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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虎色变精美绝伦飞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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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斌 翻拍

名称：飞天镜
形状：八出葵花形，直径 24.3

厘米，缘厚0.6厘米，重1800克
年代：唐代
出土地点：洛阳
收藏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

成语“谈虎色变”，出自宋代思想家——伊川人
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虽然它只是一个简单的
故事，但“二程”想表达的思想并不简单。

《二程全书》中说：世上的事情，经过肤浅的了
解和经过深入的了解，其结果是不同的。比如，有
一个农夫，曾经被老虎咬伤过。一次，有人说老虎
会伤人，一旁听的人并不害怕，只有被老虎咬过的
那个农夫脸色一变，表情和大家不一样。老虎会伤
人，就是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但他们不是真的知
道，真正知道老虎厉害的，只有像农夫那样被老虎
咬过的人。

“谈虎色变”，原指被老虎咬过的人才知道老虎
的厉害，但在后来的运用中，人们淡化了其原本的
意思，常用其比喻一提到可怕的事情，人们就紧张
起来，连脸色都变了，比如，“安全隐患使人谈虎色
变”“不必对基站辐射谈虎色变”。

“谈虎色变”说的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程
颢、程颐兄弟二人想表达的思想并不是那么简
单。两个人平生致力于研究事物的本质，一时一
刻都没有忽视过生活实践。“谈虎色变”的故事，就
是“二程”在谈到实践出真知这一问题时举得最直
观的例子。

做学问也好，过日子也罢，如果一味地只谈理
论，而不联系实际，无论如何也抓不到事物的本质，
对事物难以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
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不要光听别人讲，如果
我们想知道答案，最好还是自己去寻找。

（资料图片）

这面铜镜的主图是镜钮两边对称的
浮雕飞天，她们衣带飘曳，脚踩祥云，双
手共同托起一物。镜钮上方是一座祥云
环绕的山，镜钮下方也有山，山上有一株
枝叶茂盛的桂树。此镜形制较大，铸造
精美。

在唐代铜镜中，具有道教色彩的铜镜
数量比较多，我们之前说过的真子飞霜
镜、王子乔吹笙引凤镜都属于道教神仙人
物镜。虽然这面飞天镜也以神仙为题材，
但和普通的神仙人物镜有所区别。

对于飞天的形象，如果您对宗教有一定
了解，就会知道飞天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
中最富有艺术性和创造性的形象，最为有
名的莫过于敦煌莫高窟中的飞天。

佛教中的飞天，怎么会和道教神仙人物
扯上关系呢？

想找到谜底，就要回到这面铜镜的诞生
年代上来。文物学会青铜器研究分会理
事、洛阳文物学会原副会长孙维琰说，这面
铜镜诞生于盛唐时期，当时唐朝国力强盛，
文化处于大融合状态，尽管统治者把道教
作为国教，但佛教也很盛行，龙门石窟就是
一个例子。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发行过一套
“中国石窟艺术——龙门石窟”金银纪念
币，其中就有以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飞天
为内容的金币。

莲花洞是龙门石窟第712窟，因窟顶雕
刻有一朵硕大精美的莲花而得名，是北魏时
期重要洞窟之一。洞内雕有六身飞天，飞天
体态轻盈，和这面飞天镜中的飞天一样衣袂
飘飘，宛若徜徉于云端。

其实，飞天的造型很多，有我们经常见到
的身着飘逸衣裙的飞天，有双掌合十、默默
祈祷的飞天，有端坐云台、缓缓落下的飞天，
有结伴飞舞、谈笑风生的飞天，有怀抱古琴、

边弹边唱的飞天，有端坐莲台、手捧莲花的
飞天……

不同的历史时期，飞天的造型也不一
样。从艺术形象上说，飞天不是单一文化的
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有专家
认为，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是
印度文化、中华文化共同孕育出来的。

因为唐代艺术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深刻影
响，所以这面铜镜是当时社会意识和艺术精
神的集中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