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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人用砚、爱砚、藏砚、论砚，为一方砚台赋予
了无限的人文色彩。

自宋以来，有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
的《文房四说》；明清以后，项元汴《蕉窗九录》、董其昌

《筠轩清秘录》、赵希鹄《洞天清录》中也有对砚台的精彩
论述。

苏轼“平生字画为业，砚为田”；米芾所作《砚史》，详
载砚材 26 种，“对端、歙二石，辨之尤详”，并有“石理发墨
为上”之论；项元汴细说了“端取细润停水，歙取缜涩发
墨”的不同特点；而赵希鹄则指出时人论砚之弊。历代文
人对砚台的珍视与研究，给今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代嗜砚之人中，不得不提米芾与苏轼。一纸《紫
金研帖》，定格了米芾与苏轼对砚台的痴情：“苏子瞻携
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
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相传米芾与苏轼相交甚好，1101 年苏轼从海南岛
返回江南，专程到真州拜访米芾，离开时苏轼借走了米
芾珍爱的文房紫金砚。该文房紫金砚与米芾家藏右军
砚相同，米芾认为它尤胜端、歙砚，评其为“人间第一
品”。一个多月后，苏轼卒于常州，临死前嘱咐儿子将
紫金砚一起陪葬，米芾听到消息后赶忙写下《紫金研
帖》，并索回爱砚。

米 芾 之 后 ，紫 金 砚 归 于 何 处 ，史 书 上 并 无 记 载 。
1972 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
有砚铭，落款为“元章”，此砚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据
考证，“元章”是米芾的字号。但此砚是否即米芾《紫金
研帖》中的那方紫金砚？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

苏轼爱砚之深众所周知，他曾以剑换砚，连黄庭坚
的拜师礼都是一方洮河石砚。清代《钦定西清砚谱》中
载录了苏轼所藏“结绳砚”、“从星砚”等。去年在北京举
行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
特展”，展品中有两方“苏砚”，其中一方即为“苏轼铭端
石结绳纹砚”，该砚为紫色端石所制，细腻莹润，造型为
仿宋抄手式，砚堂、墨池皆饰以绳纹作边。砚左侧边下
部镌一“轼”字，背履手内镌刻行书铭共 97 字。砚匣盖刻
有乾隆所楷书御铭。专家考证，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记
载，此砚系乾隆内廷苏州砚工顾继臣仿古之作，款式与

《钦定西清砚谱》卷八著录的“宋苏轼结绳砚”相近。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方传为苏轼所有的“从星

砚”，此砚曾为乾隆所藏。“从星砚”为长方形高台抄手式
砚，一字池，其色棕褐色，墨池畔有一绿色石眼，象征月
亮，云纹绕之。右侧刻有传为苏轼所写的行书铭，下钤

“子瞻”篆文印一方。砚背中心斜凹，下方无边框，中列
柱六十三，柱上各有眼，状如众星罗列。

清代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对古砚也相当痴迷，曾
用“九十九砚”作书房斋号。纪晓岚藏砚丰富，每方砚上
都爱题刻砚铭，他曾在一方形似荷叶的随形砚上题铭：

“荷盘承露，滴滴皆圆。可譬文心，妙造自然。”其铭文或
赞砚，或记事，或抒怀，以器载道，以砚为友。

乾隆皇帝更是古砚大藏家，清内府藏砚颇多，包括
流传自前朝各代的与本朝的收藏，陈列于乾清宫东暖
阁。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命内廷侍臣于敏中等人
甄别所藏砚石之优劣，作成图谱，厘为二十四卷，此《钦
定西清砚谱》图文并茂，勾摹具精，全书所收历史名砚，
上起汉唐，下至乾隆本朝所制，其计 240 方，端、歙、澄
泥、砖、瓦、松花石、紫金石、红丝石等诸种类无所不包。
至今，《西清砚谱》著录诸砚，仍有大部分传世，分别珍藏
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也有
少量流散于海外和民间者。

及至民国，藏砚第一名家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堂
弟徐世章，其藏砚数百方，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及近代，
品类齐全，且有铭文者居多。徐世章藏砚十分考究，喜
爱定制精美砚匣以珍藏砚石；凡重要古砚，必传拓留
影。他曾聘请著名篆刻与传拓专家周希丁及已故著名
文物鉴定家傅大卣师徒，在自己家中专事传拓七八年之
久。徐世章 1954 年临终前将毕生收藏古砚及拓片全部
捐献给国家，由此奠定了天津博物馆藏砚的重要地位。

历代文人爱砚趣谈

“良砚为砺友，宝镜为明友”。无镜
者不能正其身，无砚者不能载其道。对
文人墨客而言，砚台已不光是“点黛文
字，曜明典章”的书画工具，更是心中丘
壑的外在载体。中国的文人将砚石之
天然与文人之性灵融合成趣，使砚有别
于其他文房用具，拥有了蔚为壮观的文
化内涵。

羊城晚报记者：文人砚的概念是
如何形成的？

骆礼刚：文人砚这个概念，是现在
的砚文化研究者提出来的，所谓文人
砚，是指砚台的装饰图案具有比较高
雅的文化品位、浓厚的书卷气，体现出
文人雅士的思想情操、审美趣味。

有的研究者把砚台分为宫廷砚、
文人砚、民俗砚、隶工砚等类型。宫廷
砚是指在封建王朝时期，由有关机构
专门为朝廷制作的砚台，比如清代的
造办处就有专门制砚的作坊。宫廷砚
在用料和做工上都很讲究，其砚铭和
装饰图案大多表现对封建王朝的歌功
颂德。

民俗砚是指砚台装饰图案具有民
间风俗特色，通常是一些和年画类似
的吉祥图案，如“年年有鱼”“招财进
宝”“富贵花开”之类。

隶工砚则是指
那些专门从事抄写
工作的人使用的砚
台，这种砚台一般没
有装饰图案，即是

“素砚”，其用料和做
工都很一般，仅为文
具，不具有欣赏性。

当然，这些类型
之间也存在一些交
叉现象，有的宫廷砚
也符合文人砚的特
征，甚至和民俗砚也
相通。

而文人砚，其装
饰图案往往体现文

人雅士清高脱俗、志存高远、淡泊名
利、崇尚气节的思想情操。图案的
题材来源也大多与古代经典文学、
历史典故相关。如“兰亭砚”，来源
于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潜归隐
砚”，来源于陶潜《归去来兮辞》；“高
山流水砚”，来源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
事等。

现在很多端砚工艺师都在致力于
提升作品的文化品位，他们从古代文
学作品如《诗经》《楚辞》以及唐诗宋词
寻觅题材，创作了很多佳砚。应该说，
这就是砚文化研究者们提出“文人砚”
这个概念的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为什么说文人砚
“发端于宋，兴盛于明清”？

骆礼刚：追根溯源，研究者们将文
人砚的源头追踪到宋代。这是因为从
出土的唐代端砚看，都是箕形砚，砚台
上也没有任何装饰图纹。而到了宋代，
箕形砚发展演变为长方形抄手砚，这是
宋代最为常见的砚式。同时，也出现了
其他各种砚式。据南宋初期无名氏所
著《端溪砚谱》中记载，宋徽宗时期的砚
式就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
随意形、玉璧形、圭形、瓜形、葫芦形、荷
叶形等，图纹则有日月星辰、大海仙岛
之类。该书中还记载，当时宫廷制砚，
是由朝廷书画院设计图样，再交给工匠
照样制作。

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其一，文人参
与到了端砚的制作中；其二，当时的端
砚，已经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有这两
个因素，文人砚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
之事。

而在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
西清砚谱》中，载录有“米芾兰亭砚”，
乾隆皇帝推测此砚可能是米芾亲手设
计图案和摹写王羲之书法。《西清砚
谱》中还载录另外几方南宋时期的“兰
亭砚”，有的甚至将图案镌刻在砚面
上。该书载录的宋代端砚，还有几方
具有宋徽宗“宣和”年号，表明其为宫廷
砚，但也具浓厚的文人气息。正是有这

些实物和记载，所以砚文化研究者们认
为“文人砚发端于宋代”，这是符合历史
情况的。

至于“兴盛于明清”，主要体现在：
明清时期，端砚的观赏性进一步增强，
甚至超越实用性，成为人们热衷收藏的
文房瑰宝。相比宋代，明清时期的端
砚，装饰图案的题材更广泛，做工也更
精致。再说，随着砚坑的深入开掘以及
新的砚坑的发现，精良的石料被更多地
开采出来。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端砚
的繁荣发展，文人砚作为端砚的一种类
型，其兴盛繁荣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羊城晚报记者：文人砚有何特征？
“文人”之意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海：古人认为，砚能代表一个人
的精神，正所谓“石不能言最可人”。
宋代文人苏东坡、米芾、文天祥都有
与砚相关的美谈。南宋抗金名将岳
飞曾有一方刻着“持坚守白、不磷不
缁”的砚，岳飞遇害之后，此砚辗转落
入民间，后被民族英雄谢枋得得到，
继而又送给了其好友文天祥。这方砚
台，见证了他们的英雄气概。

我认为，文人砚的“文人”之意表
现在：第一，砚台本身有文化含义，造
型工艺有主题。如有方砚台雕刻了瓜
的图案，意即“瓜瓞绵绵”，寓意子孙昌
盛。第二，文人砚上题有文人的诗词
歌赋，有些砚台甚至会有多位文人的
题字。第三，文人砚选材上乘，成品精
致。以端砚为例，端砚有十大名坑，其
中老坑（水岩）、坑仔岩、麻子坑是当中
的顶级名坑。这些名坑的砚石石质上
乘，制作出来的砚台具很高的实用价
值和欣赏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文人砚应如何赏析？
它与文人画的审美有什么相通之处？

骆礼刚：古人云：“武夫宝剑，文人
宝砚。”砚台是文人喜爱之物，古人得到
一方佳砚，往往视若拱璧，十分珍惜。

赏析文人砚，首先要对装饰图案的
思想内容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了解得
越是深入，越是能够增添赏析趣味。

其次，对于端砚来说，也需要对端
砚石品花纹有所了解才便于欣赏。端
砚工艺师们往往结合石料的石品花纹
来设计构图。比如有一方“把酒问月
砚”，作者将一颗较大的石眼设计为明
月，其他几颗小石眼设计为星星，雕刻
云纹衬托，在下端刻画一位古装文士
举杯对月，砚边缘镌刻“把酒问月”。
结合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作来欣赏此砚，定会倍觉趣味
盎然。

至于文人砚与文人画在审美上的
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方面，
都要求作品具文学趣味，具深远的意
境、高雅的格调。值得一提的是，现代
的端砚工艺师们往往也以古代文人画
作为蓝本来设计砚台装饰图案，而大
量以山水、花鸟、竹兰梅菊、渔翁、樵夫
为题材的端砚图案，也可以看到古代
文人画的痕迹和影响。

羊城晚报记者：位列四大名砚之
首的端砚，为何深受文人墨客喜爱？

李海：端砚能位列四大名砚之首，
在于其有下墨快、发墨好的特点。下
墨快，即用端砚研墨不滞，很快能把墨
块磨好；发墨好，即研出的墨汁细滑，
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
变。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作画，墨韵
层次十分丰富，写意画最能凸显端砚
的优点。文人墨客尤喜端砚。

端砚除了石质好，还有石品丰富
的特点。端石颜色以紫色为主调，分
为青紫、红紫、灰紫和绿色等十多种颜
色。此外，端石上还有丰富的石品花
纹，如金银线、石眼、鱼脑冻、蕉叶白、
火捺、青花等。各具特色的石品花纹，
加上能工巧匠的构思雕刻，成就了一
方方美轮美奂的端砚。

一些制砚匠人在制砚时会利用砚
石天然的品质来反映文人的气息。例
如端砚大师刘演良，他利用砚石的石
皮、石品，随形走势，结合砚石天然的
特色雕刻，创造出了独具个性的“刘家
山水”砚，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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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书工具，砚在文房四宝中地位尤其特殊。宋
代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

笔恣肆，墨静敛，纸纳百川，而砚则沉稳自若，方寸之间，乾坤尽显。从深山里一块无声粗陋
的砚石，变成工匠手里一方精雕细琢的砚，再辗转至文人书斋，终日的手摩心赏令它由器物上升
至文人精神文化的表征。正所谓“器以载道”，经由琢砚者、赏砚者之手，砚实现了自器向道的转
变，臻达艺术与哲学胜境。

砚者，研也。文人砚的历程亦是一段漫漫研磨的旅途。文人砚发端于宋，兴于明清，大文人
如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都曾参与砚台的设计及铭文书写，至今仍有砚铭传世。文人根
据砚台石形、石色、石品，随感创作，从方寸空间打开胸中丘壑，歌咏大千世界。

一方文人砚，浓缩了上千年的历史风尚。近年来，随着国内收
藏界兴起一股“文房热”，砚台成为买家新宠，百万元高价的
藏品在拍卖场上屡见不绝。“俸余宜办买山钱，却买端州一砚
砖”,面对热潮涌动的古砚市场，作为收藏者该如何操作？文
人砚的文化趣味如何赏析？哪些独特的收藏门道？本期《名
家话收藏》将一一探讨。

骆礼刚:

肇庆学院教授、中国
文房四宝协会高级顾问、
广东省端砚协会高级顾
问、肇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促进会会长，主编或参
编著作有《紫玉生辉 肇
庆端砚》《中国端砚图典》
《端砚大观》等

李海:

现年 81岁。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
美术协会理事、广东省工
艺美术大师、岭南印社创
社社长、华南师范大学城
市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广
州市艺术品收藏家协会艺
术委员会副主任。收藏老
紫砂、老砚台三十多年

梁巨涛:

广州市艺术品收藏家
协会会长、广州乾坤文化
艺术研究院理事长、艺术
评论家、收藏家

文人墨客以一方砚台打开胸中丘壑，歌咏大千世界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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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从星砚”

明陈白沙像端砚

一方上等佳砚，集合了相、画、
敲、琢、铲、雕、磨等治砚技艺，简中
带趣的线条美学，颇受收藏品市场
青睐。根据雅昌网公布的拍卖数
据，2010 年—2019 年年间，国内外
拍卖行共拍出超百万元身价的砚台
91件次，古砚市场的收藏热度可见
一斑。

羊城晚报记者：关于古砚收藏，
在年代、老坑、石品、雕刻、砚铭等方
面具体有什么讲究？

李海：关于收藏，三个字足以概
括：好、少、老。“好”排在首位。所
谓“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例
如做工好、石品好、有文人价值，它
是一个综合的参考数值。不管你出
于什么目的收藏，你必须买好的，如
果不好，这件藏物就毫无价值。

评价一方文人砚是否值得收
藏，其文人价值是首要考虑因素。
文人价值是划分作品是否有艺术价
值的鸿沟之一，同样是刻字，有些人
成了篆刻家，有些人只是刻字家，这
就是艺术价值的差异。

“少”也重要，如果只有一方文
人砚，哪怕这个东西有所残缺，但它
仍具文人价值、时代价值、考古价
值，所以要好还要少。相较之下，我
认为“老”是一个参数，如果又好且
少，并且有久远的年代，那这件藏品

价值倍增。如果不具备前面两个要
素，则参数就没有价值了。

对于文人砚，具体可从五方面
鉴定和赏析：型、质、工、饰、款。所
谓型，即文人砚造型、形状；质，即质
量；工指做工；饰即装饰；款则是制
砚者的落款。

骆礼刚：我们一般把民国以前
的称作古砚，民国时期的称作近代
砚。古砚是一些收藏者热衷收藏的
对象。对于古砚，当然是年代越古
老越好，古砚中刻有铭文、标明具体
年代的就更是珍贵。

古砚收藏，重在鉴别真伪，其次
才是雕刻工艺、坑别和石品。鉴定
古砚的真伪，涉及的专业知识很多，
必须要有专业人士掌眼。一些不法
分子会采用特殊手法伪造古砚，甚
至上面还有古代名人的铭文，以此
来蒙骗收藏者，因此务必小心。

现代端砚，是指新中国成立以
来制作的产品，主要就是看石质和
雕刻工艺。短短几十年之间，年代
先后并不重要。

出产端砚的石料有许多坑口，
不同坑口的砚石质量存在差异，以
石质细腻滋润，具有优良石品花纹
者为优。众多坑口中，老坑、坑仔
岩、麻子坑出产的砚石质量最好，如
今“三大名坑”由于资源枯竭，已封
坑多年了，更显珍贵。

优秀的工艺师，往往巧妙利用
名坑砚石的石品花纹，设计、雕刻出
装饰图案，天工与人工融为一体，给
人以美不胜收之感。

羊城晚报记者：古代文人砚与
当代文人砚的收藏有什么差异之
处？收藏当代文人砚应注意什么？

梁巨涛：古代文人砚与当代文
人砚的收藏差异在于：古代文人砚除
了是文人寄情抒怀的载体外，主要作
用仍是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在书法与
美术创作上具磨墨盛墨的实用功
能。古砚作为皇室御供品的时间并
不长，不像名窑古陶瓷和古和田玉一
样是历代权贵象征，历代对古砚石质
的研究和选用，也并不是放在首位，
因此分析和评估古砚的收藏价值，主
要是看其人文价值，即使用者在文化
历史中的地位与知名度，以及雕刻内
容的技术水平与美学价值。

而当代文人砚，首先讲究的是雕
刻内容与造型的文人特性，内容要表
现文人高雅的艺术修养，造型要有强
烈的审美意趣，雕刻技艺要有个性；
当代文人砚在材质选择上也强调内
容与石质的和谐与雅致，更突出收藏
价值而降低了实用功能。

从市场流通与收藏价值来看，
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制砚大师
以及非遗传承人的文人砚精品已普
遍高于古砚价格了。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著名的砚
台收藏家，请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对有意收藏文人砚的新藏家，您有
什么建议？

李海：截至目前，我一共收藏
了八九百方老砚台，前后花了 33年
时间。其中收藏了 300 多件石头
砚、300多件瓷器砚，另有一类独特
的青瓷砚就有160多件。青瓷砚在
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两晋时期达到
高水平的制作工艺。目前我藏有
的老青瓷砚，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的居多。

对于新藏家，我建议最好的方
法是找一个好老师带入门。其次是
多读书、多看图谱、多看实物，刻苦
勤奋，没有捷径。

在辨真伪上，我有三条原则。
第一，判断古玩真假，没有所谓“九
成九”把握，必须要百分之百确定才
行。第二，古玩真假没有“少数服从
多数”。懂行的人中有一个说假，那
藏品很可能就是假的，真理往往掌
握在少数人手中。第三，古玩真假

“一票否决”。在藏品中找到一个不
符合标准的漏洞，即有一个地方“不
对”，就证明是假的。

砚台不是一个小众的收藏市
场。现有的古董、文物越来越少，其
价值也就愈加珍贵，“好、少、老”的
砚台只会升值，收藏价值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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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研帖》
(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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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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