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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色的缩影。金
代铜镜，以多元的时代风格，丰富的纹饰题材表
现，铸刻铭文的史料价值等，日益为研究及收藏
领域所重。金代铜镜，既传承吸收了中原铸镜文
化的优秀传统，又融合体现了北方地区的民族文
化特色，蕴涵宋辽金时期的文化观念、民俗信仰。
从实物发现看，其流传分布区域很广，工艺、形
制、题材多样，也颇多开拓创新，双鱼镜享誉有
加，人物故事镜亦别具一格，还多存留珍贵铭文，
反映出世俗化、民族化及铸造管理模式等诸多特
点。宁夏博物馆收藏金代铜镜十多面，多属传世
品，亦颇具特色，现择数面介绍于下：

“犀牛望月”刻铭镜（图1）
直径 12.7厘米，圆镜，圆钮，顶部较平，无钮

座，素平缘。镜背图案铸磨非常精细，内区钮左
上方横挂一轮弯月，两朵流云对称烘托于下。
月右侧为星云图案，由星点与线段相连组成。
钮周围水浪翻涌，其间似出没几株瑞草。钮下
方有栏隔开水、岸，岸中跪卧一牛，体型健硕，
仰首望月。外区大半周饰蔓草纹，余处阴刻“陕
西东路铸镜所官（押）”八字铭文和一枚押记。西
安市文物考古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宁夏固原
博物馆收藏有与此镜图式及铭文完全一致的铜
镜各一面。

“犀牛望月”菱花镜（图2）
直径 11.4厘米，八出菱花形，圆钮，无钮座。

镜背上方花瓣式流云托出半圆明月，两侧各四颗
圆星，月中似有景物若隐若现。钮外水势滔天，间
有峰谷错落，其间点缀云纹。钮两侧各有一条摩
羯，龙首鱼身，背侧露出一鳍，大如翅，挺头翘尾，
潜游于水中。左侧摩羯尾下探出一条大鱼头部。
钮下方水中卷云托出一块礁石，一只牛伫立于石
上，回首上望。近缘处布一周凸弦纹，间饰八朵流
云纹。此镜图案为浅浮雕，犀牛望月、摩羯及鱼都
是金代铜镜的典型题材。此镜式相同馆藏品还见
有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一面，吉林博物院1954
年吉林江北出土的一面。

犀牛望月纹饰主要见于宋金铜镜，定窑、耀
州窑一些瓷器中也曾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宋耀
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关于这种纹饰题
材，文博界早期普遍定名为“犀牛望月”。后又有

“吴牛喘月”之说，此典故原意为南方吴地之牛，

暑夜惧热，故见月而喘。有学者认为，从宋金文献
中有关“犀牛望月”或“坤牛望月”“犀牛涉大水”
的记载看，此类传统纹饰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以
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从相关文物分布角度来
看，宋金时期，犀牛望月纹饰在金朝兴起的东北
腹地及南宋地域都有发现，且不仅限于铜镜，瓷
器、钱币上亦有出现，说明此题材是当时兴起且
较为普及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体现了各民族间
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承安四年铭四兽纹镜（图3）
直径 9厘米，圆形圆钮，无钮座，折缘，镜缘

稍外卷，缘高与钮高相同。背面以两周凸圆棱分
隔内外，内区饰四个长尾兽同向绕钮追逐，兽的
形态似鼠。外区于内外棱间阳铸楷体铭文“承安
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押），
提控运使高（押）”。承安是金章宗所用第二个年
号，共 5年，承安四年为公元 1199年。目前，承安
二年、承安三年、承安四年、承安五年铭文镜都有
发现，且内容大同小异，又称承安镜。宁夏彭阳博
物馆藏有与此镜一致的承安四年铭文镜一面，
1991年于宁夏彭阳县孟塬乡出土。镜式、铭文均
与此镜相同，还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陕西
历史博物馆三面，耀州窑博物馆、铜川博物馆各
一面。无独有偶，多集中于西北地区，反映出陕西
是金代的一个区域铸镜中心。

此镜铸铭中“陕西东运司”与图 1铜镜刻铭
中的“陕西东路”，都是“陕西东路转运司”的略
称。金参仿宋、辽之制设转运司，为管理地方经
济财赋的机构。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设十
三路转运司，陕西东路转运司治京兆府（今西安
市）。转运司职能为“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
衡度量之制”，其中“权衡度量”指负责度量衡
器、铜器等的发行管理。“陕西东路铸镜所”显系
转运司的下属机构，专门负责铜镜铸造。金代铜
镜资料中，另见有“山东东路铸鉴所”“南京路镜
子局”之名，应该是与“铸镜所”同类性质机构的
别称。铜镜的铭文说明，铸造或錾刻官府验记文
字和押记，系金代铜镜的一大特点，亦证明了

《金史》记载中的关于金代铜镜管理非常严格，
铜镜由官府监造，并加以验记的史实。这与金代
实行的较为严厉的铜禁政策及官府对铜镜铸
造、销售实行的严格监管有关。从铭文判断，此

类带有铸镜机构名称及监造官员官职姓氏押记
的铜镜为金代官府铸镜，是规范的官铸镜样式，
代表由官府监造的标准器。

连钱纹铭文镜（图4）
直径 10厘米，八瓣菱花形，小圆钮，花瓣形

钮座。座外饰连续且重叠的圆形方孔状钱纹，孔
内饰五点状小花瓣，近缘处饰一周连珠纹，整体
图案清新雅致，表达了财富汇聚的美好寓意。外
区饰花叶和花蕊纹，阴刻“枹罕验讫官”五字行书
铭文和一押记。这件铜镜边缘上錾刻官府验押文
字铭，也是金代官府对铜镜铸造实行检验监管制
度的反映。枹罕，为甘肃省临夏市古称，秦汉置枹
罕县，存至金末。临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菊
花纹刻铭铜镜，1977年出土于甘肃省临夏市南龙
乡马家庄，亦錾刻有“枹罕验讫官”铭及押记，此
两镜刻铭可互为参照，是很好的地方史研究实物
资料。

四花铭文镜（图5）
直径 12.3厘米，圆形，桥钮，花瓣钮座，素平

缘。钮外环饰四组缠枝花卉，近缘处饰一周锯齿
纹，缘上刻铭较浅，可辨出“平□府录事司验讫官
（押）”。花草纹是宋辽金时期流行的铜镜纹饰，此
镜亦刻有官府检验文字，金代特征明显。

柳毅传书人物故事镜（图6）
直径 17.5厘米，圆形，银锭钮，无钮座，宽素

缘。镜背分上下两组图案，自左边伸出一株大树，
枝冠延至上方。树下一男一女作对话状，女子高
髻长衫，男子戴幞头，长袍束带。右侧一童子牵马
而立。几只羊散于其间，或食草或奔跑。枝下一单
线长方形栏内有阴刻铭文，因磨损而不清晰，依
稀可辨“安□府□□同镜”字样。钮下一条长线将
水陆隔开，下半部分为湖水双鱼，水波涌动，两条
大鲤鱼逐戏其中，增添了装饰意趣和爱情寓意。
此镜制作采用高浮雕技法，层次分明，画面雅致，
颇具宋代山水画之妙。“柳毅传书”故事取材于唐
代传奇小说，铜镜构图多选取其中“泾水托书”

“洞庭传书”“湖滨惜别”三个情节，表现故事的主
题内涵，表达人们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此镜
展现的是“泾水托书”的情景，宋金之际将柳毅传
书故事物化在铜镜上，流传广泛，延续时间较长，
也从侧面反映金代社会生活中大量融入内地传
统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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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形玉龙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
殓衾之上。青玉。深冰
青色，局部受沁呈黄
褐色斑。玉质细腻，半
透明。龙身皆卷曲成
C 形。正背面所饰纹
样相同，龙长角贴背，
龙上唇外翻，臣字目，
眼角带勾，口微张，三角
形尖尾内卷，身饰重环纹。
口部有一小圆穿。最大外径 4.5 厘
米、宽 1.2 厘米、最厚处 0.45 厘米。C 形玉龙因身体蜷曲呈 C 形而
得名，是红山文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也是远古时期人类万
物有灵的写照。其造型基本承袭商代形制，呈环状。龙身纹饰用
单阴线，双阴线雕刻龙的轮廓，龙身以鳞纹、重环纹和卷云纹为
主，龙纹由具体转为抽象。从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商代敬鬼
事神的祭祀神灵发展成为西周等级制度的礼仪用器，以及君子
比德于玉的装饰佩玉，最终成为贵族阶级权利和地位、身份与财
富的象征。

玉夔龙

出于虢仲墓内
棺盖板上。青玉。
豆青色，局部受
沁有黄色斑块。
片 雕 。玉 质 较
细，微透明。夔
龙伏首，张口
触 地 ，近 菱 形
目，一足前曲而卧，长尾

拖地，后端上卷。口部和尾部各有一
穿。长 4.2厘米、宽 2.5厘米、厚 0.45厘米。龙头上有宝菌状角，单足
伏地而卧，长尾后端上卷，应为文献所谓的一足之夔。夔龙是龙的
主要形象之一，夔，形与龙相似，《说文解字》云:“夔，神魅也，如龙、
一足。”夔龙纹多出现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上，西周
时期也作为玉器的造型出现，与其他龙的造型不同，它的形象多为
张口、卷尾，一足的长条形，具有神秘古拙的美感。

虢仲墓出土的龙形玉器，设计思想和古代的祥瑞、瑞应、符
瑞、祯祥及礼制尊卑相关联，从新石器时期的图腾崇拜，将其当作
保护神，然后发展成为商代敬鬼事神的祭祀神灵，成为权利、身
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为研究西周礼制、用玉制度等提供了实物
资料。

玉猪龙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作
品。由青玉制成，豆青色，半透明，圆雕，通高4.8厘米、最宽处3.1厘
米、厚度2厘米。从其头部向下贯一圆穿，颈部可见一横向小穿孔。
椭圆眼，鼻间略有皱纹，吻部平齐，双耳耸立，整体呈C形作回首
卷尾猪龙状。此猪龙头顶部可见阴刻“田”字纹样，是典型的红山
猪龙形象。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猪是财富的象征，故
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是一种饰物，而应是一种祈雨求丰年的
神器。

红山玉器的造型注重浅雕和浮雕的多样化手法，所选题材
多是对仿生动物和自然现象进行的再加工，最鲜明的特色是既
讲求整体的形似，也注重关键部位的神似，风格豪放质朴，不加细
腻修饰；在制作工艺上，红山玉器的独到之处在于线条勾勒熟练，
碾磨技艺精湛，二者相得益彰，经过匠人的精心雕琢，将动物的形象
体现得栩栩如生，独到的技艺造就了其古朴苍劲之神韵，此器出于虢
国国君墓，玉质上乘、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时代较早，反映了国君对
前朝玉器的喜爱。

龙首戈形青玉佩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青玉，冰青色有棕褐斑。通
长 5.45厘米、最宽处 5.1厘米、厚 0.35厘米。玉质润泽细腻，半透
明。正背面纹样相同。上端为龙首，臣字眼，眼角带勾，张口卷鼻，
上唇微卷，长角贴脊。下端为一戈形，三角形锋，有刃，援有脊，锋
刃与边刃较锐利。龙口部有一圆穿。

佩玉习俗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殷商时期常见，到了周代随着玉器
被赋予道德观念而人格化，用玉的多少、复杂的程度也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重
要标志之一。龙首戈形青玉佩是罕见的玉器精品，其造型优美，文化内涵丰富，印
证了《礼记·玉藻》中“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记载，充分体现了
虢国国君的等级、地位和财富，为研究西周礼制、用玉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背鸟蚕身玉龙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长 6.2厘米、
宽2.6厘米、厚0.65厘米。由青玉精制而成，冰青
色。阴线片雕，龙首“臣”子眼，张嘴，屈身，“瓶
形”高犄角向后翘起，腹部阴刻七道纹饰，分成
八节。龙首蚕身，龙背上站一立鸟，鸟形态安详，
昂首挺胸，傲然而立，身上刻羽纹，颈下有垂囊，
长尾，是中国神话中“金乌负日”的太阳神鸟形
象。玉雕巧妙地将龙、蚕、鸟三种形象融合于一
体，反映了先秦思想中“蚕为龙精”的观念，是物
质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衔尾玉龙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最大外径 5.2厘米、
宽 1.9厘米、厚 0.8 厘米。青玉。深冰青色，局部受沁有
黄褐色斑。玉质细腻，半透明。器身为扁平体，龙盘近
圆形，龙角贴背，上唇外卷，下唇下勾，尖尾衔于龙口
内。正背面纹样相同，臣字形目，眼角带勾，身饰单排
重环纹。头顶部有一小斜穿，龙爪处卷曲成一圆穿。其
造型特点是龙身盘卷成环形，龙口衔接龙尾。这样的
造型源于红山文化C形玉龙，兼具蛇的体态特征，是
商周时期玉龙造型演化的特殊形态。

环状玉龙

出于虢仲墓棺内的殓衾之上。青玉。冰青色，局部受沁呈黄褐色。外
径2.6厘米、孔径0.7～0.9厘米、厚1.3厘米。龙首似猪龙，双叶状立耳，方
形目微凸，吻部前伸，口微张。整体弯曲成圆环状，身中部有一道浅凹
槽。玉质细腻，微透明。

猪与原始农业关系密切，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作中捕捉动物特点，
以及在龙身上寄托力量和希望，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象征、变形、夸张
的手法，制作成温润晶莹、纹理细腻的玉器。环状玉龙来源于现实生活，
极富想象力，造型优美、形态逼真、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工
匠娴熟的技巧和高超的治玉技艺，善于捕捉特点和长于神韵表达的匠
心，而且还洋溢着先民炽热的情感及对生灵美的欣赏，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

龙形青白玉佩

出于虢仲墓内棺盖板
上。青白玉。青白色，局部受
沁呈黄褐色。玉质温润细腻，
半透明。片雕。龙头上有云纹
角，鬃毛后披弯曲，臣字目，
眼角带勾，长鼻上卷，吐舌，
身饰勾云纹。底端有一短榫，
榫中部有一圆穿。高 7 厘米、
宽3.7厘米、厚0.6厘米。

龙形青白玉佩选料精
良，玉质致密坚硬、温润光
洁。刻工讲究，布局井然有
序，边角方圆适度，线条遒劲
有力。造型独特，严谨规范，纹
饰变化繁复多样。玉佩工艺精
湛，具有时代风格和特征，彰
显了西周时期成熟的治玉技
术，开拓了玉器新时代。精湛
琢玉的工艺，承载着虢国人的
聪明才智，寄托着他们的价值
观和审美观，并以这种特殊形
式进入虢国的政治、宗教和
文化生活中，形成温润晶莹
的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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