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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唐　神人鑑　菱花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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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藏
鏡
舉
隅

呂
世
浩

欣
賞
器
物
的
深
度
，
大
體
可
以
分
為

三
個
層
次
。
第
一
個
層
次
是
對
珍
貴
罕
見

材
質
的
欣
賞
，
例
如
寶
石
、
黃
金
、
美
玉

等
等
，
一
般
大
眾
多
半
是
由
這
個
層
次
開

始
。
第
二
個
層
次
是
對
巧
奪
天
工
技
藝
的

欣
賞
，
包
括
造
型
、
裝
飾
、
鑲
嵌
、
雕
琢

等
等
，
這
是
屬
於
進
階
的
層
次
。
第
三
個

層
次
則
是
對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的
欣
賞
，
希

望
能
夠
透
過
器
物
去
認
識
背
後
的
人
文
思

想
和
時
代
氛
圍
，
這
個
層
次
就
需
要
深
入

的
學
習
方
能
理
解
，
也
只
有
在
這
個
層
次

上
，
才
能
發
掘
出
器
物
的
真
實
意
義
，
將

它
的
價
值
由
藝
術
品
昇
華
到
文
物
。

從
文
化
意
義
的
角
度
來
看
，
銅
鏡

大
概
是
一
種
最
單
純
而
又
最
豐
富
的
器
類

了
。
銅
鏡
的
單
純
之
處
，
在
於
它
只
有
兩

面
，
不
像
其
它
器
物
往
往
是
立
體
而
具
備

多
面
多
樣
；
同
時
為
了
用
於
照
容
修
顏
，

其
正
面
必
然
是
光
潔
的
，
因
此
通
常
沒
有

任
何
裝
飾
。
而
銅
鏡
的
豐
富
之
處
，
則
在

於
鏡
背
往
往
鑄
作
著
寄
託
著
各
種
意
義
的

紋
飾
或
銘
文
，
其
內
容
或
期
盼
真
相
，
或

幻
想
仙
境
，
或
嚮
往
光
明
，
或
冀
望
美

貌
，
或
頌
揚
堅
貞
，
或
祈
求
青
春
，
展
現

出
跨
越
了
時
代
、
性
別
、
階
級
等
多
采
多

姿
的
文
化
面
貌
。

世
界
上
的
銅
鏡
，
依
類
型
可
分
為

基
本
各
自
獨
立
發
展
的
東
西
兩
大
系
統
。

西
方
以
具
柄
鏡
系
統
為
主
，
這
是
一
種

帶
長
柄
的
銅
鏡
，
起
源
於
西
亞
一
帶
，

從
考
古
發
掘
資
料
來
看
，
伊
拉
克
的
基

什
︵K

ish

︶
遺
址
出
土
的
銅
鏡
為
西
元
前

二
千
九
百
至
前
二
千
七
百
年
，
伊
朗
的

蘇
薩
︵Su

sa

︶
遺
址
出
土
的
銅
鏡
約
為
前

二
千
三
百
至
前
二
千
年
，
巴
基
斯
坦
的
印

達
斯
河
文
明
︵Indus V

alley C
ivilization

︶

遺
址
出
土
的
銅
鏡
為
西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
後
來
具
柄
鏡
流
行
於
西
亞
、
北
非
、

東
南
歐
地
區
，
而
以
希
臘
為
代
表
。
東
方

則
以
具
紐
鏡
系
統
為
主
，
也
就
是
在
鏡
背

中
央
設
一
穿
孔
紐
以
繫
帶
，
從
甘
肅
廣
河

齊
家
坪
和
青
海
貴
南
尕
馬
臺
的
齊
家
文
化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銅
鏡
，
可
以
推
斷
其
起
源

大
約
為
西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
具
紐
鏡
後

來
流
行
於
東
亞
、
北
亞
、
東
南
亞
及
中
亞

等
地
區
，
而
以
中
國
為
代
表
。

起
源
於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中
國
銅
鏡
，

其
發
展
以
漢
唐
盛
世
最
為
高
峰
。
漢
唐
銅

鏡
種
類
繁
多
，
工
藝
精
巧
，
構
圖
講
究
圓

滿
對
稱
，
並
常
以
豐
富
變
化
的
圖
案
為

美
。
而
其
紋
飾
與
銘
文
之
題
材
更
是
包
羅

萬
象
，
可
說
是
盛
世
文
化
的
具
像
呈
現
。

正
因
如
此
，
後
世
帝
王
及
文
人
對
漢
唐
銅

鏡
格
外
重
視
，
如
北
宋
晚
期
的
︽
宣
和
博

古
圖
︾
中
，
便
收
入
了
許
多
漢
唐
銅
鏡
，

並
詳
細
描
繪
其
形
貌
，
開
創
了
著
錄
銅

鏡
的
先
河
。
而
盛
清
時
期
的
乾
隆
皇
帝
更

對
漢
唐
銅
鏡
十
分
寶
愛
，
他
在
編
纂
︽
西

清
古
鑑
︾
、
︽
西
清
續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
︽
寧
壽
續
鑑
︾
等
古
代
銅
器
圖
錄

時
，
也
將
內
廷
收
藏
的
漢
唐
銅
鏡
一
一
製

作
精
美
的
同
名
鏡
匣
，
並
以
木
、
錦
托
妥

善
保
護
。
此
外
，
他
還
命
畫
匠
對
銅
背
的

圖
案
和
鏽
斑
，
進
行
極
為
寫
實
逼
真
的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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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以
求
存
其
原
貌
。
最
後
再
附
上
君
臣

之
詩
、
畫
以
唱
和
，
使
得
鏡
匣
本
身
也
成

為
藝
術
品
，
與
漢
唐
銅
鏡
前
後
輝
映
。

鏡
之
古
名
為
鑑
，
帝
王
重
視
漢
唐
銅

鏡
，
或
許
帶
著
﹁
以
古
為
鑑
﹂
的
深
長
政

治
意
味
。
正
由
於
他
們
的
錦
上
添
花
，
使

銅
鏡
和
鏡
匣
如
今
都
成
為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的
重
點
收
藏
，
讓
後
人
得
以
作
一
整
體
的

欣
賞
。
但
在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中
，
有
的
銅

鏡
由
於
鏡
體
缺
損
、
紋
飾
簡
單
等
因
素
，

並
未
獲
得
重
視
。
對
於
這
些
遺
珠
，
今
天

應
該
從
新
的
角
度
來
觀
察
，
發
掘
出
它
們

嶄
新
非
凡
的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
由
於
篇
幅

所
限
，
以
下
茲
就
︿
西
清
續
鑑
鏡
匣
﹀
修

護
計
劃
中
的
︿
唐
神
人
鑑
﹀
與
︿
漢
金
英

鏡
﹀
為
例
作
介
紹
，
希
望
能
使
廣
大
的
文

物
愛
好
者
，
得
以
一
窺
盛
世
文
化
之
光
。

舉
世
無
雙
的
造
型─

︿
唐
神
人
鑑
﹀

這
一
面
唐
代
的
神
人
鑑
，
原
先
收

藏
於
︿
西
清
續
鑑
﹀
第
三
十
冊
中
。
由
於

︿
西
清
續
鑑
﹀
中
所
收
︿
唐
神
人
鑑
﹀
不

只
一
面
，
故
乾
隆
定
名
為
︿
唐
神
人
鑑

四
﹀
。
單
就
造
型
而
論
，
這
面
唐
神
人
鑑

大
概
是
目
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簡
稱
臺

北
故
宮
︶
藏
鏡
中
最
有
價
值
的
銅
鏡
，
因

為
目
前
已
知
的
所
有
唐
代
菱
花
型
鏡
幾
乎

都
是
圓
形
，
唯
一
的
例
外
就
是
這
件
︿
唐

神
人
鑑
﹀
︵
亦
稱
︿
飛
仙
四
岳
鏡
﹀
︶
。
︵
圖

一
︶
這
種
方
形
的
菱
花
型
鏡
，
全
世
界
僅

見
此
例
，
可
謂
舉
世
無
雙
。

菱
花
型
鏡
指
的
是
一
種
似
菱
花
圖
案

的
鏡
型
，
也
就
是
鏡
邊
每
片
花
瓣
中
間
都

會
突
出
一
尖
角
，
它
與
鏡
邊
呈
弧
形
花
瓣

的
葵
花
型
鏡
，
同
為
唐
代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新
興
鏡
種
。
兩
者
的
出
現
，
一
洗
過
去
銅

鏡
習
見
的
圓
方
模
式
，
替
後
世
更
為
多
采

多
姿
的
各
種
鏡
型
打
下
了
基
礎
。
目
前
考

古
所
見
最
早
的
紀
年
菱
花
型
鏡
，
出
土
於

唐
中
宗
神
龍
三
年
︵
七○

七
︶
陝
西
地
區

的
墓
葬
中
，
可
知
其
主
要
流
行
於
盛
唐
時

期
以
後
。

把
銅
鏡
和
菱
花
加
以
聯
想
，
起
源
甚

早
。
這
是
因
為
古
人
每
每
以
銅
鏡
反
射
日

光
，
便
會
看
到
光
影
相
間
四
射
，
其
形
狀

有
如
菱
花
。
如
南
北
朝
時
庾
信
︽
鏡
賦
︾

所
說
：
﹁
照
日
則
壁
上
菱
生
﹂
，
日
人
梅

原
末
治
︽
唐
鏡
大
觀
︾
所
收
唐
高
宗
永
徽

元
年
︵
六
五○

︶
鏡
亦
有
﹁
生
菱
壁
上
﹂

之
鏡
銘
。
因
此
，
鏡
子
在
中
國
古
代
有
一

個
很
雅
致
的
別
名
，
就
稱
為
﹁
菱
華
﹂
，

宋
代
陸
佃
所
著
︽
埤
雅
︾
一
書
就
提
到
：

﹁
舊
說
，
鏡
謂
之
菱
華
，
以
其
面
平
，
光

影
所
成
如
此
﹂
。

不
過
，
﹁
菱
花
﹂
一
詞
雖
然
普
遍
出

現
在
唐
代
鏡
銘
中
，
卻
未
必
都
是
指
菱
花

型
鏡
而
言
。
臺
北
故
宮
藏
有
一
面
隋
末
唐

初
銅
鏡
，
鏡
銘
為
﹁
鏡
發
菱
花
，
淨
月
澄

華
﹂
，
鏡
體
卻
是
圓
形
。
︵
圖
二
︶
劉
體

智
︽
小
校
經
閣
金
石
文
字
︾
卷
十
六
收
有

一
唐
四
獸
鏡
拓
本
，
其
鏡
銘
云
﹁
照
日
菱

花
出
﹂
，
鏡
身
亦
作
圓
形
。
駱
賓
王
︽
王

昭
君
︾
詩
有
﹁
古
鏡
菱
花
暗
，
愁
眉
柳
葉

顰
﹂
的
句
子
，
駱
賓
王
是
唐
高
宗
、
武
后

時
人
，
當
時
菱
花
型
鏡
應
為
新
出
鏡
種
，

可
知
他
所
說
的
﹁
古
鏡
菱
花
暗
﹂
絕
非
菱

花
型
鏡
。

如
果
清
楚
了
這
一
點
，
那
麼
就
會

知
道
唐
人
鏡
銘
或
詩
文
所
說
的
﹁
菱
花

鏡
﹂
，
就
如
同
﹁
仁
壽
鏡
﹂
、
﹁
秦
王

鏡
﹂
一
樣
，
往
往
只
是
一
種
典
故
或
比

喻
，
並
非
實
指
哪
個
時
代
、
人
物
或
鏡

型
。
如
︽
唐
鏡
大
觀
︾
中
另
收
一
鏡
，
其

銘
文
作
：
﹁
阿
房
照
膽
，
仁
壽
懸
宮
，
菱

藏
影
內
，
月
掛
壺
中
﹂
。
銘
中
的
﹁
阿
房

圖二　  菱花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隋末唐初銅鏡，鏡銘為「鏡發菱花，淨月澄華」。

照
膽
﹂
，
典
故
出
於
晉
葛
洪
︽
西
京
雜

記
︾
卷
三
：
﹁
高
祖
初
入
咸
陽
宮
，
周
行

庫
府
，
金
玉
珍
寶
不
可
稱
言
。
其
尤
驚
異

者
︙
︙
有
方
鏡
廣
四
尺
，
高
五
尺
九
寸
，

表
裡
有
明
，
人
直
來
照
之
影
則
倒
見
，
以

手
捫
心
而
來
，
則
見
腸
胃
五
臟
，
歷
然
無

礙
。
人
有
疾
病
在
內
則
掩
心
而
照
之
，
則

知
病
之
所
在
。
又
女
子
有
邪
心
，
則
膽
張

心
動
，
秦
始
皇
常
以
照
宮
人
膽
張
心
動
者

則
殺
之
﹂
，
這
同
時
也
是
唐
代
鏡
銘
中
常

見
﹁
秦
王
鏡
﹂
典
故
的
由
來
，
卻
和
秦

王
李
世
民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
﹁
仁
壽
懸

宮
﹂
，
則
出
於
隋
虞
世
南
︽
北
堂
書
鈔
︾

卷
百
三
十
六
引
晉
陸
機
︿
與
弟
雲
書
﹀
：

﹁
仁
壽
殿
前
有
大
方
銅
鏡
，
高
可
五
尺

餘
，
廣
三
尺
二
寸
，
立
著
庭
中
。
向
之
，

便
寫
人
形
體
，
亦
怪
事
也
﹂
，
此
處
的

﹁
仁
壽
﹂
指
的
三
國
吳
宮
之
仁
壽
殿
，
和

隋
文
帝
﹁
仁
壽
﹂
年
號
︵
六○

一

～

六○

四
︶
也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
有
些
學
者
將

﹁
仁
壽
﹂
銘
之
銅
鏡
，
一
律
視
為
隋
鏡
，

其
實
是
大
有
問
題
的
。

接
下
來
讓
我
們
更
仔
細
的
欣
賞
鏡
背

上
的
花
紋
，
先
從
︿
唐
神
人
鑑
﹀
中
央
的

鏡
鈕
開
始
。
此
鏡
中
央
為
一
圓
鈕
，
上
面

裝
飾
了
極
為
華
麗
的
番
蓮
花
瓣
紋
，
鈕
座

似
方
而
圓
，
飾
以
變
形
四
葉
雲
頭
紋
，
並

呈
現
對
稱
形
態
。
許
多
學
者
都
曾
提
出
，

這
種
以
團
花
為
中
心
的
裝
飾
風
格
，
可
能

與
中
國
古
代
盛
行
的
藻
井
，
也
就
是
建
築

天
井
的
圖
案
有
關
。
在
東
漢
王
延
壽
所
作

的
︿
魯
靈
光
殿
賦
﹀
中
，
曾
提
到
其
藻
井

裝
飾
為
﹁
圓
淵
方
井
，
反
植
荷
蕖
﹂
，
古

人
稱
已
開
的
蓮
花
為
﹁
芙
蕖
﹂
，
未
開
的

蓮
花
為
﹁
菡
萏
﹂
，
葉
為
﹁
荷
﹂
，
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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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
後
漢
書‧
楊
震
傳
︾
注
引
︽
續
齊

諧
記
︾
曰
：
﹁
︵
楊
︶
寶
年
九
歲
時
，
至

華
陰
山
北
，
見
一
黃
雀
為
鴟
梟
所
搏
，
墜

於
樹
下
，
為
螻
蟻
所
困
。
寶
取
之
以
歸
，

置
巾
箱
中
，
喂
食
黃
花
，
百
余
日
毛
羽

成
，
乃
飛
去
。
其
夜
有
黃
衣
童
子
向
寶
再

拜
曰
：
﹃
我
西
王
母
使
者
，
君
仁
愛
救

拯
，
實
感
成
濟
。
﹄
以
白
環
四
枚
與
寶
：

﹃
令
君
子
孫
潔
白
，
位
登
三
事
，
當
如
此

環
矣
。
﹄
﹂
唐
人
對
此
津
津
樂
道
，
如
劉

長
卿
曾
有
詩
云
：
﹁
銜
花
縱
有
報
恩
時
，

擇
木
誰
容
托
身
處
﹂
，
張
說
有
詩
云
：

圖三　宋氏墓出土銅鏡　轉載自《陝西省出土銅鏡》

圖四　戰國　山字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尚方博局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
稱
的
﹁
荷
蕖
﹂
正
是
蓮
花
。
這
種
以
花

卉
為
中
心
的
裝
飾
風
格
延
續
到
後
世
，
在

今
日
敦
煌
莫
高
窟
的
藻
井
中
依
然
可
見
。

從
鈕
座
往
外
，
在
四
角
會
看
見
四

隻
禽
鳥
翔
於
雲
氣
之
上
，
鳥
口
則
銜
有

花
枝
。
過
去
曾
經
認
為
這
種
銜
花
或
銜
綬

動
物
的
裝
飾
，
是
受
到
波
斯
或
西
域
的

影
響
，
但
隨
著
各
種
漢
代
類
似
圖
案
的

出
土
，
發
現
中
土
銜
花
或
銜
綬
鳥
紋
自
有

其
獨
立
發
展
的
傳
統
。
其
實
在
唐
代
，
飛

鳥
銜
花
是
一
種
祥
瑞
圖
案
，
代
表
報
恩
之

意
，
這
可
能
從
﹁
銜
環
﹂
的
典
故
衍
生
而

﹁
客
鳥
懷
主
人
，
銜
花
未
能
去
﹂
，
崔
顥

有
詩
云
：
﹁
黃
雀
銜
黃
花
，
︙
︙
本
擬
報

君
恩
﹂
。
其
實
從
故
事
本
身
來
看
，
除
了

善
有
善
報
外
，
它
也
同
時
有
著
祈
願
主
人

子
孫
榮
顯
，
善
禱
善
頌
之
吉
祥
寓
意
，
無

怪
乎
唐
人
如
此
喜
愛
這
個
題
材
。

而
在
鈕
座
的
四
方
，
則
環
繞
著
四
座

山
岳
。
這
種
四
岳
環
繞
中
央
的
布
局
，
也

出
現
於
日
本
奈
良
東
大
寺
正
倉
院
所
藏
唐

代
貼
銀
人
物
山
水
鏡
中
，
此
鏡
內
區
以
海

水
環
繞
鏡
鈕
，
四
岳
則
置
於
海
水
之
上
，

其
間
則
夾
以
人
物
禽
獸
，
正
是
古
人
對
於

瀛
海
仙
山
的
印
象
。
相
較
之
下
，
︿
唐
神

人
鑑
﹀
雖
不
如
正
倉
院
藏
鏡
之
華
美
，
但

最
妙
的
是
在
山
岳
之
上
居
然
還
有
山
岳
，

藏
於
三
道
雲
紋
之
間
若
隱
若
現
，
這
無
疑

的
是
更
進
一
步
的
仙
山
形
象
。

像
這
種
山
上
有
山
的
圖
式
，
也
見

於
陝
西
西
安
唐
天
寶
四
年
︵
七
四
五
︶
宋

氏
墓
出
土
銅
鏡
︵
圖
三
︶
中
。
此
鏡
下
方

描
繪
一
山
，
山
上
有
樹
，
顯
見
為
人
間

之
山
；
上
方
則
又
有
一
山
，
其
上
雲
氣
繚

繞
，
當
是
仙
界
之
山
。
而
由
左
右
兩
名

飛
仙
，
更
可
證
明
此
圖
乃
是
對
仙
界
的
想

像
。
如
細
心
觀
察
更
可
發
現
，
這
種
凡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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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上
有
仙
山
，
其
間
夾
以
飛
天
之
圖
樣
，

恰
和
︿
唐
神
人
鑑
﹀
此
處
的
構
圖
是
完
全

相
符
的
。
其
典
故
應
該
是
出
於
︽
淮
南

子‧

地
形
訓
︾
：
﹁
昆
侖
之
丘
，
或
上
倍

之
，
是
謂
涼
風
之
山
，
登
之
而
不
死
。
或

上
倍
之
，
是
謂
懸
圃
，
登
之
乃
靈
，
能
使

風
雨
。
或
上
倍
之
，
乃
維
上
天
，
登
之
乃

神
，
是
謂
太
帝
之
居
﹂
，
凡
人
經
由
登
山

上
之
山
，
從
而
上
天
成
為
神
仙
，
正
是
中

國
古
人
對
生
命
終
極
的
盼
望
。

這
種
在
銅
鏡
背
後
寄
託
對
仙
山
的
想

像
，
起
源
很
早
。
戰
國
時
流
行
的
山
字
紋

鏡
，
其
基
本
構
圖
就
是
以
數
個
山
字
紋
環

繞
鏡
鈕
而
成
。
︵
圖
四
︶
對
於
山
字
紋
的

意
義
，
目
前
學
界
尚
有
爭
議
，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這
是
﹁
刻
四
山
形
以
像
四
岳
，
此
代

形
以
字
﹂
，
與
仙
山
信
仰
相
關
。
如
果
這

種
看
法
能
夠
成
立
，
那
麼
︿
唐
神
人
鑑
﹀

的
設
計
思
想
便
可
追
溯
到
戰
國
時
代
。

即
使
不
認
為
山
字
紋
是
﹁
代
形
以

字
﹂
，
那
麼
至
少
到
了
漢
代
，
銅
鏡
背
面

便
已
出
現
可
確
認
的
仙
山
信
仰
思
想
。
在

漢
代
鏡
銘
中
，
常
見
的
如
﹁
尚
方
作
竟

︵
鏡
︶
真
大
巧
，
上
有
仙
人
不
知
老
，
徘

回
︵
徊
︶
名
︵
山
︶
采
芝
草
，
渴
飲
玉
泉

飢
食
棗
﹂
︵
圖
五
︶
，
或
是
﹁
上
大
山
，

見
神
人
，
食
玉
棗
，
飲
清
泉
，
駕
蛟
龍
，

乘
浮
雲
，
宜
官
秩
，
保
子
孫
﹂
︵
圖
六
︶

等
都
是
明
證
。
就
這
一
點
來
看
，
︿
唐
神

人
鑑
﹀
中
的
仙
山
思
想
明
顯
是
從
漢
鏡
一

脈
相
承
而
下
。

有
仙
山
，
自
然
也
會
有
仙
人
。
︿
唐

神
人
鑑
﹀
的
四
座
仙
山
間
，
便
夾
以
四
位

飛
仙
。
其
形
態
不
論
是
巾
帶
飄
揚
，
或
是

飛
升
於
雲
氣
之
上
，
都
與
前
引
陝
西
西
安

唐
天
寶
四
年
宋
氏
墓
出
土
鏡
中
之
飛
仙
極

為
相
似
，
只
是
更
為
繁
複
而
已
。
從
這
一

點
來
看
，
不
論
是
型
式
或
圖
樣
，
如
果
將

︿
唐
神
人
鑑
﹀
的
年
代
斷
為
盛
唐
時
期
之

精
品
，
應
無
大
誤
。

總
體
來
說
，
︿
唐
神
人
鑑
﹀
所
描

繪
的
正
是
唐
人
對
仙
界
的
想
像
。
有
唐

一
代
，
由
於
皇
室
為
李
姓
，
故
尊
道
教
為

國
教
，
因
此
造
成
神
仙
信
仰
始
終
鼎
盛

不
衰
。
自
天
子
至
於
庶
人
，
皆
迷
戀
求

仙
成
仙
，
如
︽
廿
二
史
劄
記
︾
說
﹁
唐
諸

帝
多
餌
丹
藥
﹂
，
︽
太
平
廣
記
︾
中
記
載

唐
代
宗
時
宰
相
劉
晏
﹁
好
道
術
，
精
懇
不

倦
﹂
、
玄
宗
朝
尚
書
郎
唐
若
山
﹁
好
長
生

之
道
︙
︙
金
石
所
費
，
不
知
紀
極
﹂
。
唐

人
詩
文
中
亦
記
載
，
當
時
茅
山
舉
行
大
法

會
，
﹁
學
神
仙
有
至
自
千
萬
里
者
﹂
，
可

想
見
當
時
盛
況
。

歷
代
銅
鏡
收
藏
，
多
以
大
、
厚
為
上

品
。
︿
唐
神
人
鑑
﹀
長
一
九‧

三
公
分
，

寬
一
九‧

五
公
分
，
厚
達
一‧

二
公
分
，

正
是
難
得
一
見
的
大
鏡
、
厚
鏡
，
加
上
又

是
盛
唐
時
期
所
鑄
之
精
品
，
無
怪
傳
到
清

代
後
，
乾
隆
皇
帝
將
之
收
入
西
清
續
鑑

中
，
又
為
之
製
作
精
美
的
鏡
匣
及
寫
真
圖

像
，
以
求
世
代
珍
藏
。

最
早
的
七
言
詩
鏡─

︿
漢
金
英
鏡
﹀

在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眾
多
銅
鏡
中
，

固
然
有
像
前
述
︿
唐
神
人
鑑
﹀
這
樣
很
早
就

受
到
重
視
的
精
品
。
但
也
有
部
分
銅
鏡
，

往
往
因
為
紋
飾
單
調
或
品
相
不
佳
，
而
未

得
到
其
應
有
的
評
價
，
這
裡
要
談
的
︿
漢

金
英
鏡
﹀
正
是
這
樣
的
例
子
。
︵
圖
七
︶

這
面
︿
漢
金
英
鏡
﹀
，
並
非
清
宮
原

本
的
收
藏
，
而
是
來
自
於
民
間
。
清
末
民

初
大
收
藏
家
劉
體
智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六
三
︶
，
在
他
的
︽
小
校
經
閣
金
石
文

字
︾
中
便
收
有
此
鏡
︵
圖
八
︶
，
並
命
名

為
︿
漢
金
英
鏡
﹀
。
劉
體
智
，
字
晦
之
，

圖六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上大山博局紋鏡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圖七　漢　金英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漢金英鏡　引自《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2012年7月　2829　故宮文物月刊·第352期

〈唐神人鑑〉與〈漢金英鏡〉—故宮藏鏡舉隅

專　輯

的
痕
跡
來
看
，
原
來
的
鏡
鈕
應
該
是
橋
形

鈕
。
前
面
提
到
過
銅
鏡
收
藏
多
以
大
、
厚

為
上
品
，
此
鏡
徑
九‧

一
公
分
，
厚○

‧

三
公
分
，
相
較
於
︿
唐
神
人
鑑
﹀
，
實
在

算
不
上
大
鏡
。
而
除
了
殘
缺
之
外
，
它
的

紋
飾
也
很
單
調
，
只
有
一
圈
內
向
連
弧

紋
，
此
外
再
加
上
十
四
字
的
銘
文
而
已
。

可
能
因
為
這
些
緣
故
，
過
去
︿
漢
金
英

鏡
﹀
似
乎
未
收
到
特
別
的
重
視
。

然
則
這
面
︿
漢
金
英
鏡
﹀
的
價
值
，

究
竟
在
什
麼
地
方
呢
？
這
就
要
從
它
的
年

代
開
始
談
起
。
︿
漢
金
英
鏡
﹀
的
主
體

裝
飾
為
連
弧
紋
，
按
現
代
學
界
對
銅
鏡

的
命
名
慣
例
，
或
可
稱
為
︿
金
英
連
弧
紋

鏡
﹀
。
連
弧
紋
鏡
是
西
漢
極
為
流
行
的

鏡
種
，
其
型
式
繁
多
，
常
見
者
有
日
光
連

弧
紋
鏡
、
昭
明
連
弧
紋
鏡
、
清
白
連
弧
紋

鏡
、
銅
華
連
弧
紋
鏡
、
雲
雷
連
弧
紋
鏡
、

長
宜
子
孫
連
弧
紋
鏡
等
。
如
果
依
照
連
弧

紋
的
位
置
來
區
分
，
則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外

區
連
弧
紋
鏡
︵
圖
九
︶
與
內
區
連
弧
紋
鏡

︵
圖
十
︶
兩
大
類
。
外
區
連
弧
紋
鏡
的
流

行
期
間
，
大
概
在
西
漢
前
期
到
中
期
，
而

以
西
漢
中
期
為
高
峰
；
內
區
連
弧
紋
鏡
的

流
行
期
間
，
大
概
在
西
漢
中
、
後
期
到
新

莽
左
右
，
而
以
西
漢
後
期
為
高
峰
。
從
這

一
點
來
推
斷
，
︿
漢
金
英
鏡
﹀
中
的
連
弧

紋
位
置
略
為
置
中
偏
外
，
恰
好
是
在
由
外

區
向
內
區
轉
化
的
過
程
中
。

一
九
七○

年
代
吉
林
省
東
遼
縣
石

驛
鄉
彩
嵐
村
北
山
墓
地
中
，
曾
出
土
一
面

與
︿
漢
金
英
鏡
﹀
相
似
的
︿
重
圈
銘
文
連

弧
紋
鏡
﹀
︵
圖
十
一
︶
，
可
以
替
︿
漢
金

英
鏡
﹀
的
斷
代
提
供
了
依
據
。
這
面
︿
重

圈
銘
文
連
弧
紋
鏡
﹀
，
基
本
圖
式
與
︿
漢

金
英
鏡
﹀
相
似
，
只
是
分
內
外
兩
重
，
更

為
繁
複
。
外
區
銘
文
為
﹁
恐
浮
雲
兮
敝
白

日
，
復
請
美
兮
弇
素
質
，
行
精
白
兮
﹂
，

內
區
銘
文
為
﹁
光
運
明
，
謗
言
眾
兮
有
何

傷
﹂
，
外
內
兩
區
應
逆
時
針
方
向
連
讀
，

銘
文
看
得
出
深
受
楚
辭
風
格
的
影
響
。

這
兩
面
鏡
子
，
不
僅
銘
文
字
形
相

近
，
字
體
位
置
更
具
有
共
同
的
特
徵
。
一

般
來
說
，
漢
代
銅
鏡
中
的
銘
文
，
其
字
體

的
方
向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與
直
徑
垂
直
，

同
時
依
順
時
針
方
向
連
讀
。
但
這
兩
面
連

弧
紋
鏡
卻
是
少
見
的
特
例
，
不
但
字
體

方
向
與
直
徑
平
行
而
呈
向
心
狀
，
也
都
依

逆
時
針
方
向
連
讀
。
因
此
兩
鏡
不
論
在
構

圖
或
鏡
銘
上
，
都
有
著
相
當
多
的
共
同
特

徵
，
只
是
一
簡
一
繁
而
已
。
吉
林
彩
嵐
墓

地
的
時
代
依
考
古
簡
報
，
大
約
是
西
漢
武

帝
時
期
，
而
從
︿
漢
金
英
鏡
﹀
的
連
弧
紋

位
置
，
及
更
為
簡
化
的
銘
文
特
徵
來
看
，

應
當
是
更
早
的
產
物
。
因
此
將
︿
漢
金
英

鏡
﹀
視
為
西
漢
武
帝
初
年
或
更
早
景
帝
時

期
的
作
品
，
應
該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
漢
金
英
鏡
﹀
的
銘
文
只
有
一
圈
，

依
逆
時
針
方
向
可
讀
為
：
﹁
金
英
陰
光
宜

美
人
，
以
察
衣
服
無
私
親
﹂
。
上
句
中
的

圖九　日光連弧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日光連弧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吉林彩嵐墓地出土銅鏡　轉載自《吉林出土銅鏡》

中
。
於
是
在
容
庚
的
介
紹
下
，
透
過
當
時

的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所
長
傅

斯
年
，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年
末
將
一○

三
件

青
銅
器
賣
給
中
央
博
物
院
籌
備
處
，
又
將

度
量
衡
器
及
四
件
兵
器
賣
給
了
中
研
院
史

語
所
，
而
︿
漢
金
英
鏡
﹀
正
是
中
央
博
物

院
這
批
購
藏
品
中
一
件
。
其
後
時
局
變

動
，
︿
漢
金
英
鏡
﹀
隨
中
央
博
物
院
輾
轉

運
台
，
又
與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中
央
博
物
院

的
合
併
，
成
為
今
日
臺
北
故
宮
藏
品
。

臺
北
故
宮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出
版

的
︽
故
宮
銅
鏡
特
展
圖
錄
︾
，
共
收
錄
藏

鏡
一
百
六
十
一
面
，
其
中
便
包
括
了
這
面

︿
漢
金
英
鏡
﹀
，
書
中
介
紹
文
字
如
下
：

﹁
鏡
鈕
已
殘
，
但
由
所
留
痕
跡
看
來
，
應

該
仍
是
小
型
鈕
，
圓
座
，
座
外
以
反
時
針

方
向
排
列
十
四
個
細
陽
線
的
篆
字
：
﹃
金

英
陰
光
宜
美
人
，
以
察
衣
服
無
私
親
。
﹄

銘
文
外
飾
一
圈
由
半
圓
形
構
成
的
內
向
連

弧
紋
，
鏡
邊
微
微
向
上
捲
曲
﹂
。

﹁
鏡
鈕
已
殘
﹂
，
應
該
是
大
家
看

到
︿
漢
金
英
鏡
﹀
的
第
一
印
象
。
從
殘
缺

號
善
齋
老
人
，
安
徽
廬
江
人
，
是
清
四
川

總
督
劉
秉
璋
第
四
子
，
曾
任
大
清
銀
行
安

徽
督
辦
、
中
國
實
業
銀
行
董
事
、
上
海
分

行
總
經
理
等
。
其
生
平
愛
好
文
物
，
以
所

藏
甲
骨
、
青
銅
器
、
各
種
版
本
古
籍
等
聞

名
於
世
，
著
名
青
銅
器
學
者
容
庚
曾
讚
譽

道
：
﹁
廬
江
劉
體
智
先
生
收
藏
經
籍
書
畫

金
石
之
富
，
海
內
屬
望
久
矣
﹂
。

但
後
來
劉
體
智
由
於
經
濟
轉
惡
，

為
維
持
生
計
不
得
不
出
售
所
藏
文
物
，
加

上
抗
戰
將
臨
，
又
恐
藏
器
落
入
日
本
人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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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但
後
來
逐
漸
開
始
將
鏡
光
比
擬
於
月

光
，
如
臺
北
故
宮
藏
︿
昭
明
鏡
﹀
︵
圖

十
五
︶
，
鏡
銘
有
﹁
光
而
象
夫
日
月
﹂
；

前
引
漢
銅
華
連
弧
銘
帶
鏡
，
鏡
銘
最
後
五

字
即
是
﹁
如
日
月
光
芒
﹂
。

除
了
日
月
光
芒
外
，
漢
代
人
也
常
將

鏡
子
和
美
人
進
行
聯
想
，
除
了
︿
漢
金
英

鏡
﹀
的
﹁
宜
美
人
﹂
外
，
如
洛
陽
西
郊
漢

墓
三
二○

六
號
墓
出
土
銅
鏡
鏡
銘
云
﹁
清

光
宜
佳
人
﹂
、
湖
南
光
化
采
集
銅
日
光
佳

人
重
圈
鏡
鏡
銘
云
﹁
照
美
人
﹂
等
，
都
是

漢
代
鏡
銘
喜
用
之
辭
。

至
於
下
句
﹁
以
察
衣
服
無
私
親
﹂
，

典
故
則
來
自
於
下
面
的
故
事
。
︽
戰
國

策‧

齊
策
︾
：

　

 

鄒
忌
脩
八
尺
有
餘
，
身
體
昳
麗
。
朝
服
衣

冠
窺
鏡
，
謂
其
妻
曰
：
﹁
我
孰
與
城
北
徐

公
美
？
﹂
其
妻
曰
：
﹁
君
美
甚
，
徐
公
何
能

及
公
也
！
﹂
城
北
徐
公
，
齊
國
之
美
麗
者

也
。
忌
不
自
信
，
而
復
問
其
妾
曰
：
﹁
吾

孰
與
徐
公
美
？
﹂
妾
曰
：
﹁
徐
公
何
能
及

君
也
！
﹂
旦
日
客
從
外
來
，
與
坐
談
，
問

之
客
曰
：
﹁
吾
與
徐
公
孰
美
？
﹂
客
曰
：

﹁
徐
公
不
若
君
之
美
也
！
﹂

　

 

明
日
，
徐
公
來
。
孰
視
之
，
自
以
為
不

如
；
窺
鏡
而
自
視
，
又
弗
如
遠
甚
。
暮
，

寢
而
思
之
曰
：
﹁
吾
妻
之
美
我
者
，
私
我

也
；
妾
之
美
我
者
，
畏
我
也
；
客
之
美
我

者
，
欲
有
求
於
我
也
。
﹂

　

 

於
是
入
朝
見
威
王
曰
：
﹁
臣
誠
知
不
如

徐
公
美
，
臣
之
妻
私
臣
，
臣
之
妾
畏
臣
，

臣
之
客
欲
有
求
於
臣
，
皆
以
美
於
徐
公
。

今
齊
地
方
千
里
，
百
二
十
城
，
宮
婦
左

右
，
莫
不
私
王
；
朝
廷
之
臣
，
莫
不
畏

王
；
四
境
之
內
，
莫
不
有
求
於
王
。
由
此

觀
之
，
王
之
蔽
甚
矣
！
﹂
王
曰
：
﹁
善
。
﹂

乃
下
令
：
﹁
群
臣
吏
民
，
能
面
刺
寡
人
之

過
者
，
受
上
賞
；
上
書
諫
寡
人
者
，
受
中

賞
；
能
謗
議
於
市
朝
，
聞
寡
人
之
耳
者
，

受
下
賞
。
﹂

　

 

令
初
下
，
群
臣
進
諫
，
門
庭
若
市
。
數
月

之
後
，
時
時
而
間
進
。
期
年
之
後
，
雖
欲

圖十四　 見日之光鏡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金
英
﹂
，
指
的
是
金
屬
之
精
華
，
東
漢

趙
曄
︽
吳
越
春
秋
︾
中
就
有
﹁
干
將
作

劔
，
采
五
山
之
鐵
精
，
六
合
之
金
英
﹂
，

鏡
銘
出
現
此
詞
，
無
非
誇
耀
銅
鏡
材
質
之

精
良
。
類
似
的
用
詞
在
漢
鏡
中
也
時
常
見

到
，
例
如
臺
北
故
宮
藏
︿
漢
銅
華
連
弧
銘

帶
鏡
﹀
︵
圖
十
二
︶
鏡
銘
中
有
﹁
湅
治
銅

華
得
與
清
，
以
之
為
鏡
昭
萬
刑
﹂
，
內
而

光
七
乳
禽
獸
紋
鏡
︵
圖
十
三
︶
鏡
銘
中
有

﹁
湅
︵
鍊
︶
石
華
，
下
之
菁
︵
精
︶
﹂
等

皆
是
。﹁

陰
光
﹂
指
的
是
月
光
，
魏
阮
籍

︿
大
人
先
生
傳
﹀
中
有
﹁
日
沒
不
周
西
，

月
出
丹
淵
中
。
陽
精
蔽
不
見
，
陰
光
代
為

雄
﹂
。
從
漢
代
鏡
銘
來
看
，
漢
人
最
早
都

是
將
鏡
子
與
日
光
產
生
聯
想
，
例
如
臺
北

故
宮
藏
︿
見
日
之
光
鏡
﹀
︵
圖
十
四
︶
鏡

銘
作
﹁
見
日
之
光
，
天
下
大
明
﹂
即
是
此

圖十二　漢　銅華連弧銘帶鏡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七乳禽獸紋鏡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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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無
可
進
者
。
燕
、
趙
、
韓
、
魏
聞
之
，

皆
朝
於
齊
。
此
所
謂
戰
勝
於
朝
廷
。

這
個
故
事
所
反
映
的
，
是
說
世
人
皆
有
其

私
心
偏
愛
，
也
就
是
﹁
私
親
﹂
，
用
人
言

來
考
察
自
己
的
衣
服
容
貌
，
則
不
免
偏
離

真
相
。
那
要
怎
麼
辦
呢
？
答
案
就
如
︿
漢

金
英
鏡
﹀
銘
文
下
句
所
示
，
鏡
無
私
親
，

以
之
為
鑑
，
﹁
窺
鏡
而
自
視
﹂
方
可
忠
實

反
映
真
相
，
以
察
衣
服
、
正
衣
冠
。

此
外
︿
漢
金
英
鏡
﹀
上
下
兩
句
皆

參
考
書
目

1.  

梅
原
末
治
，
︽
唐
鏡
大
觀
︾
，
東
京
：
美
術

學
院
，
一
九
四
五
。

2.  

陝
西
省
文
物
管
理
委
員
會
，
︽
陝
西
省
出
土

銅
鏡
︾
，
北
京
：
文
物
，
一
九
五
八
。

3.  

劉
體
智
，
︽
小
校
經
閣
金
石
文
字
︾
，
臺

北
：
藝
文
印
書
館
影
本
，
一
九
七
二
。

4.  

樋
口
隆
康
，
︽
古
鏡
︾
，
東
京
：
新
潮
社
，

一
九
七
九
。

5.  

孔
祥
星
、
劉
一
曼
，
︽
中
國
古
代
銅
鏡
︾
，

北
京
：
文
物
，
一
九
八
四
。

6.  

朱
仁
星
，
︽
故
宮
銅
鏡
特
展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八
六
。

7.  

顏
娟
英
，
︿
唐
代
銅
鏡
文
飾
之
內
容
與
風

格
﹀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六
十
本
第
二
分
，
一
九
八
九
。

8.  

張
英
，
︽
吉
林
出
土
銅
鏡
︾
，
北
京
：
文

物
，
一
九
九
〇
。

9.  

李
宗
焜
，
︿
容
庚
與
劉
體
智
往
來
函
札
﹀
，

︽
古
今
論
衡
︾
第
十
三
期
，
二
〇
〇
五
。

者
的
收
藏
，
際
遇
各
異
，
所
受
的
重
視
程

度
或
不
相
同
。
但
不
管
是
舉
世
無
雙
的
方

形
菱
花
型
鏡
，
或
是
今
見
中
國
最
早
的
七

言
詩
，
它
們
的
價
值
都
是
非
凡
的
。
世
有

伯
樂
，
然
後
有
千
里
馬
，
希
望
日
後
更
多

文
物
中
塵
封
的
遺
珠
，
能
夠
得
到
研
究
人

員
的
發
掘
，
透
過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上
的
認

識
，
都
能
找
到
它
們
的
新
價
值
。

本
人
過
去
承
蒙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器
物
處
前
輩
朱
林
澤
先
生
的

熱
心
指
導
，
在
銅
鏡
相
關
知
識
的
學
習
上
獲
益
良
多
，
僅
以
此

文
表
達
個
人
最
誠
摯
的
謝
意
。

作
者
任
職
於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圖十六　 洛陽西郊漢墓三二○六號墓出土銅鏡　轉載自《考古學報》

為
七
字
，
句
末
﹁
人
﹂
、
﹁
親
﹂
押
韻
，

正
是
七
言
詩
的
體
例
。
七
言
詩
的
起
源
，

在
過
去
一
直
有
所
爭
議
，
目
前
的
主
流
看

法
認
為
，
中
國
的
七
言
詩
極
可
能
由
楚
辭

而
來
。
但
其
中
的
問
題
是
，
楚
辭
體
多
為

六
字
或
七
字
一
句
，
而
於
句
中
或
句
尾
加

一
﹁
兮
﹂
字
，
如
屈
原
︿
離
騷
﹀
：
﹁
帝

高
陽
之
苗
裔
兮
，
朕
皇
考
曰
伯
庸
﹂
，
或

︿
國
殤
﹀
：
﹁
操
吳
戈
兮
被
犀
甲
，
車
錯

轂
兮
短
兵
接
﹂
，
或
如
前
引
吉
林
彩
嵐

墓
地
出
土
重
圈
銘
文
連
弧
紋
鏡
，
鏡
銘

作
﹁
恐
浮
雲
兮
敝
白
日
，
復
請
美
兮
弇
素

質
，
行
精
白
兮
光
運
明
，
謗
言
眾
兮
有
何

傷
﹂
，
很
清
楚
都
是
這
樣
的
產
物
。
楚
辭

這
種
﹁○

○
○

／
兮
／○

○
○

﹂
的
構
句

方
式
，
是
一
種
﹁
三
／
一
／
三
﹂
的
結

構
。
可
是
後
世
習
見
七
言
詩
之
體
例
，

如
曹
丕
︿
燕
歌
行
﹀
：
﹁
秋
風
蕭
瑟
天
氣

涼
，
草
木
搖
落
露
為
霜
﹂
，
多
為
﹁○

○

／○
○

／○
○
○

﹂
，
也
就
是
﹁
二
／
二

／
三
﹂
之
結
構
。
那
麼
，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結
構
是
何
時
進
行
轉
變
的
呢
？

目
前
文
獻
中
所
記
載
，
最
早
的
符
合

﹁
二
／
二
／
三
﹂
結
構
之
完
整
七
言
詩
，

始
見
於
︽
藝
文
類
聚
︾
卷
五
十
六
所
引
柏

梁
臺
詩
事
，
如
明
代
王
世
貞
︽
藝
苑
卮

言
︾
卷
二
即
力
主
﹁
︽
柏
梁
︾
為
七
言
歌

行
創
體
﹂
。
其
事
及
詩
如
下
：

　

 

漢
孝
武
皇
帝
元
封
三
年
作
柏
梁
臺
，
詔

羣
臣
二
千
石
，
有
能
為
七
言
者
，
乃

得
上
坐
。
皇
帝
曰
：
﹁
日
月
星
辰
和
四

時
﹂
，
梁
王
曰
：
﹁
驂
駕
駟
馬
從
梁
來
﹂
，

大
司
馬
曰
：
﹁
郡
國
士
馬
羽
林
才
﹂
，
丞

相
曰
：
﹁
緫
領
天
下
誠
難
治
﹂
，
大
將
軍

曰
：
﹁
和
撫
四
夷
不
易
哉
﹂
，
︙
︙
。

不
過
這
一
條
記
載
，
有
許
多
學
者
都
不
相

信
，
而
力
主
此
事
為
後
人
附
會
。
從
史
籍

考
察
，
武
帝
元
封
三
年
︵
前
一○

八
年
︶

並
無
梁
王
來
朝
事
；
而
顧
炎
武
在
︽
日
知

錄
︾
中
，
亦
考
證
其
中
官
名
多
有
訛
誤
。

若
此
說
不
可
信
，
則
七
言
詩
體
的
出
現
恐

怕
還
要
更
晚
。

而
從
漢
代
鏡
銘
上
考
證
，
目
前
非

楚
辭
體
之
七
言
鏡
銘
，
除
︿
漢
金
英
鏡
﹀

外
，
最
早
見
於
洛
陽
西
郊
漢
墓
三
二○

六

號
墓
出
土
銅
鏡
，
其
鏡
銘
云
﹁
清
治
銅
華

以
為
鏡
，
照
察
衣
服
觀
容
貌
，
絲
組
雜
遝

以
為
信
，
清
光
宜
佳
人
﹂
。
︵
圖
十
六
︶

根
據
發
掘
簡
報
，
其
墓
葬
斷
代
在
西
漢
後

期
，
較
︿
漢
金
英
鏡
﹀
更
晚
。

如
果
以
上
的
看
法
能
夠
成
立
，
那
麼

︿
漢
金
英
鏡
﹀
銘
中
出
現
的
這
兩
句
七
言

詩
，
有
可
能
是
目
前
所
能
見
到
中
國
最
早

的
七
言
詩
。
不
僅
在
文
獻
上
如
此
，
在
目

前
所
見
漢
代
鏡
銘
中
也
是
如
此
。
而
且
鏡

銘
上
的
兩
句
七
言
詩
，
已
是
標
準
的
二
／

二
／
三
之
結
構
，
是
十
分
成
熟
的
形
態
，
對

於
考
證
七
言
詩
的
起
源
將
有
重
大
意
義
。

︿
唐
神
人
鑑
﹀
和
︿
漢
金
英
鏡
﹀
過

去
雖
然
一
在
清
宮
舊
藏
，
一
在
民
間
博
識

圖十五　昭明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