主是一位中年女性，圆形竹
笥就是她盛镜的镜奁，其中放有包裹在凤鸟花卉纹
绣绢内的羽地蟠螭纹镜。

在中国古代，铜镜的尺寸差异很大，小型铜镜直
径2厘米至8厘米，小巧轻薄，可以穿绳子系于腰间，
随身携带，就像现代许多爱美人士随身带镜子一样；
中型铜镜直径9厘米至39厘米，使用时可以悬挂在墙
壁上，有专门的镜台，用考究的镜奁存放；大型铜镜直
径40厘米至80厘米，这类铜镜常具装饰、镇宅的作
用，通常配有专门的镜托置放，更显庄严华丽。

作为收藏品，如今看到的铜镜大多已经
被岁月侵蚀得有些斑驳。人们往往会质疑：
这能照容吗？在古代，铜镜使用时间久了，
镜面便会昏暗，也难免会生锈，因此铜镜是
需要经常磨光的。伴随着铜镜的使用历史，
就诞生了一个古老的职业——磨镜。

在古代，磨镜是一种专门职业，磨镜匠师
走街串巷手里拿着工具沿街敲打，吆喝高喊，
招揽生意，妇女们听见后就出来磨镜，这叫作

“惊闺”，有些挑扁担卖小百货的也附带着磨
镜，古代绘画作品中就有描绘这一景况的。

当汉代铜镜的制造发展到一个高潮
时，工匠们便开始在铜镜上加水银以便得
到更加清楚的成像，这时磨镜的匠师就需
要在镜面上加上水银然后磨制。到了晚清
甚至近代，虽然铜镜已经慢慢淡出历史舞
台，但在街头巷尾依然能见到磨镜的匠
师。“一磨镜老翁，肩挑长凳似的东西，上面
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石，试聆听他
的喊叫，依然是‘磨镜，磨剪刀！’”这是
1925 年鲁迅在《看镜有感》中的描述。磨
剪刀的叫声如今还能偶有所闻，但是磨镜
的吆喝声随着铜镜退出照容用具舞台而成
为历史的绝唱。

阎
家
炮
楼

战国晚期
镶玉鎏金铜镜架
（资料图片）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对镜梳妆的情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