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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秉自然生灵气象，结天地精神珠

胎，色分七彩，声具五音，形兼花鸟虫鱼，为补天之异体，

曰灵璧石也。百纪传承，皇天馈赠，自然遗产，福祉生灵。

万代余续，美化世界，怡之心境，装点江山。自元祐开基置县，

千年恒昌；迨乾隆观风鉴物，六合元魁。而今士农工商宝之，

文人处子雅之。

因之中国观赏石协会授灵璧“中国观赏石之乡”誉，岁

次丁亥时在金秋。

此乃灵璧石之新华，蕴石之土之灵性，居土之民之荣耀。

故刊碑以纪其事。

灵璧县人民政府  立

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

中国观赏石之乡纪念碑 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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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开厚重的书稿，仿佛洞穿时空与隋炀帝一同仰瞻艮岳之壮

观，泱泱汴水辉映着运载花石纲之轴舻相济、船帆蔽日……视线

跳跃看到了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灵璧石所受到的膜

拜，顿觉豪情勃发！《中国灵璧石大观》囊括了历代古石、名苑

名石、名流藏石，尽析灵璧石成因、物理特性、釆掘的艰辛；浓

缩历史文献典籍、古今名人大家咏石诗章，准确定位了古人的灵

璧石“瘦、透、漏、皱”和今人的“形、质、声、色、纹”的美

学观点，展开了一幅幅奇巧百态、嶙峋峥嵘、寓意深邃的画卷。《中

国灵璧石大观》可谓实至名归，一册在手，可尽阅灵璧石古今沧桑、

沉沦与辉煌。此书凝聚了张殿凯同志和众多石友的睿智和心血，

有灵璧石赏石协会工作成果，有灵璧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

材料积累，也有安徽省灵璧石及制品监督检验中心标本室的标本，

这些成果的运用和积淀是殿凯反复提及的。殿凯同志在县政协机

关工作几十载，对灵璧石情有独钟，收集整理大量珍贵资料，执

笔撰写了灵璧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申报材料，参与 “灵

璧石安徽省地方标准” 的起草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安

徽卷）的素材提供。他为弘扬灵璧石文化不遗余力，面对历史讹

误及某种偏见，十年磨剑以掇乱象，结集付梓以正视听，其志可钦。

《中国灵璧石大观》为普及灵璧石知识，弘扬灵璧石文化，

挖掘灵璧石美学价值、生命价值和人文价值，推动灵璧石产业发

展做了很好的铺陈。殿凯同志如结绳记事，聚沙成塔，以正本清

源的态度和传承赏石文化的责任向石友们奉献视觉盛宴，成果斐

然，有目共睹！称之大观，当之无愧！

灵璧石的开发利用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可谓赏石文化

之源远流长。盛产磬石引帝王垂青，王者风范令雅仕推崇，故被

冠以赏石文化发祥地、首批中国观赏石之乡，系唯一的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中国灵璧石大观》以详实的史料、绚丽的图片、

科学的分类、精美的评说、典雅的装帧呈现给读者，可谓端庄华

丽，字字珠玑。无不彰显着编者深厚的学识和修养，体现该书与

生俱来的文献性、科普性、鉴赏性、权威性、可读性。

《中国灵璧石大观》带着灵璧的殊荣和邑人的骄傲走向读者。

她的付梓将有划时代的意义，结束了由外人评说的历史，乃是奇

石赏藏界、文化出版界的一件幸事。我与殿凯既是同事，又是朋

友，朝夕相处中，我们建立深厚的同志情谊，殿凯求真务实、谦

逊好学的治学之风，令人十分钦佩，好在政协有征集编纂文史资

料的独特优势，更兼有传承灵璧石文化之重任，除了给予鼓励，

也给他些许时间准备及其他方面帮助。殿凯同志却能正确处理事

务与著书的纠结，十余载不分寒暑一如既往地坚持搜集整理资料，

其专注精神、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首肯。他数易其稿，

终成大观，值得欣慰。

赏石文化乃传统文化之一派，更谓博大精深。当今赏藏乃精

神文明之需，正待普及推广，方兴未艾。灵璧石既然有着无可替

代的文化地位，自然当仁不让地引领潮流。近几年来，县委、县

政府加大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县政协责无旁贷配合中心

工作。我们除了成功申报了磬云山国家地质公园，AAAA 级奇石

文化旅游景点，还开发了以灵城、渔沟、朝阳三地为主的灵璧石

集散大市场，8 个专业市场，组建 10 个奇石交易中心，15 个奇

石专业村。从事奇石采掘、清刷整理、命名配座、工艺加工、设

计施工、运输起重、外出销售人员达 20 余万人，这庞大的生力

军拉动了近 20 亿元的相关产业繁荣。庞大的市场，众说纷纭的

理论探讨，都十分渴望专业、权威性指导，《中国灵璧石大观》

书适时应运而生，必将为提升灵璧石受众的鉴赏修养和提高灵璧

石的美誉度，扩大灵璧石及灵璧的中外影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灵璧县政协主席）

写在《中国灵璧石大观》付梓前

■ 王怀启



序

由张殿凯同志主编的《中国灵璧石大观》就要同各位石

友见面了。这部历经数十个春秋，先后有近百人参与的宏著，

无疑是为广大石友及灵璧石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赏石大餐。

与其说是“灵璧石大观”，我个人认为更像是“灵璧石

品类（图谱）大观”，也像是“灵璧石文化大观”，抑或是“灵

璧石古今大观”。

说它是“品类大观”。该书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批准的“灵璧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 年第

111 号）”的保护范围和安徽省质检局制定的《灵璧石·安徽

省地方标准（DB34/1039-2009）》中的分类标准，把灵璧石

分为七大品类和一个其他类，基本上按灵璧石的主导品类、

观赏价值、多寡程度依次分类，让读者一看便能掌握灵璧石

的总体脉络和各品类石头的审美特点及主要产地。而且在很

多图片上都有文字说明或者赏析诗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避免了读者欣赏过程中的“一头雾水”或者“雾里看花”。

该书还很好地避免了以前的一些灵璧石画册中“一锅粥”现

象。当然，作为灵璧石的分类问题历来争议颇多，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就我知道的有一位好灵璧石的朋友就把灵璧石

分为一百一十多种，我想这些近乎学术性的东西不提也罢。

大众性的、普及性的东西，宜粗不宜细。本书分类仅供参考，

各位高见自可保留。

说它是“文化大观”。该书图文并茂，文字量大，信息

丰富。既有古人的关于灵璧石的文章，古人的赏石趣事、佳话；

也有今人的赏石论文、诗、词、歌、赋、联等，更有一些名

家的书画作品，文学形式丰富多彩。这一方面增加了本书的

可读性，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灵璧的石文化在各个

文化层面上的渗透。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活动都会伴随着文

化的产生，文化的产生又反过来推动某种活动的发展和他的

历史定位。灵璧石的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正说明了他的历

史定位和今天的地位。

说它是“古今大观”。该书不仅在文字上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而且有大量的图片展示。“灵璧古石”和“名苑灵璧

石”都集中地展示了灵璧石从历史一路走来的辉煌和久盛不

衰。今逢盛世，灵璧石空前地得到广大石友和收藏家的钟爱，

也是历史的必然。

何止十年磨一剑。从 2004 年“首届中国灵璧石文化节”

开始，殿凯同志就和灵璧石赏石协会其他同志一道，参与了

文化节的各项筹备工作并且注意积累相关材料，算来也有

十二个年头了。本书严格按照灵璧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之范

围，收录了 《灵璧石安徽省地方标准》和北京大学地球与空

间科学学院王时麒教授、郑金武博士等编著的《灵璧石岩石

学特征与观赏要素及成因分析》 研究报告，更增加了本书的

鉴赏性、学术性、权威性和科普性。本书的出版，倾注了主

编和石道朋友的心血，也体现了主编对灵璧石和灵璧石文化

的热爱和执着，更体现了他对传承灵璧石文化历史的责任感

和奉献，功不可没。击节而歌，承蒙盛邀，拙作为序，以慰

吾心。

（灵璧石赏石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张文雅

2 中 国 灵 璧 石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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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   天划神镂

——灵璧石石体美学探讨

■ 孙淮滨

“泗滨浮磬”（今俗称“灵璧磬石”） 和“灵璧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是灵璧

县石文化大系中的两个不同的支系。“磬石文化”是指以灵璧县磬石山南麓古磬矿所产的

片状磬石为原料，通过人力加工而成为各种形制的编磬。或以磬石为原料，雕琢各种人物、

鸟兽、鼎彝、文具等磬石工艺品。“灵璧石文化”则指磬石山所产之奇形怪状，特具美学

价值的孤块纯天然观赏石而言，两个支系，一为人工，一为天然，合而形成灵璧县独具特

色的石文化大系。

灵璧磬石文化渊源于三千年前“天子”的神圣礼乐，1951 年在殷墟安阳出土以灵璧

磬石雕琢的“虎纹磬”实物可为佐证。“泗滨浮磬”并为《尚书》《礼记》《汉书》《史

记》《后周书》《乐志》《封氏见闻录》《文庙丁祭谱》等古代经典史著所载。“灵璧石”

始载于宋之《云林石谱》和《宣和石谱》《宣和别记》《石林记》《艮岳记》《华阳宫记》、《洞

天清禄集》以及明清以来的《园冶》《长物志》《墨庄漫录》《金玉锁碎》《文房器具笺》

《燕闲清赏笺》《骨董琐记》《清秘藏》等，不胜枚举。

灵璧磬石有天籁之音，谓之“律中风哕，音合龙吟”，为古代“天子”钦定的制磬

专用石材。古之磬乐为天子登基庆典，或重大国事活动，以及祭告天地、祖庙等大型演

乐专用。灵璧石被视为“神物”，列为“国器”，任何人不得私造私藏，笼罩一层至高

无上的神秘色彩。由于“灵璧石”与“泗滨浮磬”同为磬山孪生姊弟，因而备受追寻古

风的历代帝王贵胄、鸿濡硕彦的尊崇，被赋予中国赏石文化的正统地位。关于这一信条，

灵璧砚山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藏         

张少秋  提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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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国际赏石文化界的共识。美国学者休斯 T·小斯考

靳（Hugh T .Scogin,Jr）在其所著《灵璧论丛》（《A Note on 

Lingbi》）一书中写道：“灵璧石在宋代被认作磬的制作材料

以来，便获得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正统地位。”到了 20 世纪，

灵璧石的收藏、鉴赏和学术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

它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文化学术活动，灵璧石的收藏与鉴赏已

经逐渐地成为国际赏石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前灵璧石的开发，无论从品种、数量之多，收藏与鉴

赏家之众，都已大大超越前人。然而在灵璧石文化理论的研

究上还缺乏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虽有著述文章及大型画册

的频频问世，然而对灵璧石文化还缺乏深度和广度的研究，

并有讹谬流传；对灵璧石的产地、分类及名称还缺乏统一的

共识；对灵璧石文化的理论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对

灵璧石的美学鉴赏还停留在古人对太湖石“透、漏、瘦、皱”

的模式上，对于灵璧石自身鲜明的、特有的个性审美特征，

没有准确的、概括的总结。作为一个卓有魅力的石种，对其

卓越而鲜明的美学要素及特色，应该加以科学地总结。今就

个人鉴赏所得，试作如下阐述，准确与否，以此求教于方家。

形体美学是观赏石的首要元素。宋代的赏石大家米芾曾

总结观赏石的四大美学要素为“透、漏、瘦、皱”四字诀，

历代奉为金科玉律。米后数百年，灵璧石鉴赏家对灵璧石形

体美学进行不断的观察、研究和总结，发现和发展了灵璧石

形体美学的特征，精辟地概括为如下内容：

其一为“透”：“透”是米芾既定的观赏石美学“四字诀”

之一，灵璧石亦具有之。灵璧石既有整饬典重者，亦有剔透

玲珑者。玲珑石体，孔洞迩密，一孔现而多孔见。灵璧石体

态玲珑自古即为赏石家称赏，并见载于古籍。今天能看到的

一尊具有代表性的灵璧玲珑石体，即苏州静思园中的“庆云

峰”，其峰石通体孔洞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委宛贯通，洞洞

相连，剔透玲珑之奇，贯绝古今。历史上被称作“江南园林

四大名石”之一，并以洞多名世的上海豫园之太湖石“玉玲

珑”，被清人王孟洮称赞为“万窍灵通，是石中异宝”。其

实“玉玲珑”孔洞只有七十二个，与之灵璧石“庆云峰”孔

洞一千六百三十六个相比，落差太大。苏州留园的一座太湖

石“冠云峰”，亦为“江南园林四大名石”之一，被清代名

士俞樾赞美为“透俞灵璧，巧夺平泉”。其实冠云峰孔洞绝少，

与“玉玲珑”相比已为逊色，更不能与灵璧石“庆云峰”相比。

米芾赏石“四字诀”中的“透”字，在灵璧石体中已表现得

淋漓尽致。

其二为“漏”：“漏”和“透”同为灵璧石玲珑石体美

学特征。石体横向的穿透洞曰“透”，上下贯通的洞为“漏”。“透”

和“漏”往往在一块石体上穿插交织，左右逢源，相互贯通，

增强石体外洞内空的玲珑感，令人生爱。《洞天清禄集》曾

记载：苏东坡有一尊灵璧石，铭曰“小洞天”，石下作一座子，

座中藏香炉，引数窍，正对岩岫间，每焚香，则烟云满岫。

灵璧石洞穴通漏，早为古代妙赏。由是可知，“漏”字亦为

灵璧石美学特征所具有。

其三曰“瘦”：“瘦”亦为灵璧石形体美学特征之一。

灵璧石肌质缜密，坚硬挺拔。有的突兀嵌空，有的矫曲刚劲。

或具龙行鹤舞之姿，或呈梅柯松干之态。苗条而坚劲，瘦削

而雄强。而且瘦不平滑，皮老纹苍，骨肉俱见，温润尔雅，

楚楚可人。

其四曰“蟠”：“蟠”是灵璧石独有的石体美学元素，

未被古人发现和立论。从传统而言，灵璧石或供于厅堂几案，

或装点园林假山，多为立式。《云林石谱》亦谓之“嵌空具

美”。然而灵璧“蟠”式石却有独特的定置之美。灵璧石常

有黄砂粘结块，若将黄砂面向下卧置，不但掩盖了黄砂块视

觉，而且会产生更好的观赏效果。当然应根据石体表现的最

佳视觉而定。“蟠”的定义即广倍于高，相当于天然的“大

沙盘”。此类石或作动物匍匐状，或作山水景观，然以山水

景观较多。石体大者有江山万里之势，石体小者，或如“灵

璧研山”三十六峰之奇。一块好的蟠式山水景观，山势逶迤，

陵谷迂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俨然一

幅绝妙的立体山水画。它与我国《山水画诀》中“远山无树”、

“寸马豆人”，以小见大的艺术理念相一致。亦与造园艺术“一

石之竖，则嵩岳华岱；一勺之水，则江海万里“的造境艺术

相一致。20 世纪末，灵璧县朝阳镇丁公山南，石农曾挖出一

方蟠式山水造型石，后转手至渔沟一马姓家。长宽约 4 米，

厚约 1 米。景观面为一巨大的等平线平台，山水景观分布其上，

布局得体，恰如天造地设，宛然人工巧布的大沙盘。大平台

上峰峦错落，谷壑纡旋。有山有河，也有视野开阔的平畴良田。

山峰造势各异，有的高峻险兀，有的连岗横陈。也有石磴云

阶，也有小桥流水。真可谓咫尺山林，给观赏者以可行、可卧、

可游、可居之遐想，岂非天造神诣，令人望之生叹！我看到

以后，亟欲购得，奈因石主索价太高，款项一时难以筹措，

曾与石主面议，愿将本人在渔沟镇的 260 平方米一幢两层楼

房相易，卖主没有同意。此石后为一企业巨子购得，其售价

确实为本人楼房价值的两倍。灵璧石蟠式山水，天津宝成奇

石园曾获得五方，品相极佳，其大者约在 5 吨以上。一方置

于宝成博物苑一楼大厅，其余分布于博物苑左侧及贵宾楼长

廊北侧和接待厅门前，皆如“带砺山河”气势郁礴，不可多见。

灵璧石的“蟠”式定置未为古人鉴赏立论，而今蟠式山水石

却为藏家特别关宠。灵璧石之“蟠”式石体美学在 20 世纪末

已形成定论。

其五曰“伛”：“伛”为灵璧石特有的形体美学形式，

即石体伛偻弯曲，有如碧空新月；或似雨后长虹，或作米芾

拜石之状；或如农人躬耕之形。斜中有稳，似欹而正，具有

曲线造型之美。



6 中 国 灵 璧 石 大 观

其六曰“悬”，“悬”取凌空悬物之意，喻灵璧石形体之奇。

诸如金钟倒挂，斗拱飞檐。或如渔人危岸抛网；或如陶令印

绶高悬，以喻灵璧石体具有悬空垂物之美。

其 七 曰“ 皱”： 米 芾 关 于 赏 石 美 学“ 四 字 诀” 中 的

“透”“漏”“瘦”是对形体美的概括，其“皱”字则是对

观赏石的石肤纹理而言。玩味冯延巳的名句“风乍起，吹皱

一池春水，”米芾用一个“皱”字形象地赞叹石肤之美是颇

有意味的。灵璧石最明显的纹理特征是“水道”和“裙褶”，

为他石所无。灵璧石水道深陷，水道之间石肌隆起，形成了

鲜明的起伏皱褶，古人以形象的词汇称之为“裙褶”。因此，

灵璧石体在“皱”字美学上为古今赏石家称道。灵璧石体的

皱褶大起大落，水道深陷，水道之间肌肤隆起，高下盘礴，

有如健美运动员之肌腱张显，又如人体的丰臀隆起。其肤表

纹理亦斑驳可人，呈现出胡桃纹、斧劈痕、弹子窝、披麻皴，

为石表增加岁月的沧桑感和音乐的韵律感。灵璧石之“皱”

耐人观赏玩味。

其八曰“色”：先哲云“色为目赏”。色彩在赏石美学

中亦为至要，往往一块形、质、纹较好的石体，而在色彩上

不尽如人意，却黯然失色。我国的赏石文化自古以来以黑色

为主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我国新石器时期的绘画以

及彩陶纹饰，黑色是唯一的色彩。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亦为

黑色。黑色是万有色彩的总汇，深沉古厚，不落浅薄。供石

崇尚黑色，它与我国的书画用墨相一致，它们共同产生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古代赏石论著中也特别强调

崇尚黑色的内容。如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怪石辨”

一章里辨别灵璧石真伪时说：“伪者多以太湖石染色为之”。

这是供石崇尚黑色的心理印证。传统的灵璧石有青黑、兰黑、

褐黑、灰黑为主，近二十年来，赏石文化蓬勃发展，为了挖

掘灵璧石的新品种，以适应各方的需求心理，各色彩石，不

断发现，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喜人局面。各种色彩的灵璧石大

量涌现，使得灵璧的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灵璧的色彩石，

有红灵璧、黄灵璧、白灵璧、绿菜玉，以及各类纹石、图案石、

透花石等，百彩骈臻，绚丽多姿，色彩与造型随形附势，将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曾为灵璧石农挖出的一块黑白相间

的灵璧彩石，恰恰正与日本的富士山逼肖，又恰恰为日本人

购得，后为日本国家珍藏，被列为“国宝”。此石为温家宝

总理访日时获见，日本国家领导人介绍说此石来自中国灵璧，

温总理为之大悦。

其九为“音”：灵璧石的诸多美学要素，除如上所述外，

还以音韵悦耳为灵璧石所独有。灵璧石独有的天籁之音，早

为古人叹赏。唐代诗人李勳《泗滨得石磬》诗：“出水见贞质，

在悬含玉音。”唐褚载诗：“磨看粹色何殊玉，敲有奇声直

异金。”杜绾在《云林石谱》中也特别提到“扣之铿然有声”。《研

北杂志》载：“张澹岩好蓄奇石，其论石之品云：灵璧石出

于泗滨，古乐石所用，《书》云‘泗滨浮磬’是也，硕厚清越”。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石以灵璧为上，色如漆

声如玉者最佳。”谢堃在《金玉琐碎》一书里更加精辟地写道：

“谱言英石为应石，又为音石，盖言其有声。其实真英石无

声，有声者灵璧石也。”灵璧石独具妙音，古人已视为一绝，

并著文赋诗传颂，大发阐扬。灵璧石的音韵之美在赏石文化

中是独具妙音，为他石所无。

综上所述，灵璧石的石体（形、质等已另有专文论述）

融透、漏、瘦、皱、伛、悬、蟠、色，以及音韵之美等诸多

美学要素，既包容米芾“四字诀”，亦有为灵璧石自身所独具，

诸美毕臻，无愧“天下第一石”之美称。

最后，笔者以一句话结束本文：灵璧石天工造化，天孕

地养，天划神镂，天成“九美”，堪称天然瑰宝，尤具天籁之音，

无忝天下第一。

释文：石

曰仁曰寿  载德载道  通灵通禅  即佛即仙

孙淮滨  书

著名书画家、灵璧石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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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洞天

石种：青黛灵璧石

韩飞  藏

灵璧奇石、市场与 Internet

（本文时应第三届中国宿州灵璧石文化节组委会之邀而作）

■ 张冰   张训彩

当今世界是信息主宰的世界，信息成为人类进步的新标志。同时，信息化所带来的

新型的经济、新型的社会、新型的文化、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都对每个人都产生

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Internet 的产生正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和必然，Internet（互联网）

发展迅速，短短的几十年已经全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工作、休闲活动……中，许多事

物的“命运”都与网络息息相关，就连奇石也是如此。所以，展望灵璧奇石的未来就不

能不再谈及 Internet。它作为一个工具、纽带、仓库和交易所……正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和影响力。

一、灵璧奇石走上 Internet 的必然性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未来的世界是网络的世界。要让我们在这个信息社会中

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然要能更快地适应这个高科技的社会，要具有从外界迅速、及

时获取有效科学信息的能力，具有传播科学信息的能力，而 Internet 恰恰适应了这个要求。

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Internet 是综合了前三种传统媒体于一体的新兴媒体，它有着

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它对人类生活的参与日益加深日益普及，它对灵璧奇石的影

响也是难以估计的。灵璧奇石走上 Internet 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

1.Internet 为研究灵璧奇石带来了新便利

由于 Internet 的存在，现在的地球成为一个真正的“村庄”。Internet 使人们突破了

地域时空限制，现在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通过 Internet 和外地石友、奇石经营者进行即时

视频、即时语音交流探讨等。另外 , 同传统的书信、电话相比，E—Mail（即电子邮件）

传递信息绝对是高效率而低成本的，成为奇石王国的新型“邮递员”。网络世界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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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它就像一个聚宝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

谁勤于在这座金山上耕耘劳动，谁就会有所得。通过 Internet

的搜索查询功能，我们可以从网上对灵璧奇石进行准确的关

键词搜索，最快找出关于灵璧奇石的最新的资料、最新的动

态和最新的成果，甚至是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大量文字资

料和图片资料数分钟内唾手可得；可以通过“专家在线”、“赏

石论坛”等及 E—Mail 联系得到专家学者的及时指导、玩石

同道的及时帮助；可以买到最新出版的灵璧奇石书籍，报刊、

杂志；还可以参加专业奇石网站的“石友俱乐部”，成为“高

级会员”，得到灵璧奇石全面、及时的信息。Internet 给研究

灵璧奇石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Internet 为交易灵璧奇石拓展了新空间

如今，网络贸易（Trade on Internet）开始进入传统的经

济生活并推动、改变着它。网络贸易是指经济团体和个人通

过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资讯网络在特定和不特定的贸易伙伴之

间完成的商品生产、改进、订购、分发和货币支付的贸易方式。

换句话说，网络贸易是通过 Internet 进行的贸易。灵璧奇石是

一种特殊的艺术品，也是商品。那里有需求那里就会出现市场，

出现贸易，因此奇石也迅速进入网络贸易，一块灵璧奇石值

多少“银子”，不需要吆喝叫卖、不需要租房开店、不需要

托运参展，只要自己建立销售网站、网页或委托专业网站代

理经营，或在大型交易网站、购物网站，如“易趣”（http://

www.ebay.com.cn/）、“ 淘 宝 网 ”（http://www.taobao.com/）

等开设商铺、商店、超市。必须注意的是，网上交易也存在风险，

双方在涉“市”之初，都需要对灵璧奇石市场的现状与走势

进行调查、分析、了解，以做到未雨绸缪并对市场波动及走

势有效预测。再者，网上交易不能直接观看、检查原石，所

以要求进行网络贸易者要有职业操守和“石德”，不能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以其他石种冒充灵璧奇石。通过 Internet，

鼠标一点，键盘一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可以很快地在网

上买到价格合理、称心如意的灵璧奇石精品，也可以出售自

己及石友的藏品或专门从事奇石经营，或者和石友交流、交换。

由此可见，Internet 给交易灵璧奇石拓展了新空间，灵璧奇石

作为“商品”进入 Internet 是必须和必要的。

3.Internet 为弘扬灵璧奇石文化提供了新舞台

赏石文化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诗词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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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禅、老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和密切相关的，赏石是静穆

的思维和审美过程。品石、赏石讲究自娱、按石之特性完成

自我的修养，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得石靠天，立意靠人。

“天赐奇石，人赋妙意”，这就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精髓。所以，

欣赏奇石的活动，实际上就是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发展的活

动。信息化的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快，宣传面广，Internet 像植

物根系、像高速公路连通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目前，中国

的网民已突破 1 亿，全球的网民有 4 亿多，所以，弘扬中华

石文化、弘扬灵璧石文化必然走上 Internet。通过 Internet，

中国近 400 万的奇石爱好者，全世界的不计其数灵璧奇石爱

好者、收藏者、研究者都可以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及时有

效的交流、联系、沟通，Internet 给灵璧奇石文化提供了全新、

全面、更宽、更广的大舞台，成为弘扬中华石文化的新动力

和支持者。

二、Internet 对奇石市场的促进

网络的迅猛发展，不仅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和

思维方式，而且还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经济形态，如今网络经

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巨大。网上购物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更体现购物的个性化，更受青年一代的欢迎。 

1. 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对奇石市场的影响

网 络 经 济（Network Economy） 就 是 基 于 网 络 尤 其 是

Internet 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是在信息时代产生的一

种崭新经济现象，表现为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

费等经济活动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网络，不仅要从网络上

获取大量经济信息，依靠网络进行预测和决策，而且许多交

易行为直接在信息网络上进行。网络经济是以信息产业为基

础的经济，它以知识为核心，以网络信息为依托，采用最直

接的方式拉近服务提供者与服务目标的距离。

在网络经济形态下，Internet 成为企业价值链上各环节

的主要媒介和实现场所。各地的奇石市场依靠 Internet 加强

了宣传，扩大了市场，满足了供求，人们足不出户，轻松操作。

随着 Internet 的迅速发展，风起云涌的网站在炒足了“概

念”之后，都纷纷转向了“务实”，而“务实”比较鲜明的

特点之一：是绝大多数的网站都在试图做实实在在的“电子

商务”。那么“电子商务”是什么呢？所谓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

实现整个商务 ( 买卖 ) 过程中的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人

们不再是面对面查看货物、靠纸介质单据 ( 包括现金 ) 进行买

卖交易，而是通过网络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信息、完善的物流

配送系统和方便安全的资金结算系统进行交易 ( 买卖 )。上面

述及的网络贸易就是电子商务在贸易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奇

石的电子商务（网络贸易）以高效、快捷、低成本等特点，

受到交易、买卖双方的普遍欢迎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未

来的奇石市场交易中其将占有最广大的客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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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灵璧奇石在 Internet 上交易的过程

事实上，灵璧奇石网上交易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⑴信息交流阶段

这是交易的第一个阶段，对于商家来说，此阶段为信息

发布阶段。主要是选择需要交易的灵璧奇石图片，写作赏石

文章，建立展示网页，然后加入或链接到名气较大、影响力

较强、点击率较高的网站，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认识灵璧

奇石。

⑵签订商品合同阶段

这是交易的第二个阶段，作为商家对商家来说，这一阶

段是签订合同、完成必需的商贸票据的交换过程。要注意的

是：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不可更改性等复杂的问题。作

为商家对个人客户来说，这一阶段是完成购物过程的订单签

订过程，顾客要将选好的灵璧奇石商品、自己的联系信息、

送货的方式、付款的方法等在网上签好后提交给商家，商家

在收到定单后应发来邮件或电话核实上述内容。 

⑶按照合同进行商品交接、资金结算阶段

这是交易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整个网上交易最关

键的阶段，不仅要涉及资金在网上的正确、安全到位，同时

也要涉及灵璧奇石商品配送的准确、按时到位。在这个阶段

有银行业、配送系统的介入，在技术上、法律上、标准上等

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灵璧奇石的网上交易能否成功就在这

个阶段。 

3. 灵璧奇石在 Internet 上市场发展的特点

灵璧奇石在 Internet 上的市场发展，主要有三个特点： 

⑴灵璧奇石的市场环境更广阔

人们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传统购物

的诸多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在 Internet 上交易灵璧奇石。 

⑵灵璧奇石的市场范围更广阔

在 Internet 上，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很小，一个灵璧奇石

商家可以面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和爱好者。

⑶灵璧奇石的市场流通更快速、价格更低廉

电子商务减少了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节省了大量的开

支，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商品流通和交易的成本，使灵璧奇石

的市场流通更快速、价格更低廉。

三、灵璧奇石已经步入 Internet 的快车道

Internet 与传统媒体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迅捷”

与“互动”。它的这种“迅捷”与“互动”的效果是传统媒

体是望尘莫及的。因此在 Internet 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

性网站，只要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网站产生。

近年来，随着奇石热和收藏热的升温，各地各界的奇石

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由开初的寥寥几页介绍地方奇石

网页发展到集中了论坛、理论、留言、交易等内容，大而全

的专业网站，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 天不间断地出现在网上，

供石友和关注者随时随地浏览。且各网站相互友好链接，在

网上形成了一个奇石大观园，更快更方便地异地交流、展示、

探讨。奇石网站的存在，为弘扬奇石文化、加强奇石交流，

开拓奇石市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标志着中华石文化已经

进入了电子信息的新时代。

Internet 上有关灵璧奇石的信息非常之多，涉及灵璧奇

石的网站有上百家之多，专门介绍和交易灵璧奇石的网站为

数也不小，这标志着灵璧奇石已经步入 Internet 的快车道。

许多灵璧奇石的专业网站、网页，除了精品展示、知识介绍、

信息发布之外、还有交易平台、求购专栏等。

处在信息社会、知识爆炸、网络经济这样的大环境下，

研究灵璧奇石，推动奇石经济，弘扬中华石文化就必须运用

好“Internet”这个强大的工具，让灵璧奇石走进“信息”，

使它更好地为灵璧奇石的发展服务。

 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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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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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华  供图

灵璧石是天然形成并具有艺术观赏价值的奇石，产在安徽省灵璧县境内。县域内

有山 70 多座，山头 144 个，分布在 11 个乡镇，这些山脉南北跨度一百多华里，东西约

五六十华里。其中大多产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自然瑰宝——灵璧石。

灵璧石之所以能奇绝于天下，享誉古今中外，其魅力在于大自然赋予其声、形、质、色、

纹诸方面的美，因此历来为世人所珍爱。南唐后主李煜所爱的“灵璧研山”，径才逾尺，

具 36 峰，且各有其名；又下洞三折而通上洞，中有龙池，天雨则津，滴水于池内，经旬

不燥，被视为天生瑰宝，稀世奇珍。北宋徽宗皇帝得“灵璧小峰”，“长仅六寸，高半尺，

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折、胡桃纹皆具；小峰之巅有白石圆光，晶莹如玉”。御题“山

高月小，水落石出”，置之御案，爱之尤甚。宋书法家米芾得南唐后主“灵璧研山”，

欣喜赞曰：“谁谓其小，可置笔研；石形如岱，顶有方坛。”传其知庐江时，见一奇石，

命人移衙庭，遂整冠宽衣，行礼膜拜，尊曰“石兄”。时人称其为“石癫”！苏轼移知

湖州时，途径灵璧，客居张氏府第。见张氏园亭甚美，内有“麋鹿宛颈”奇石，尤喜之。

恰园主张硕求其为张氏园亭作记，苏轼遂作《张氏园亭记》，并作《丑石竹风图》以换“麋

鹿宛颈石”，载归阳羡。南宋戴复古在《灵璧磬石歌》中曰：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

铜色碧玉。又传清乾隆皇帝赞誉灵璧石为“天下第一石”，并把诸多灵璧石收藏在故宫

御花园内。清代的蒲松龄和民国初年的田中玉，都是收藏和赏玩灵璧石的大家。当代的

沈钧儒、郭沫若及众多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都钟情于灵璧石。现如今灵璧石的赏玩已

见于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尚。

灵璧石能集声、形、质、色、纹诸美于一身，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这里试从以下

要素和大家一叙。

声：灵璧石之声是灵璧石的灵气所在。叩击灵璧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不同部

位可发出不同的乐音，在产地又被称作八音石。人言道“石不能言最可人”，灵璧石之

声是与赏石者进行交流的自然之声、天籁之音。据《尚书·禹贡》中记载，早在三千年

前的殷商时代就取灵璧磬石作磬，当时磬与编钟的前身“钲”同为宫廷主要乐器，可奏

黄钟大吕，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晋书》《宋史》《灵璧县志·清康熙甲寅本》《灵

璧志略》等书，均记载历代皇帝派员来灵璧采石制磬之事。灵璧青黑磬音奇石，就是由

灵璧磬石经亿万年风化而浑然天成的。在古代四大奇石中，唯灵璧石兼有泠泠清越之声，

在宋《云林石谱》中灵璧石被位列四大名石之首。

了解灵璧山区民俗的人知道，磬音被当地人视为驱邪、纳福的吉祥之音。更有民众

天下第一石——灵璧石
■ 任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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