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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礼”制在家族内部的呈现形式。家风的养成是一个家族得
以延续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家族的荣辱沉浮。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
中，众多名门望族无不有着独到的家风传承。到如今，家风依然传承着
家族根脉，维系着家族底蕴，“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
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由此可见，家风不仅对于单
个家庭内部具有重要作用，还会深刻影响社会风向。家书是家风的载
体，它不像家训一般谆谆教导，而是在不经意间将书信者的世界观、人
生观进行传达，犹如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博物
馆的文物藏品中有这样一封家书，虽然距今已经过去四百多年，如今
读来，信中对为官、做事、读书、廉洁的理解，以及对子孙的殷殷嘱托和
关怀与教导，仍令今人深受教益。

开箱别嫌疑

书信的内容为：
二月初一日信，平平安安。板书外更无他物，梅受到，之垣儿可在

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去人身上搭包内亦要点验，勿曰
不必矫激云云也。至至祝祝，九江父手信寄翰、垣儿等知。在京大小人
俱平安，外面佥事、知府缺，近日有许多内而推升郎中、员外出去，则主
事缺有矣。我在七月终或八月初间决选无疑，选多在原部，不要分外之
望可也。官不在要，只在久，儿等知我者也，勿过望，勿过望。今后要藏
修，来科必要高中，是我之望也，不然当如家门何。

这封家书是目前见到的淄博新城王氏家族最原始的家书，由清初诗
坛“一代正宗”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手书。王重光，字廷宣，明嘉靖丁酉
（1537）进士，历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云中佥事、上谷参议，因在贵州
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平蛮督木，操劳过度，触冒瘴气，于嘉靖三十七年
（1558）以身殉职。嘉靖皇帝为之感动，认为“平蛮”功成为“忠君”，“督木”
殉职是“勤事”，于是亲赐“忠勤可悯”，王氏后人遂称王重光为“忠勤公”。

王重光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列二甲49名。自明嘉靖至
清末300余年间，淄博桓台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名，举人52名，贡生
158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被称为“江北青箱”。王重光在从政之余，
制订了王氏家族的著名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
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这则成文家训的要
义就是“道义”“读书”四个字，旨在教导后人如何读书、做人。新城王氏
族人将王重光视作效法榜样，将“道义”“读书”奉为行为准则，历第五世

“之”字辈、第六世“象”字辈、第七世“与”字辈，三世的持续发力，科甲蝉
联、名宦辈出，“王半朝”横空出世。新城王氏家族已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和蜚
声海内的官僚世家。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明陈继儒曰“今海
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写道：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
这封家书书写之时，王重光正在九江主持税关工作。税关是“脂膏”所在，商贾囤

积谋利，豪滑横行霸道。而王重光身处高位，廉洁自守，行事非常谨慎。王重光上任伊
始，造访者门庭若市，王重光一时难以裁决，深入民间几经查访，严拒商贾送礼之风，
当众将礼品投入江中说：“身处脂膏，而不能茹苦啖药者，有如大江。”遂深受百姓拥
戴，豪滑畏惧，声誉鹊起。

“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王重光在九江两袖清风，但身处高位难
免会有是非，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其是否贪腐的猜疑。如何自证清白？从家书中可知，王
重光邮寄一些书回家，嘱咐儿子王之垣在大门之外开箱示人，从而打消外人的疑虑，
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廉洁自守、谨慎行事的体现。

教子得所愿

家书中的王之垣是王重光次子，也是王士禛的曾祖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
人，他考中举人参加学政举行的鹿鸣宴时，突然心情烦躁，后来才知道是王重光在贵
州永宁督木中殉职。他与其他兄弟赴京为父亲请恤，得知要向当朝权贵严世蕃行贿才
能获得赠恤后，认为以贿取得赠恤，有辱父亲亡灵，慨然回家。王之垣为父亲办理丧事
后，创办家塾。他既是学员，又是家塾的管理者，每天晚上他不睡觉，其他兄弟子侄没
一人敢休息；早晨他还没起床，琅琅的读书声早开始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之垣考中进士，初官荆州府推官，专门负责刑狱工作，后回京
担任给事中、都给事中、太常寺卿、太仆寺卿、顺天府尹、湖广巡抚、户部左侍郎。王之垣去
太仓检查工作，看到粮仓中有一个大斗，心生疑惑，当得知是每有新粮入仓，管理人员各支
一大斗后，他责令管仓人员立即改正，并且说：“作为太仓工作人员，支一小斗都是违规，何
况支一大斗！”万历十一年（1583），他五十七岁时辞官回家，奉养老母，致力于家庭建设。

王之垣为官二十余年，官至户部左侍郎，“为官拒请托”，一切皆按朝廷规章制度
做事，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居乡同样二十余年，奉行“居乡不说事”，不给地方官府出难
题，不为百姓增负担，受到百姓的拥戴，体现了一个古代乡贤的高风亮节。

清慎勤传家

王氏家族第八世“士”字辈，王士禛以诗名于时，为有清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
为朱王。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政声显著，康熙皇帝亲赐御书“清、慎、勤”大字以示奖
掖。这也是对王士禛为官、理政、处事方面的肯定，“清，即清正、清廉；慎，即宽政慎刑，
慎独、慎事；勤，即勤勉于事、勇于担当”。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王士禛三子王启汸上任河北唐山县令，对儿子由一介
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士禛的心情委实难安，七个月后的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在户部
左侍郎任上、时年65岁的王士禛于京邸书写《手镜》一册交给儿子。《手镜》共有24帖、
3009字，分序言、正文、跋语三部分，正文由50条为政箴言组成。一生清正为民的王士
禛践行着他“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纵观《手镜》，最能体
现王士禛“清、慎、勤”的为官思想。“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手
须正，持门第不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
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
并将其作为莅官守则，嘱咐儿子谨遵恪守。这是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
儿子为官准则的有意交代。王士禛希望自己朴实无华的 50条教诲像一面“正容镜”，
能够时时为做官的儿子正容、正心，更希望儿子把它放置床头、案边当成一本手册时
时翻阅。在司法方面，王士禛坚持“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不与当时权贵奉行的“愚民”
政策同流。他初仕扬州之时，正值郑成功沿海抗清兵败，朝廷借此严查镇压迎降抗清
之人，一时冤案四起，王士禛不顾身家性命，查明案情平反冤狱，拯救了众多无辜百
姓，遏制了诬陷之风，赢得百姓敬重和爱戴。

王士禛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的为官思想在《手镜》中表露无遗，从中亦可看出他不
但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其言行更是《忠勤公遗墨》
家书内容的覆载与践行。他还在《手镜》中这样写道：“日用节俭，可以成廉”。他身居法
曹，每日只吃一两碗蔬菜，不枉费公家一分钱。在扬州为官五年“不名一钱，急装时，唯
图书数十箧”，足见其严肃的工作作风和自律的生活作风，时至今日仍可以致用。至
此，经过王重光到王士禛嫡系祖孙五代一百七十余年的传承与努力，“忠勤清慎”成为
新城王氏作为仕宦望族家风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概括。

从忠勤公王重光以一封只有209个的家书，到王士禛3009字的《手镜》莅官读本，
新城王氏家风充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城王氏家族传承过程中形成的
读书道义、忠勤清慎、雅重女德等内容，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
信，构建和谐社会，必将提供积极的有益借鉴。

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位于陕州故
城遗址区，是一座集文物收藏、陈列展
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为一
体的综合性博物馆，1991年 1月正式对
外开放，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拥有馆藏
文物 15000余件（套），其中三级以上国
家珍贵文物1400余件（套）。馆藏文物时
代跨度大、种类齐全、数量较多，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
研究和见证三门峡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的
重要实物例证。现选取几件馆藏青铜精
品简要介绍，以供欣赏和深入研究。

饕餮纹铜觚（图1） 1973 年 1 月三
门峡市灵宝涧口公社王家湾出土。通高
28.2 厘米，口径 16.1 厘米，底径 8.6 厘
米。喇叭形口，颈、腹修长，高足外撇，下
承圆座。颈部饰蕉叶纹，其下饰夔纹。腰
部、圈足上部各有四道扉棱，并饰雷纹
地的变形饕餮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
特征。整体造型规整，精美，纹饰繁缛华
丽，给人以庄严凝重之感。1973 年 1 月
至1974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县
（现灵宝市）先后出土了 17件商代青铜
器。这批青铜器种类丰富，铸造精美，不
仅有容器，还有工具和兵器，这件饕餮
纹铜觚就是其中的一件。该铜觚与安阳
大司空村商代M267：2和安阳殷墟M5：
63所出铜觚的器形和纹饰相近。据此推
断，这批青铜器的年代约为武丁时期
（前 1250-前 1192）或稍晚一些。武丁在
位时期，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盛
世”。与三门峡隔河相望的平陆县前庄
村 1990年还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重
器方鼎和圆鼎，可见晋南豫西一带当时
已经处于商王朝统治的重要地域。

追夷簋（图2） 1995年三门峡市李
家窑遗址市交警支队工地M44出土。通
高25.6厘米，口径20.6厘米，腹径24.4厘
米。口微敛，垂腹，圈足附三个兽面纹支
足，两兽耳。有盖，盖表隆起，顶部有喇叭
形握手。器盖、器身口沿部及圈足部各饰
一周变形蝉纹，盖表和腹部饰瓦垅纹。盖
内及器身内底部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
（图3），共6行52字。铭文为：“唯正月初
吉丁亥，追尸不敢昧先人之，对扬厥祖之
遗宝，用乍朕皇祖中尊簋。追夷用祈赐眉寿永命，子子
孙孙其万年永宝用。”这篇铭文交代了铸造此簋的时
间、作器缘由、祭祀对象以及常用的祈福祝愿之辞。铭
文的大意是：正月初吉丁亥日，追夷不敢隐瞒先人的
功绩，感谢祖先留下来珍宝，用来制作祭祀我的祖父
仲的簋，追夷真诚地祈祷祖先赐予长寿，命运长久，子
子孙孙万年宝藏享用。从埋葬的地层看，M44时代早
于虢国，应是“虢人灭焦”前，焦国人的墓葬。随葬品的
组合表明，墓主人追夷的身份为士一级贵族。追夷簋
的出土，填补了三门峡地区焦国遗存的空白，为焦国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国子硕父鬲（图4） 1990 年三门峡市公安局追
缴的虢国墓地被盗文物。通高 13.4厘米，口径 18厘
米，腹深 7.7厘米。直口，平折沿，方唇较厚，短束颈，
鼓腹，平裆，蹄足矮而粗壮，足端肥大。这件鬲的器腹
装饰有三组曲体长鼻龙纹，每组龙纹之间隔以竖向
扉棱，扉棱呈丫形，纹样间隙填细雷纹作为地纹。颈
部内侧呈逆时针方向铸有铭文一周24字：虢仲之嗣
国子硕父作季嬴羞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
5）。从铭文判断，铜鬲是虢硕父为他的妻子季赢铸作
的礼器。同时追缴回来的还有一件虢硕父簠，器盖、
底铸有相同铭文：“虢硕父作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
永宝用享”。《国语·郑语》载：“夫虢石父谗谀巧从之
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以虢
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
利，王用之。”古代“硕”字与“石”字相通。《说文》载：

“硕，头大也，从页石声。”所以，金文中的虢硕父即文
献记载的虢石父。他是西周末年虢国的国君，同时还
是周幽王的卿士。铭文中的虢仲，应是周厉王的卿士
虢公长父、虢国的国君。西周时“学在官府”，国子，是

对太学里的贵族子弟的称呼。季嬴为某嬴姓家族中
排行最小的女子，应为虢石父之妻。铭文大意是虢国
国君虢仲的后代虢石父在其尚为贵族太学生时，为
其妻子季嬴作此铜鬲，并希望子孙世世代代用它来
祭祀祖先。虢硕父鬲在虢国墓地的出土，进一步说明
了在西周晚期，虢国已经东迁到豫西三门峡一带。

蟠虺纹扁壶（图6） 1985 年出土于三门峡市区
上村岭，通高 31 厘米，口径 11.1 厘米，底径 16.7 厘
米×9.2厘米。盘口，束颈，扁鼓形腹，长方形圈足。肩
上有对称兽面铺首衔环，颈部饰一周锯齿状纹饰，腹
前后各饰五道横栏，并以交错的直线栏形成19个规
整的几何形方格，以长方形居多，上腹和下腹也有三
角形和倒梯形，其边缘与壶的轮廓浑然一体，其方铜
格内饰蟠虺纹，所以称其为蟠虺纹铜扁壶，口沿下和
方格栏上均镶嵌有红铜装饰条，精巧美观，底部有

“ ”符号。据考古资料，这种扁壶多出土于陕西及豫
西一带，是战国时期秦国贵族墓葬随葬器物中的典
型器物之一，后人也称之为秦式扁壶，它与茧形壶、
蒜头壶被公认为是最具秦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件青
铜扁壶造型典雅，制作精美，极具代表性，是研究先

秦时期青铜壶的重要实物例证。
博山铜熏炉（图7） 2001 年三门峡市区向阳汉

墓出土，通高24厘米，炉口径9厘米，底径18.8厘米。
器身下为一圆盘，盘中心为一仰首游动的龟，龟背
上站立一只展翅欲飞的凤鸟。凤鸟引首向上，口衔
圆珠，上承博山熏炉。炉身子口内敛，扁球形腹，炉
盖饰山峰叠嶂，层峦高耸，镂孔错落分布其间。博
山炉作为一种造型特殊的熏炉，炉盖高耸如山，模

拟仙山景象，饰有灵兽、仙人，镂有隐蔽的孔洞以散香
烟。炉下常设有贮水的圆盘。汉代熏炉数量多，种类丰
富。材质以陶炉、釉陶炉、铜炉为主，器型有博山炉、鼎
式炉、豆式炉等多种样式。博山炉以山形为主题，间杂
四神、瑞兽等装饰，体现了汉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

流行于汉代的求仙思想，也见证了两汉时期熏香
之风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盛行。

真子飞霜镜（图8） 1994 年三门峡市黄河
路西段电业局工地唐墓出土。直径30.9厘米，八
出葵花形，龟钮。钮上方饰云山日出纹，下方饰

池水山石，自池中生出一枝莲叶，即为钮座。左侧
一人峨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几案，后依竹林。右
侧一凤，舞于石上，凤上方有两株神木。外区为一
周铭文带。镜背上整个画面气韵生动，层次鲜明，
构图复杂而又不失工整，诉说着千年前人们的生
活状况和精神世界。该镜阔大厚重，做工精良，纹
饰清晰，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熠熠生辉，是一件
难得的唐代铜镜精品。更为可贵的是这面镜外沿
处有一圈四十字铭文诗，字体为小篆，铭文为：“凤
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会，白玉芙蓉
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
春，相。”镜铭“日月恒会”应为“日月恒相会”。“相”
字因铸造失误，排至文末。根据其铭文，清代冯云
鹏、冯云鹓在《金石索》中将其命名为“凤凰双镜”。
这首铭文诗无疑是一首爱情诗，字里行间透露出
对相爱之人的思念和祝福，以及对真挚爱情和美
好婚姻的向往。真子飞霜镜的镜背纹饰构图饱满、
内容丰富，蕴含着丰富的道家元素和思想，表达了
人们憧憬飞升成仙、祈求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以
及对美好爱情和圆满婚姻生活的向往，是研究唐

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代铜俑（图9-12） 1986年3月，公安部门发现

位于灵宝大王乡南营村的明代许氏家族墓地中的
三座墓葬被盗，待案件破获后，缴获了 58件明代铜
俑。之后，三门峡市博物馆收藏28件，河南博物院入
藏 30件。三门峡市博物馆藏的 28件铜俑，每件通高
24厘米至 38厘米，均立在长方形铜座上，座高５厘
米，全系青铜模铸而成，其中 8 件侍奉俑、5 件女乐
俑、15件仪仗俑，姿态各异，栩栩如生。该铜俑组成
一支高官出行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威震四方。

女乐俑，高发髻上挽着头花，身着束腰长裙，或
抚琴、或弹唱，呈现为主人演奏状。如持琵琶女乐俑
（图 9），通高 26厘米。头挽高髻，上着右衽窄袖绣花
长衣，下着及地长裙，足蹬尖头履，站立于几形平座
之上。双目平视，口唇涂朱，面露笑意，姿态充满动
感，怀抱琵琶，左手扬起扶着琵琶柄端，右手抚弦作
弹奏状。品萧女乐俑（图10），通高25厘米，头发挽成
双髻，耳戴耳环，上着右祍齐膝带花衣，下着长裙，裙
纹自然下垂，足蹬尖头履。口涂殊红，面带微笑，站于
方形平座上。

一件捧盒男侍俑（图 11），通高 38厘米，头戴璞
首，身穿广袖交领长袍，腰间束带，足着圆头履，面部
圆润，神态恭谨，双手捧圆盒，上身前倾，立于四足平
座之上。

仪仗俑则是另一番模样，他们端庄肃穆，虔诚恭
谨。如一件持钺仪仗男俑（图12），通高25.8厘米，头
戴毡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衣，衣过双膝，腰束宽带，足
蹬深筒云靴，右手叉腰，左手执钺，靠于左肩，身前
倾，双足站于棱形桥足平座之上。

灵宝许氏家族在明代中后叶是名门望族。自明
宪宗成化年间至明世宗嘉靖年间，许氏父子先后出
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当时
就有“许半朝”的美誉。这组铜俑雕琢精细入微，人物
造型栩栩如生，神态刻画逼真，线条流畅而富有质
感，件件都是精美之作，既表现出高官出行的威武场
面，又展示出高官日常的生活内容，同时也丰富了明
代随葬俑像的研究资料，对研究明代雕塑工艺、造像
艺术、丧葬习俗、服饰文化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铜为镜，可宜文章；以铜
为镜，可照其行……铜镜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照面饰容
的生活用具，也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它
正面可照容，反面可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
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铜镜萌芽于夏，兴起于战国，盛
行于汉唐。自唐末以来，铜镜开始衰落，北宋略有复
兴，南宋继续衰落。宋代人物故事镜是中国青铜镜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吸收借鉴了汉代、唐代的人物
故事题材，并以民间故事为原型创造了更多人物故事
主题，使得这一时期的人物故事镜的题材种类有了很
大的拓展。陕西省兴平市博物馆收藏的“柳毅传书”铜
镜故事题材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十分精致。通过赏
析可以发现，古代匠师给铜镜的纹饰和铭文以更深刻
的含意，赋予其美好的寄托和希望，同时也反应了我
国青铜工艺的深厚水平，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
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人文故事打开了又一扇窗
户，具有较高的审美意趣和研究价值。

兴平市博物馆藏宋代柳毅传书故事铜镜，直径
16.3厘米，镜缘厚 0.5厘米，重 660克。镜面呈圆形，
背面中心圆钮，顶略平，素边缘，图案分上下两区。上
区左上方有一棵枝开叶蔓的大树，树下为龙女和柳毅
在相对而语。龙女发髻端庄，衣袂飘飘；柳毅拱手见
礼，头戴幞头，身着长袍。右边一男子牵马旁立，附近
青草丛中羔羊遍地或立或卧，或饮水或食草，形态各
异。其间有一方框铸有铭文“河中府马家白同镜”。下
区为湖水，波光粼粼，水中一对体形硕大的鱼相对嬉
戏，腾跃其中。为何两条鲤鱼要占据铜镜纹饰的一半
空间呢，因为古人认为鱼和龙是可以互相幻化的，这
两条鲤鱼不是普通的鱼，可能代指洞庭龙王和钱塘龙
王。这些纹饰和铭文的产生与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

“柳毅传书”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神
话故事之一。最早反映“柳毅传书”的文学作品是唐

传奇小说《柳毅传》，见于《太平广记》，出
自唐人陈翰所编《异闻集》中，由李朝
威撰写。主要描写的是书生柳毅落
第后，在前往告别乡人的路上，遇
见一妇人牧羊，容颜憔悴。遂问而
得知，妇人乃洞庭龙王之女，嫁给
泾川次子，未能得幸，又蒙姑舅毁
黜，甚是可怜。洞庭遥远，想与父
王通信不成，欲借柳毅之手将目前
处境告知父王。柳毅深感同情，欣然
答应。龙女遂告知入洞庭之法，并予以
书信。柳毅攻坚克险，告知洞庭龙王，几经
波折，后泾川次子被龙王弟钱塘君所灭，龙女得救。
几经周折后，嫁于柳毅，终成眷属。故事内容展现出
了奇异浪漫的色彩和清新俊逸的风韵。情节也离奇
曲折，富有戏剧性，自唐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兴
平市博物馆藏“柳毅传书镜”体现的正是龙女得救后
与柳毅依依惜别的场景。柳毅传书结良缘，有着美好
寓意和文化内涵。

宋代柳毅传书故事铜镜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上面
的铭文，在镜面中间偏右，有一方框，内有铭文“河中
府马家白同镜”八字。铭文中的“同”通“铜”。“河中
府”是地名，始置于唐代开元年间，据《旧唐书》卷四
十三《志》《第十九地理二》记载，河中府属河东道。河
中府之名最早自唐代开元年间出现。在宋金时期，河
中府又经历了数次变动。《金史》记载：“河中府，散，
上。宋河东郡。旧置护国军节度使，天会六年降为蒲
州，置防御使。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仍旧护国军节
度使。大定五年置陕西元帅府。户十万六千五百三十
九。县七、镇四。”由此看来，历史上的河中府就在今
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一带。铭文中的“马家白同
镜”应该指的是此镜为姓马的工匠或作坊制造。

宋代人物故事铜镜出土较多，主要以具有浓厚

宗教色彩的神仙故事为题材，采用粗线条
画法，用浮雕技法处理。诸如仙山楼阁、

云中飞鹤、山谷云绕、寻仙访道，使画
面呈现出超凡脱俗的神仙意境。有的
故事题材所表现的内容能从史籍记
载中找到，如柳毅传书故事镜、童子
攀枝镜、许由巢父故事镜、吴牛喘月
故事镜、带柄人物故事镜、萧何追韩

信故事镜等等，多为中原地区广泛流
传的历史故事被用于铜镜上。从整体

看，铜镜的纹饰艺术水平很高，内容十分
丰富，人物的造型优美古雅，表情也很丰富，

包括其中的树木、花卉及动物的塑造技法，细腻生动
活泼，具有立体感。构图繁缛，饱满、华丽，人物的姿
态简练明确，风格朴实，以形写神，表现了当时社会
的风俗与人们的生活及爱好，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展
示了宋元时期的铸造艺术特征。

柳毅传书镜的内容是一部深刻揭示社会不公和
人性弱点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
柳毅凭着一颗勇敢、坚定的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勇
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依靠任何人，而是凭借自己
的努力和勇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创造了自
己的价值。这个故事启示人们，只要有一颗勇敢和坚
定的心，就能够克服任何的困难和挫折，兑现自己的
诺言，人生就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兴平市博物馆收藏的这面“柳毅传书”镜，是以
“柳毅传书”故事为背景，镜背装饰画面描绘了“泾水
托书”这一场景。从各地收藏和出土“柳毅传书”镜的
情况来看，这类题材的铜镜在这一时期乃至后期非
常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意识、生
活时尚和审美观念以及铜镜铸造工艺水平和人们的
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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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市博物馆藏柳毅传书故事铜镜赏析 孙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