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锡颜色银白，质柔软，一
般多以锡石形式存在于花岗
岩里。锡的熔点较低，约为
231摄氏度，提炼方便。在古
代，工匠们把锡石和木炭混
合在一起加热，锡达到熔化
的温度时，就会从锡石中还
原析出。锡的优点在于，材
质柔软，易被加工成不同形
状。由于锡的熔点较低，容
易和铜或其他金属形成合金
并覆盖在器物表面。

锡在一般大气条件下化
学性质较稳定，耐氧化且不
易变色，因而可镀在铜镜的
表 面 ，以 提 高 其 耐 腐 蚀 性
能。我国古代的铜镜制作
中，都掺有锡。如我国春秋
战国时期的科技论著《考工
记》卷上之“攻金之工”载有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在这里，“金”指铜，“鉴”指铜
镜，“燧”指凹面镜，“齐”指配
合比。该书认为，制作铜镜
之类的器物时，铜与锡的配
合比为 2 ∶1，即锡的含量为
33.3%，这样制作的铜镜呈现
灰白色，且坚固耐用。

铜镜铸造完成或使用一
段时间后，均需要打磨光亮，
才能达到光洁照人的效果。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
卷十九“修务”载有“明镜之
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
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
毫可得而察”。这说明镜子
刚铸造完时，需要磨光，否则
很难显示清晰的人像。同
时，“玄锡”是磨镜药，将其涂
在铜镜表面反复摩擦，再用
白毡擦拭后，可显示出清晰
的人像。

有学者认为，“玄锡”是
水银。明朝官员刘基所撰

《多能鄙事》卷五则对磨镜药
的成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
明：“白矾六钱，水银一钱，白
铁（锡）一钱，鹿角灰一钱。”
磨镜药配制的具体做法是：
先用水银将砂子、锡细磨如
泥，然后洗净，再加入鹿角
灰及白矾，研磨极细后方可
使用。

其中，水银主要起反光
作用，白矾主要起去污（锈）
作用，锡可增亮，鹿角灰有利
于镜面的平滑。科学研究表
明，上述混合物用毛毡在铜
镜表面反复擦拭后，可对铜
镜加以抛光，并在表面形成
富锡层，使得铜镜呈现白亮
如银的效果。

由上可知，故宫藏铜镜
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浓厚的
文化艺术信息，还是我国古
代光学、物理、化学、材料加
工等多种学科综合运用的体
现，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文
化和科学价值。

据《科技日报》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
梧桐叶落时。”在山西河津窑的
一个金代瓷枕上，有白居易《长
恨歌》的诗句。中国古代的瓷
枕已经是很让现代人匪夷所思
的器物，还要将诗文写在瓷枕
上，我们无从考证这样美妙的
想法最初是怎样浮现在匠人的
脑海里，但事实上，诗文题材是
河津窑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瓷枕之上
诗文书法水平高

山西河津古称“龙门”，北
宋时因境内有黄河渡口而改
名河津。河津位于黄河与汾
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自唐代
起，瓷器生产历千年不绝。公
元 12 世纪前后的宋金时期，
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开封，人
口增加，经济繁荣，瓷器生产
达到鼎盛。

2016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在河津固镇进行的抢救性
发掘，发现一处宋金瓷窑遗
址，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无相
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国内外
相关瓷器文物找到了烧造窑
场，而且揭示出完整的制瓷产
业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
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等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并因此入选当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北宋精细白瓷和金代装
饰瓷枕代表了河津窑的工艺
水平及产品特色。其中金代
瓷枕分高温粗白瓷枕和低温
釉陶枕两类，造型以八角形和
腰圆形为多。河津窑工在借
鉴周边窑场技术的基础上，非
常注重在艺术、造型、装饰、色
彩和内涵方面的重塑，并形成
了鲜明的自身特色。而携带
文人气韵的诗书题材瓷枕，其
文字内容或是唐宋名家诗词，
或为地方文人佳作，书法艺术
水平也很高，表现形式多样。
在瓷器工艺上，呈现完全可与
文人比肩的书法之作，这在中
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剔花填黑彩
是主要装饰技法

书法枕的表现手法可分
三类。

一类是在白色化妆土表
面或减地处蘸黑彩书写。

一类是采用剔花填黑彩

工艺，再蘸白色化妆土书写，
画面对比鲜明，立体感强，有
浅浮雕效果。比如，一件白地
剔花填黑彩书法八角形枕，枕
面随形勾双线边框，中间书写
五言诗：“柴门掩石泉，夏日亦
闻蝉。冷落花廷竹，馨香草里
兰。”书法欹侧多变，运笔劲逸
不纵。大胆沉稳的剔花填黑彩
技艺、超凡脱俗的黑地白粉书
法、纯熟秀雅的三彩运用，使河
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
彩呈现等方面独具匠心。剔花
填黑彩是河津窑瓷枕最主要也
最具标识性的装饰技法。

还有一类是直接在枕面
刻划文字。如一件书写北宋
诗人范仲淹《越上闻子规》的
瓷枕，以月牙形壶门开光搭配
传统的珍珠地划花技法，枕面
阴勾双线半月形边框，内被竖
向双线分割，中间勾划诗文，左
右划花叶纹，衬以珍珠地。除
了对原诗文的直接引用，还有
一些即兴发挥，以契合匠人自
身想表达的意境。枕面书法多
俊秀老辣，用笔章法考究，显示
出书写者深厚的书法造诣。

花卉纹样是仅次于诗文
的装饰题材，以牡丹最为常
见，取其富贵吉祥之意，多以
剔地留纹和珍珠地划花技法
来展现。有的作盛开状，有的
作含苞状，形象鲜活生动。八
角枕以剔地填黑手法展示，黑
白相映，尽显牡丹雍容华贵之
美。圆形枕以珍珠地划花技
法表现，用线条勾勒牡丹花
叶，简洁明快。低温釉陶枕上
的牡丹，则以色彩取胜，花瓣
呈白色，花蕊呈黄色，枝叶呈
绿色，整体效果素雅端庄。荷
花也是常用的花卉纹样，多以
剔花填黑彩技法展示其“出淤
泥而不染”的清高境界。除诗
文、花卉类主要题材，还有婴
戏、动物及人物故事等。

山西是金代文化重镇，河
津窑瓷枕上所呈现出的书法
艺术成就，与当时高度发达的
文化背景分不开。在河津窑
的陶瓷艺术中，瓷枕不再是简
单的枕具，其丰富的造型和图
文装饰，承载了绘画、诗歌、书
法、雕塑等中国传统文化，兼
具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
功能，是研究金代民俗风情、
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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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铜镜：制作精细，蕴含古人科学智慧
□周 乾

古往今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镜子由于具有映像功能，因而成为人们修饰仪貌的重要生活用具。
在古代，镜子主要由铜铸造而成。我国铜镜铸造历史悠久，可溯源至距今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时

期。故宫博物院藏铜镜数千面，为战国至晚清的各个历史时期铸造。其形状多为圆形，还包括菱形、方
形、葵花形等形式。

这些铜镜的正面用于映像，背面多做丰富多彩纹饰及铭文，内容或为图腾信仰，或为吉祥文字，或
为神话故事，或为楼台亭阁等。这些铜镜的铸造，历经制作镜范、浇筑原料、打磨镜面等工序，其中包含
了丰富的古代科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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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范是铸造铜镜
的模型，由泥制成，也
称为泥范，包括镜面
范和镜背范。泥范主
要由黏土和细砂构
成。其科学性在于：
材料透气性及热稳定
性较好；黏土易于成
型，可获得精美复杂
的纹饰；细砂有利于
防止泥范的变形。另
外，泥范中还有掺入
稻壳灰的做法，可提
高泥范的冲型能力。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
撰的《天工开物》卷八
之“镜”载有“凡铸镜，
模 用 灰 沙 ”。 此 处

“ 灰 ”是 指 稻 壳 灰 ，
“沙”是指细砂。

镜范制成后需要
缓慢阴干，然后入窑
焙烧至920摄氏度左
右。阴干有利于防止
镜范开裂或变形，焙
烧则可使其中的碳酸
盐分解。镜范多为侧
立状，浇口上小下大，
有利于金属液的充分
注入；浇口、冒口的边
缘与镜边缘相交处较
薄，便于铸后清理。

此外，镜面范有
略凹进的弧度，也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平
面镜虽然可保人像在
镜中不失真，但是显
示范围有限。而当镜
面略有凸起弧度（类
似于球面镜），则可以
获得较为全面的、不
过于失真的人像。

当铜镜的颜色偏
白时，有利于显示清
晰的人物像。而当铜
镜的硬度较高时，则
有利于对其进行打
磨。要使铜镜偏白
且具有一定硬度，可
适当增加铜镜中的含
锡量。

清代科学家郑复
光所撰《镜镜詅痴》卷
之一“镜资”载有“铜
色本黄，杂锡则青，青
近白，故宜于镜”，意
思是指铜本来是黄
色，掺了锡后就会变
成青色，而青色与白
色接近，因而适合做
镜子。秦国相邦吕不
韦等人所撰《吕氏春
秋》卷二十五载有“金
柔锡柔，合两柔则为
刚”，即铜锡合金（即
青铜）比铜或锡硬度
均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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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玉兔菱花镜
唐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款掐丝珐琅山水楼阁图铜镜 清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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