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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中秋特辑

中秋佳节月如镜
——漫游古代铜镜中的月宫仙境

张经纬

中秋佳节，始于北宋，而源于唐代，追到源头，大概要
从唐玄宗算起。唐玄宗爱月，大诗人李白也对一轮明月
情有独钟，他们不但为明月写下浪漫诗句，还将铜镜造
成月亮的形状，分赠宾朋，甚至在铜镜上留下自己
探月的身影。

他们为何爱月之深，开创了后世赏月之
风？铜镜之中究竟隐藏了多少仙境的秘密，
让帝王与诗人流连忘返？这些铜镜与我们
今天中秋的月饼习俗，又有怎样的奇妙缘
分？且让我们一同去问问那明镜一般的
满月，问问那月宫中的仙人和桂树，还有
白兔与蟾蜍。

【明皇梦游广寒宫】

唐朝开元六年的八月十五，唐玄宗李隆

基正和申天师、鸿都客一同在宫中赏月。玄

宗看着宫中彩楼灯火辉煌，心中非常得意，以

为此景世间难见，独一无二，却引来申天师微

笑不语。

看着玄宗心中不解，天师让他闭目片刻，

暗自做法。等再睁眼时，三人已浮在云中月亮

之上。不一会儿，经过一座大门“在玉光中飞浮，

宫殿往来无定”，露出寒气逼人，原来眼前是一座

宫殿，门上写着“广寒清虚之府”。只见这座宫

殿“王城崔峨，但闻清香霭郁，下若万里琉璃之

田，其间见有仙人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

玄宗心中向往，想要再近一步观看这些仙

人的游戏，只觉得宫殿射出翠色冷光，让人感

到寒冷，不敢靠得太近，只能继续远观。他在

高处远远见到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

往来笑舞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

甚清丽”。玄宗被这天上的乐曲声深深感动，

暗中将曲调牢记在心。

申天师眼见玄宗看过了高冷的月中广寒

宫，便又施展法术。三人顿时感到仿佛脚下生

风，宛若梦中惊起，一睁眼已经回到皇宫之

中。就这样结束了天宫一夜游。后来，唐玄宗

因为思念难得的上天体

验而不可复得，竟是凭着

记忆，把月宫素娥翩翩起舞

的曲子给默记了下来，取名《霓裳

羽衣曲》，不但将这天上的轻歌曼舞流传人

间，还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奇妙的“唐王游月宫”

故事。

从已知文献看，这桩奇闻在唐代中期已经

流传，最早记录在柳宗元的《龙城录》中，因为

唐玄宗又名唐明皇，遂取名“明皇梦游广寒

宫”。在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这段“游月宫”

故事还被不断翻新、演绎，其中最著名的莫过

于清代剧作家洪昇改编的《长生殿》。不过，关

于《霓裳羽衣曲》的起源，根据更严肃的历史记

载，并非月宫而来，其实源自凉州进献的西域

《婆罗门曲》的改编。

从唐代到清代，漫漫千年中，唐玄宗这位

风流不羁又多才多艺的皇帝，为何与明月结

缘，激发后世的艺术家们尝试用各种艺术形

式，在绘画、铜镜、瓷器，甚至年画上不断再

现那个高冷月宫中的浪漫传说？不妨让我

们从一面名不见经传的“唐王游月宫”铜镜

开始说起。

【“唐王游月宫”铜镜】

中国古代留下无数铜镜。年代上，从春秋

战国到晚清民国都有出土；形制上，圆镜、方

镜、葵花镜、菱花镜，带柄无柄，种类众多；纹饰

上，远的战国山字纹镜，汉代西王母镜不说，单

论唐代的月宫镜、五岳真形镜、真子飞霜镜更

不胜枚举。这里提到的每一类在绝对数量上

都不少，但留下真容的精品却不很多。

这里要讲的“唐王游月宫镜”出土自安徽

六安霍山县南门（现藏霍山县文物管理所），著

录中的文物说明这样写道：“八瓣菱花形，圆

纽。纽右上方半露楼阁、扇形门，门内站立一

人，屋瓦、斗拱、梁柱毕肖。纽左上侧饰大树一

株，树叶茂密，其下小桥流水，桥上一人站立；桥

左一人弯腰拱手作迎客状；桥右楼下三人，其

中一人端坐，两侧各一侍者。凸素缘。”

仔细看来，以圆钮为中心，镜背图案可以

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就是“纽右上方半

露楼阁”，其中不仅刻划了屋瓦、斗拱、梁柱，还

有鸱吻、脊兽、门廊、门钉、台阶都细致入微、一

一呈现，因而此楼也可视为宫殿一角。与宫殿

对应的第二象限的大树，其实乃一株桂树，但

见枝叶繁茂、树冠如盖、层层叠叠，在远处山

峦、近处丘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

第三象限就是树下丘岩旁的男子，只见他

头戴高冠，身穿束带长袍，侧身弯腰拱手作揖，

举止十分恭敬。从他在画面中的位置看，好像

刚（从画外）来到这个地方，正在向桥上为他引

路、迎接的侍女表示感谢。在他的脚下，有一

长长的拱桥，桥下不是普通潺潺流水，从人物

比例看，更像是滔滔江海。正是这座长拱桥，

将高冠男子与接引侍女所在的画面与第四象

限连接在了一起。在第四象限与第三象限的连

接处，也就是桥面中间位置，有一捣药玉兔，其

后为一蟾蜍，提示观者这里就是云上月宫。而

在拱桥的尽头，是一华服盛装、高髻慈容、端身

正坐的贵妇人。似乎未卜先知，早已在等待图

左官人的到来。

这幅镜背后部构图将宫殿、山石、树木、流

水有序结合，宛如后世山水画的结构雏形。而

前景则通过官人与贵妇的互动，呈现了某种叙

事性。就画面人物关系而言，该图完整呈现了

“唐王游月宫”故事的全貌。从人间飞升上天

的唐玄宗，被月宫中的景色震惊，徘徊于大桂

树下。月宫主人早就得知他的到来，派遣侍女

前往迎接。玄宗即将踏上长桥，渡过江海涛

涛。而美轮美奂的“广寒清虚之府”也即将为

他打开宫门。

虽然许多文献证明，“唐王游月宫”故事主

题在中唐之后已经出现，唯一的遗憾，这面铜

镜出自北宋中期以后，比故事本身要晚一些。

事实上，与该主题有关的文物呈现越晚近越

频现的迹象，说明“游月宫”故事的受欢迎程

度与日俱增。既然已经从文献和图像角度分

别展现了“唐王游月宫”故事的魅力，那么，我

们接下去要解开的问题就是：唐王为什么如此

爱月宫？

【君王与月宫】

其实，对明月的偏好并不是唐玄宗的专

利。中国历史上首位文献明确记载的非虚构

的“月宫”体验者，乃是陈朝的末代君主，陈叔

宝。根据唐末冯贽《南部烟花记》的记载，陈后

主曾为宠妃张丽华建造了一座独一无二的“桂

宫”。这座宫门口特别设计“作圆门如月，障以

水晶”，并装饰得如同广寒宫一样一片素白，让

人感觉丝丝凉意。宫殿的“庭中空无他物，惟

植一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

兔”。有了大桂树和捣药白兔之后，陈后主还

让张贵妃穿着装扮宛如嫦娥，并富有情趣地将

她呼为“张嫦娥”。

随着隋朝统一南方，源自南朝的月宫概

念，也作为一种异域风情进入了中原人士的视

域。隋炀帝杨广曾在隋扬州总管任上履职十

一年，责无旁贷地成为这股风潮的引领者。按

《资治通鉴 ·隋纪》记载，杨广不但致力于将江

南物产运往北方宫廷，营造仙山氛围，还喜好

在皇家园林中，“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

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满月下的宫殿、

由江南物料打造的仙山，以及在夜游中不忘作

曲的文艺帝王，不但为我们展现了唐玄宗故事

更逼真的历史场景，而且还为月宫仙境与江南

之间勾画出一条隐秘的连线。

时间来到唐玄宗的时代，循着这两位前辈

的足迹，玄宗与月宫的联系又更进了一步。首

先，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为了与杨贵妃

愉快地“凭栏望月”，特意在太液池西“别筑百尺

高台”，取名望月台。

其次，另据《旧唐书 ·玄宗纪》所述，今日流

行的中秋节赏月及馈赠月饼习俗，也源自玄宗

的生日“千秋节”。据载，唐玄宗生日在八月初

五，他在位时曾将这天前后三天定为“千秋

节”，届时不但举国休假庆祝，他还会与群臣互

赠铜镜，以示庆贺。一般来说，玄宗要向四品

以上的官员赐以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献宝

镜。当时情景还有玄宗《千秋节赐群臣镜》诗为

证：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后，遇

象见清心。台上冰华澈，窗中月影临。更衔长

绶带，留意感人深。

这种千秋节赐群臣的铜镜，就被称作“千

秋镜”，在各地都有出土。一般来说，形状都为

圆形或菱花形，中央为枝繁叶茂的桂树，树干

中部隆起的树瘿巧饰为镜钮。一侧为衣带飘

浮的嫦娥翩翩起舞，另一侧为持杵捣药的白

兔，下有蟾蜍手舞足蹈。有时蟾蜍会在白兔一

侧，有时也会在嫦娥一边。一些铜镜，还会在

嫦娥与白兔脚下装饰浮雕云朵，使她们看来宛

在云中。根据常见的镜铭，这类铜镜都产自

扬州。

时过境迁，千秋节在玄宗禅位之后，就渐

渐没落，然而，巧合的是，另一个历史上起源模

糊的中秋节，则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兴盛繁

荣。除了时间稍后，移动到了月亮最圆的八月

十五，全民休假欢庆的习俗则与此前的千秋节

别无二致。不仅如此，中秋节时流行的互赠月

饼习俗，以及月饼本身的形状，总让人联想到

千秋节时君臣互赠铜镜之俗。以至有民俗学者

根据明代北京岁时节日民俗志《北京岁华记》

“中秋，人家各置月饼符像，陈供瓜果于庭，……

符上兔如人立。饼面咸绘月中蟾兔”推断，明

代及以前的月饼状如铜镜，而且饼面的图案亦

当如月宫镜一般。从今天流行的月饼形状看，

这种推测俨然成理。

【从月宫到江南】

铜镜与月亮之间为何有着如此深厚的联

系？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除了都能折射光线

而发光外，又有哪些天然的因缘？

我们需要从图像志的角度，重新回到“唐

王游月宫”铜镜本身。

首先，游月宫镜和千秋镜都有“蟾蜍”与

“桂树”。月宫仙境固然飘渺，但人类的任何想

象其实都离不开现实的土壤，蟾蜍隐喻月宫，

月宫中的桂树同样如此。有趣的是，从历史和

民俗的角度看，“月中有桂树”这一说法最早就

出自《淮南子》；而《说文解字》还特别提到“桂，

江南木”。至于桂树旁边的多空通透的山峦、

丘岩，在园林研究中往往被统称作“太湖石”。

这些桂树与江南的联系——作为江南意象的

桂树——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南征百越，开

拓桂林郡的时代。

其次，结合陈后主与隋炀帝各自的游月宫

事迹，同样可以找到与江南有关的文化符号：陈

后主的“桂宫”本身即在建康（南京），隋炀帝所在

的扬州在历史早期几乎可以指代整个江南或华

南，而唐玄宗的千秋镜本身，更来自扬州。《太平

广记 ·器玩三》曾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

扬州进江心镜一面”，这面铜镜后在宫中散发出

迷人的魔力。这与其说扬州有着悠久的冶镜传

统，不如说其浓缩了江南的符号特征。

由此，游月宫镜下方的江海与长拱桥也得

到了一个合理化的解读：对于任何想要进入江

南之境——遍植桂树的月宫世界——的中原人

士而言，环绕江南的涛涛江海显然就对应了拱

卫月宫仙境的自然或物理屏障。而江海上飞架

的拱桥则为这道难题的破解，提供了一种跨越

仙-凡的直通方案。树木、巉岩、楼阁、江水、拱

桥，以及隐约的人物，所有这些重要的元素，都

恰好浓缩于这面“唐王游月宫镜”，而成为之后

所有山水画（文人画）的基本构图。

如果说古代帝王只是向往月中仙境，想要

用明镜照出江南月，一生自由不羁的唐代诗人

李白则用“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行动主

义，五次深入江南浙地。他在《梦游天姥吟留

别》中，真正收获了“……洞天石扉，訇然中

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

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

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人间仙境。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

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

残。……”作为仙界谪凡的李白，更用这首《古

朗月行》说尽古人明月情结。一轮满月既是人

间白玉盘，又似西王母的瑶台镜，内有仙人和

桂树，还有白兔与蟾蜍。

从“唐王游月宫”镜到越地仙境，尽管不是

所有人都能像诗人那样深入南国，但来自江南

的仙乡风情，却以“扬州扬子江心镜”“湖州镜”

“杭州镜”等等的名义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

这一方面固然因为长江下游地区自古就是中

国冶铜中心，另一方面则从地理意义上，佐证

了江海环绕的“扬子江心（岛）＝江南＝月宫”

的仙境等式想象。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一想象

图式还将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推动中国

文化和历史的变迁。

【作为仙境之门的铜镜】

“唐王游月宫”镜背后的故事，为我们推开

了铜镜与月亮之间的魔法之门。不管是天上的

月宫，还是它在人间的投影（江南），其实都是古

人有关仙境的想象。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芒，

正如铜镜反射了自然界中的光线，正是这种物

理学上的相似性，赋予了铜镜在古人心中无与

伦比的灵性与魔力——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

入口。这种极富创造性的想象力，几乎可以对

应追溯到铜镜本身的演进历史。

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铸镜师们曾经创造

了无数纹饰独具一格的铜镜。远的有战国“山

字纹”镜，汉晋流行的几何纹博局镜、西王母画

像镜，以及各类神兽镜，近的有隋唐四神十二生

肖镜，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五岳真形镜、真子飞

霜镜、飞仙镜、月宫镜等等，其中许多纹饰的含

义，通过“唐王游月宫”镜设计原理的分析，其实

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从瑞兽葡萄镜、几何纹博局镜、西王母画像

镜，以及“山字纹”镜这类更古老铜镜纹饰背后

的透视特征来看，首先，它们与“唐王游月宫”镜

一样，在铜镜背面打造了一个不用于凡间的仙

境世界——有时它是仙山之巅，有时它是月宫

仙境；其次，铜镜本身（因折射光线而呈现出的）

光源性特征，使之兼具了仙境入口的属性。第

三，正是这种在二维世界与三维世界之间的自

由转换，使我们明白，从诞生之初，铜镜便以其

通灵的属性承载了古人对一轮满月展开的无穷

想象。

最后，再从铜镜回到历史现实，唐末五代人

王定保在《唐摭言》以浪漫的笔触写下诗人李白

的人生终点：“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

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江南宣

州，江边捉月，李白不但在象征与本体意义上回

归了他的仙境，而且为中国的文学与绘画贡献

了“太白邀月”这一永恒的主题。这让我们于每

个中秋月圆之夜，目睹明镜高悬时，更添一份难

得的画意与诗情。

（本版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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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月饼与铜镜的渊源，中秋节人们互赠月

饼的习俗，也让人联想到唐玄宗时互赠铜镜之俗。

图为博物馆文创月饼

▲西王母画像镜

▲黑石号出水“扬子江心镜”

▲菱花形月宫镜

▲圆形月宫镜

 唐王游月宫镜

月饼与月宫镜有着

深厚的渊源。明代北京

岁时节日民俗志《北京

岁华记》推断，明代及以

前的月饼状如铜镜，而

且饼面的图案亦当如月

宫镜一般。从今天流行

的月饼形状看，这种推

测俨然成理。左图为中

国国家博物馆今年推出

的中秋礼盒，上图为该

礼盒镂空内页的灵感源

泉——国博馆藏文物

“月宫铜镜”。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