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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的古代铜镜藏品丰富，但其中大部分藏品没
有做过展示，入藏以来少有与观众见面的机会。究其原因多
样，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撑，对部分藏品认
识不够清晰，有待为深入长远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其次，在
藏品管理方面，年代清晰、研究充分的出土品与传世品、征集
品、旧藏品、追缴文物等没有分类，造成藏品管理与展览内容
设计沟通不畅，使得较多藏品雪藏而无法问津。再次，文物的
研究成果与展品及展览内容创作间的衔接不畅。

铜镜展览面临的是馆藏一般文物用于展览的困难。而商
周青铜盘则面临着馆藏精品文物的展览瓶颈。以山西博物院
珍藏的晋公盘为例，此盘从入藏以来颇受公众关注，但大部分
的关注点集中在公安机关追缴文物上，对文物本身的历史、艺
术、技术价值宣传相对较少。山西博物院有必要进一步全面深
入发掘和宣传晋公盘的价值。在馆藏中与晋公盘同一级别的
文物还有很多，但也存在宣传不充分的问题，打造明星展品，
发掘深层文物价值是此类文物展览的着眼点。

解决馆藏一般文物研究薄弱的问题，首先需要将目光放
到文物研究的学术环境中去考察，如对铜镜的历史研究及成
果汗牛充栋，可以借鉴的非常丰富，需要从大量的学术研究著
作和文章中提取与馆藏文物相匹配的成果。这个过程类似学
术研究的第一个环节——写研究综述，目的在于了解铜镜研
究的历史和当下学术前沿。如果非专业研究人员，第一步需要
花费较长时间进入，但随着阅读量达到之后，认知水平会迅速
提高。从查找资料到翻阅大部分出版研究专著和图录，都需要
集中一段时间完成。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对展品的整体认知。以铜镜为
例，它是古人照容的工具，在我国从史前一直沿用到清末。目

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距
今约 4000年。春秋之前的铜镜数量少，装饰风格简单、古朴。
春秋战国之际铜镜开始大量出现，且铸造精美、装饰华丽，形
成铜镜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考古出土物中不乏装饰精美的战
国特种工艺镜。铜镜的铸造工艺，战国时期已经成熟，两汉精
益求精，度过汉末魏晋的衰退期，到唐代达到巅峰。宋金元时
期铜镜铸造出现新变，明清时期趋于平民化，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

在获得整体认知的基础上，开始选定展品。由于文物的
复杂性，在阅读大量研究性文章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提高相
应的文物鉴定水平。丰富的鉴定知识能够帮助相关工作人
员，快速挑选适于展览的展品。“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
展”能够有效推进，有赖于其藏品的丰厚。山西博物院收藏历
代铜镜不少于 1200 件。此次铜镜展最终选择历代铜镜展品
158件。

获得展品支撑后，再结合展品确定其主题。此次展览不仅
以突出的铜镜精品为重点，其主要目的在于梳理古代铜镜的
基础知识，着力于文物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贴近历史中的民俗
生活，唤醒历史记忆。展览主旨聚焦历代铜镜中的经典形制，
引导观众提高对古代铜镜的认知。中国古代铜镜由于其自身
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古代文物中既千变万化又一脉相承的文
化标本。因此，梳理铜镜的历史发展脉络，成为展览的最佳框
架结构。展览选取汉代昭明镜里的铭文“昭明”作为总题，分为

“天工开物”“见日之光”“繁华入镜”“照见生活”四个单元，按
历史顺序进行叙述。

第一单元“天工开物”，对应先秦历史时期的铜镜；第二单
元“见日之光”，介绍汉代直到隋唐以前的铜镜；第三单元“繁

华入镜”，对应隋唐铜镜。第四单元“照见生活”，对应宋金及后
世的铜镜。每个单元讲述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其侧重点各不
相同。第一单元重在展示战国铜镜铸造工艺的登峰造极，第二
单元强调汉代铜镜的铭文之美，第三单元聚焦唐代铜镜图案
描述的健康活泼的繁华胜境；第四单元发掘铜镜纹饰中的故
事性内容。

在内容创作中，遇到两个学术难点：一是中国古代铜镜的
起源，二是宋金之后的仿制镜的分辨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
在展览中采取规避的方法来处理。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
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但早期铜镜在古人
的生活中是否用于照面和饰容，存在争议，是学术界值得继续
研究的课题。因此，在主展线上不出现早期铜镜，而采用知识
窗的形式，以辅助展板内容引发观众对此问题的深度思考。宋
金之后的仿制镜是中国古代铜镜藏品中的大宗，这些仿制镜
多数工艺不考究，缺少精品。此类铜镜的断代存在困难，用于
展示容易造成对铜镜年代认识的混乱。

根据铜镜展览所确定的主题，在形式设计上拉近展品
与观众的距离，尽量缩短文物与观众的距离。同时，借鉴历
史名画《女史箴图》中描绘的古人照容的场景，营造一个观
众能够参与其中的场景，在观看展览的同时，真实地体验以
铜为鉴。

“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的内容创作依据学术研
究基础与铜镜这类一般藏品不同。铜镜展中所依据的学术基
础是学界前贤的大量著作、经验积累和资料搜集。晋公盘则不
同，发现后虽有一些研究文章发表，但对其真伪、艺术、历史、
技术等方面的价值都存在争议甚至认知上的空白，需要对其
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解读、展示和宣传。晋公盘的展示

亟须进行学术上的深度解读，山西博物院将《晋公盘研究》纳
入《山西博物院藏铸铜遗物综合研究》总课题之中，联合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山西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单位青铜器研
究方面的专家，借助CT扫描技术等手段，对晋公盘进行了大
量研究。一方面《晋公盘研究》为“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
展”奠定了学术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展览是以晋公
盘为代表的盘类青铜器研究成果的及时科普。

“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的起因是为了更好地推
广宣传晋公盘，向观众展示其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以晋公盘为
代表的山西古代青铜盘在技术、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选定
展品的同时，把目光聚焦于青铜盘诞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
代表作上。该展览以“盘之制”“盘之艺”“盘之用”三个单元，分
层解析青铜盘的常识知识、铸造技艺、历史作用和文化内涵
等。结合推广晋公盘最新研究成果的主题，形式设计要求直观
展示晋公盘研究中发现的新现象、新技艺，对比同级别展品，
揭示古代铸造工艺的发达。

“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和“盘之典——商周青
铜盘艺术展”都是针对馆藏文物的内容方案创作，所不同的
是，前者是针对大宗馆藏一般文物，后者则是馆藏精品文物。
对两种藏品的活化利用要求虽各有不同，但在内容创作过程
中又有一些共性，总结其中的经验将有利于后续馆藏文物的
活化利用。要充分发掘两类藏品的内涵，更好地展示它们并进
行宣传推广，进一步用于博物馆的日常教育活动，所依据的基
础都是科学研究。在获得科研知识的基础上，选定可用于展览
的文物，并确定其主题。在展览主题指导之下，构思展览框架，
完善其思路形成大纲。最后，结合社会大众诉求充实大纲内
容，配合展览形式设计调整结构、完成文本创作。

2023年12月30日，成都博物馆跨年新展“风华万象：16—
20世纪典藏珍品艺术展”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故宫博物
院、首都博物馆、明十三陵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福建博物
院、武汉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以及卡地亚典藏、意
大利安娜莫得基金会等的300余件传世珍品。展品时代横跨四
个世纪，涵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多
个重要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珍品穿越时空，在展厅内交相辉
映，让观众沉醉于一场连接东西方工艺之美、历史文化之韵、
时代变迁之谱、文化交流之乐的艺术盛宴。

其中，作为中国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凤冠之一，明万历孝
靖皇后十二龙九凤冠首次离京，赴约蓉城，珠环翠绕尽显明代
宫廷造作的顶级工艺。

凤冠霞帔，是中国女子最隆重的衣着服饰。女性在头上佩戴
各种冠状装饰品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而凤冠逐渐成形并
成为尊贵的象征，是从宋朝开始的。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宋代
后妃在受册、朝谒等隆重场合，都需按照规定戴上凤冠。

由于迄今还未有宋代的凤冠实物出土，我们只能从史籍和
画像中一窥其华美精致。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对明朝十三
陵中的定陵进行发掘，让我们对凤冠的想象有了明确的实证。

这座明代帝王陵里埋葬的是明代第十三帝朱翊钧，年号
万历，祔葬孝端皇后王氏与孝靖皇后王氏。发掘出土了四顶凤
冠，每一顶都用漆竹丝做胎，边缘镶金，由内至外分别为点翠
云纹层、点翠凤鸟层、珠花层、金龙簪珠结和博鬓五个部分，凤
鸟口衔珠串，珍珠围镶宝石形成精致珠花，周围布满祥云纹
样。四冠龙凤的数目各不相同，孝端皇后为六龙三凤冠、九龙
九凤冠，孝靖皇后为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

这些凤冠珠环翠绕，雍容典雅，工艺精湛，尤其是孝靖皇
后的十二龙九凤冠，极为奢华。

据《明会典·皇后冠服》所载：洪武三年及永乐三年定制
皇后凤冠最高等级为“九龙四凤”冠，定陵出土的凤冠，尤其
是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在龙凤数量上已远超明初所定
的最高等级。但这顶华美异常的冠冕，却从未有机会被它的
主人佩戴。

孝靖皇后王氏，最初是太后身边的宫女，被万历皇帝纳入
后宫却一直不受宠爱，生下皇长子朱常洛才被封为恭妃，后加
封皇贵妃，死后葬于天寿山陵区。直到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泰昌
帝、皇孙朱由校即位为天启帝，才追封祖母为“孝靖皇太后”，并
将棺椁从原墓中迁出，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合葬定陵。

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椁时，发现万历和孝端皇后的陪葬品
十分丰厚珍贵，而孝靖皇后却颇为寒酸，仅有少量旧衣和金
银。不过，在孝靖皇后的棺椁旁另外放置了十几箱格外丰厚的
陪葬品，其中包括两顶精美的凤冠。这件十二龙九凤冠，正是

她身后哀荣的体现，也算是其孙对于祖母身在后宫，虽母凭子
贵却未受恩宠的凄凉人生的告慰。

这顶十二龙九凤冠前部饰有八条金龙，下有五只金凤，背
部也有四条金龙，两侧各二只金凤，全冠共镶有宝石121块，珍
珠 3588颗。每只凤的眼睛都用小红宝石镶嵌，共 18块。出土
的四顶凤冠中，孝靖皇后的“三龙二凤冠”目前收藏于故宫博
物院，研究人员对其采用便携拉曼光谱仪鉴定了部分宝石的
种属，发现这些宝石的品质特征和我国出产的同类宝石特征
并不相符，结合万历多次大肆购买宝石和派遣太监组织采买
的记录，可以推测它们绝大多数为域外购入。

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仇泰格在《一件明代凤冠背后的故
事》中计算了这些珠宝的价值。据记载，当时各类宝石的价格，
一枚一分（一分约为0.37克）的祖母绿约一百两银，一枚两分的
珍珠约二十五两银，而一分的红宝石、蓝宝石则是八十两银。

万历年间，一个衙门的皂隶一年的薪水是 7.2两银，也就
是说，一颗红宝石相当于其11年的收入。据此粗略估计，这顶
凤冠仅宝石购买需耗费约十万两银，还不算其翠羽、金银以及
人力物力等消耗。

据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罗涵所著《明万历孝靖皇后凤冠
镶嵌宝石的种属判定》记载，为了获取更多宝石，明朝曾多
次遣人前往东南亚采购，而珍珠则通常采自沿海地区。尤其
是位于群山中的小城抹谷（现属缅甸），有着世界上最优质
的宝石矿床，盛产红、蓝宝石和各色尖晶石，被誉为“宝井”。
文人杨慎在《宝井谣》中描述了从永昌城到抹谷的宝石流通
线路。据文献记载，当时这里出产的宝石大量流入汉地，而定
陵凤冠所检测的宝石品种与抹谷矿区的品种相符，因此，这
顶凤冠上的宝石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是通过“宝井线”
进入我国的。

除东南亚地区外，明代的海外贸易中，郑和下西洋的海运
路线途径了如斯里兰卡、印度等几个古代重要的宝石出口地
区，连接中西亚地区的西北商路则连接了产出大颗粒尖晶石
的塔吉克斯坦地区、产出祖母绿的巴基斯坦地区、产出红蓝宝
石的阿富汗地区、产出和田玉的新疆地区等，源源不断地向明
朝输送红蓝宝石、金绿宝石、祖母绿、尖晶石、长石、水晶、绿松
石、珍珠、琥珀、珊瑚等各类宝石。

因此，明代十分流行金银镶嵌各色宝石的首饰、金银器
具，宝石品种丰富，尤其喜爱红、蓝宝石搭配。定陵出土的四顶
凤冠皆是如此，且采用了当时最为精巧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
艺，宝石经椭圆随型抛光处理，颗粒均匀但形状各有不同，色
彩鲜艳，与黄金、点翠装饰形成了艳丽高贵的色系搭配。孝靖
皇后十二龙九凤冠，不仅代表了当时彩色宝石的最高质量，也
展现了明代宫廷造作的最高水平。

2016年，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古城区出土一副青铜
面具（图1），长 20厘米、宽 17厘米、厚 0.4厘米，人面大小，
外凸内凹，略成弧形，额头上有弦纹三条，眉弓突出，浓眉
似角状，眼部全镂空，鼻梁高耸，有通气孔，通气孔同鼻部
比例和人面相当，面部肌肉饱绽，颧骨突出，嘴部微张，外
露獠牙一对，下牙在外侧，上牙在内侧，表情严肃狰狞，神
态威严，部分残缺，自鼻梁眼眶处裂为两半，其上是否有穿
孔因锈蚀目前不可知，年代待探讨，收藏于聊城市东昌府
区博物馆。

因现聊城东昌府区古城址为宋淳化三年迁至，故本文
对该面具的研究集中在中古、近古时期。关于此面具用
途，一说为傩面具，聊城宋代以后属于府县级别，笔者梳
理了相关文献，结合面具实物及傩文化现状对此进行分
析，此面具面部刻画虽同傩面具十分相似，但其应非傩
用。《续汉书·礼志》记载的汉末傩制中“方相氏黄金四目，
蒙熊皮……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首次记载
了木制面具。兽能即能兽，是一种传说中类似熊但比熊体
积小的野兽，比宫廷“熊”规格低。唐人杜佑《通典》《政和五
礼新仪》，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以及苏轼《和子田除日见
寄》中都有州县官府驱傩的记录，州县傩和宫廷傩程序一
致，但规模要小。目前在新疆库车出土的中古时期木质假
面，专家断代为南北朝至唐朝之间，其残损严重，假面弧度
较大，雕刻刚劲有力，眼睛的瞳仁被镂空，同南北朝民间傩
仪的“胡公头”面具有一定关联。在《东方傩文化概论》中，
有学者指出北宋早期宫廷傩礼和州县官府傩礼是以汉唐
傩制为基础，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吸收民间“打夜胡”舞队
化的艺术营养，取消了方相氏、侲子、十二神等传统人物，
替换成金度铜甲大将军、门神、判官、钟馗等新角色，还有
千名戏装官兵上阵。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政和中大傩，下
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
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南宋范大成《桂海
虞衡志》中“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
钱。”因新傩制人数在千余人，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许多
人物吸收自民间，金属制器对于人物面部的表现力以及胡
须等方面的塑造力不如木质等材质，笔者推测政和年间新
傩制用的面具多数应为木质。辽金元时期礼制虽学汉制，
但在节庆和驱鬼辟邪之类的礼俗上仍依本族旧制。元代因
禁止一切民间聚集活动，傩也被取缔。明代中期恢复过宫
廷傩礼，州府县傩未有明确记载，明代假面活动从明《宪宗
元宵行乐图》中可窥一斑，图中有多个通过戴假面或者假
头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从假面人物面色不一，或有胡须等
方面分析，应非金属面具。在江西萍乡、安徽贵池、贵州安
顺等地遗留下的明清傩面具多为木质，结合现代傩文化使
用的面具也多为木、纸、皮革、布料等材质，笔者推测至少
宋以后，州府县傩以及民间傩用面具应多为木质等材质，
有的民间傩甚至是涂面化妆，而非金属。因木质面具不耐
腐蚀，汉唐宋时期傩面具极少保留下来，且傩面具同祭祀、
宗教等相关，有着沟通人神的属性，为突出表现人物形象，
对于眼部的刻画多为瞳孔处镂空，而不会像聊城出土的这
副面具一样眼部全部镂空。

针对其或为方相氏面具的猜测，在宋代《新定三礼图》
中方相氏已脱掉熊的面具和装束，变成身穿普通官服，戴
着普通官帽的形象，明代《三才图绘》中绘有两个方相，皆
士人装束。从中可以看出，方相氏已由戴面具的神变为人，
且已无獠牙属性，同聊城出土的獠牙面具不同。

笔者对战争面具进行了考证。宋代《鸡肋编》中“绍兴
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
徽宗末年，山东、河北盗贼蜂起。宣和七年，韩世忠跟随王
渊讨捕，在大名府歼灭水贼，汤村击破强盗，累立奇功，后

以偏将身份随捉杀制置使梁方平专讨山东，在尉氏败杨天
王、透手滑所部数千，韩王店破临沂叛军武胡所部数万，参
与击败沂州徐进、青社张先、水鼓刘大郎、望仙高托山、集
路贾进、莒县徐大郎、东海张夔等部。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
持抗金斗争数年，颇有威名。宋夏战争、宋金战争时期军中
兼用铁面具、铜面具，铁面具被形容为“鬼面”。明朝时期战
场应用面具也很普遍，《武备要略》《于忠肃集》等文献中均
有记载，面具形态有“神脸”“鬼面”“斗魔面甲”等。

目前已面世的金属面具中，殷商和西周时期遗存的金
属类面具较多，其中和祭祀相关的面具占比较大。中古、近
古时期金属类面具遗存罕见，且部分为口目鼻不留孔的丧
葬面具。同战争相关的有在金国故城遗址发现的铁面具，
同时出土的还有箭镞、匕首、盾牌、盔甲、马鞍等铁质兵器，
面具为人面大小，面貌刻画简单，地域特色明显，大致为两
道斜上剑眉，眼部是两个透孔小眼，带呼吸孔的亚三角形
鼻子，缝隙小嘴。有专家推测其或许为金朝弓箭手佩戴的
面具。相近时期国外出土的部分面具，有在滨海边疆区“沙
伊金斯克定居点”发现的铁面具，其面部特征与在金国故
城遗址发现的铁面具相似，年代大致在 12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初，厚度为0.2厘米；在俄罗斯古代塞伦斯克市发掘的
面具，厚度为0.3-0.4厘米；发现于1981年藏于冬宫博物馆
的骑士用面具厚度为 0.3-0.5厘米。聊城出土的青铜面具
厚度为0.4厘米，符合时用战争面具厚度，其目全镂空的设
计使得视野未受影响，视线宽广，嘴部留有的缝隙也便于
说话、呐喊。该面具和目前出土的金朝铁面具相比，相同点
是都有对眉、眼、鼻、嘴的刻画，不同点是金朝铁面具相对
面貌简单，而聊城出土的这副面具对于面部的刻画更加细
腻，凸显强烈的力量感和威严感。

王仁湘曾总结距今 8000年至 4000年前，獠牙神面在
中华大地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
各一对，上牙居外，下牙居内，专家分析神面像上的獠牙可
能源自野猪，至商周时期，随着狩猎文化消失，野猪崇拜被
作为王权和勇武象征的老虎崇拜整合替代。通过仔细观察
聊城出土的这副面具，其獠牙也是上下各一对，只不过是
上牙在内，下牙在外，其眉弓中间有三条凸起弦纹，形似
老虎额头花纹，其鼻梁横纹也似虎纹，其整体形象特别是
额际三条凸起弦纹及鼻部刻画同北宋军事著作《武经总
要》中骑兵旁牌上兽头形象（图2）相似，而到了明朝兵书

《武备志》中，骑兵旁牌等器物上的兽头形象已明确为
“王”字（图3）。自先秦时代军中便有“虎”崇拜，从虎将、
虎符、虎帐到虎蹲炮、虎头盔、虎头火牌等都展现了虎形
象在军队中的地位，所以笔者推测聊城出土的面具应是

“虎”的威猛形象在军队中的体现，应为战争时与头盔、护
耳等配合使用。关于年代，从其神态特征同北宋兵书中的
相似性，结合上述发生在现东昌古城的战争记录，韩世忠
到山东平盗以及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多年的记载，猜测
其或为宋制式，同军队虎文化崇拜相关，在战争中破损埋
落古城得以留存下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傩与军关系密切，傩礼在唐代
宋代记录于军仪、军礼，方相氏在周代亦是军中专职武官，
军傩与宫傩程序交叉，唐代时军傩由操练式转变为演艺
式，到宋代则更进一步，有诸班直中的钧容直，有骑兵乐
队，还将民间艺人编入左右军或衙前乐营，能表演许多不
同层次的节目。淳熙年间曾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岭南代
答》中“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说明桂林军傩的表现形式
与诸军装队、宋新傩制“埋崇制”和民间傩舞队“打夜胡”相
差不多，都是一种杂戏舞队。所以，不管在军队、祭祀还是
民间百戏中，面具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进而融合
发展的。

从文物的活化利用角度看博物馆原创展的内容方案创作
刘玉华

博物馆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原创展览呈现给广大观众，其中部分展览着眼于馆藏文物的展示。从馆藏文物的活化利用角度，反观原

创展览的内容设计，能够为原创展览的内容创意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总结展览内容的构思、实施以及展览形式的衔接和碰

撞等，为进一步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提供更好的途径。现以山西博物院2001年至2002年“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和2022年

至2023年“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两个小型临时展览的内容创作为例，探讨博物馆馆藏文物活化利用的途径和方法。

聊城出土青铜面具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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