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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为伴，争取更好

——为《树石情缘》作序

庄文其先生是知行合一的盆景艺术家，他不但是盆景艺术的理论家，

而且是推行其理论的创作者、实践者。盆景发展的路指向何方？就是他较

早提出来的。

他对舍利干、文人树的精辟论述，更得到不少同道的认同。

凡是从事盆景艺术的朋友无不热爱大自然中美的生命，要创作出一盆

比较完美的盆景作品，无不付出多年的辛勤劳动，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

正如文其先生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甘为树奴，甘为石仆，一往情深，终

生不悔。”但，走什么路，什么是正确的路，却有不少争执，那种“吃盆

景、害盆景、偏离盆景大方向的行为”，一定不去效仿才好。我更同意这

样的观点，盆景制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好上加好，永不满足。

今年七月初，我从威海、文登参加山东盆景、赏石精品展览盛会返

津，由于天气酷热，受了暑，周身不适，不思饮食。正是这个时候，文其

先生寄来书稿，嘱托作序。为了情谊，为了不影响此书的出版，略写数

行，不成敬意！

苏本一

2009年7月16日

（注：苏本一先生是中国花卉盆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盆景艺术协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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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

盆景（植物类）作品的最佳拍摄状态需要用极大的耐心去等待，

上百件的图照要达到一定质量，花费几年时间很正常。本书第一版编写

时间比较匆促，加上作者个人相关经验非常缺乏，所以有相当部分的图

照让人不能满意，还包括文字，也同样存在推敲不足的毛病。这次再版

（应该算是修订版），承蒙出版社的理解和支持，同意作者对书中的内

容做大的调整，图照全部重新拍摄，文字也做了较多的补充和删改，同

时还把这两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收集进来──这些文章是笔者长期以来在

盆景（植物类）创作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盆景（植物类）是一种生命雕

塑艺术的认识和阐述。由于这些文字发表在刊物上，比较散乱，所以就

将它们收集放到一起，让有心了解这个观点的读者便于阅读。另外，首

版中的“境界在绝壁中岩石上”一节，考虑到必要性不是很足，决定删

去。

曾经有人笑话我身上存在浓厚的盆景性格──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而且对自己热爱的事物始终不离不弃。我自己也很无奈。人有些东西是

与生俱来的，想改也难。我是这样性格的人，可以想见对这本书会持什

么的态度。首版以后，立即就开始为新版做准备──抓住最佳状态给作

品拍照备用。目前已经做到的只能勉强说及格──离真正的满意还有不

小距离，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继续完善吧。

被美妙的自然生命的过程所吸引──甚至达到迷痴程度，这就是我

二十多年来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贡献给盆艺的主要原因。我始终坚

持，活着，并富有创造性的生命，才真正美丽！盆景值得我去付出。可

以相信，盆景的美不会被剧烈变化的时代淘汰，随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关

注日益朝个体方位倾斜，随着物质生活富裕程度日益提高，人们在精神

层面对亲近自然必然会有更多直接的体验性要求；支持这样的坚持的理

由还有，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的生命相互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这种近似

血缘的关系将使人们多份关怀。同时还要看到，今天的盆景艺术已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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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省自觉的门槛上，很快就将完全进入。一旦这个过程结束，我们将

看到非常自信的它仪态优雅地站立在文明社会的高处，收获更多的尊重

和热爱。

首版出来后，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对书中用古典诗句给盆景作品题名

有不同看法，提出批评。我对他们的热心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认为

应该给他们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其实很单纯，我只不过是希望用这种

方式，让人们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多点亲近，培养感情，留住根。

感恩之念，让我想在这里对几位师长说声谢，一位是我的兄长庄文

荣，从小到大，他言传身教，抚我成长；另一位是书法家潘主兰先生，

在很早的时候，他应我的要求给我写一首关于盆景的诗：“有石美且

奇，有树卑而垂；自得皆成趣，奚须高大为。”这幅用甲骨文书写的作

品，一直悬挂在我的床头上方，成为我的座右铭。还有一位是好友洪伟

立先生，结识以来，他对盆艺那种激赏的态度，和不断给我的鼓励，让

我对继续走好未来的路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另外，中国盆景艺术协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中国花卉盆景杂志

社原社长兼总编辑、现总顾问苏本一先生一直以来对笔者的劳动都是鼓

励有加，此次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不能不谢──但一个“谢”字又

如何能了得啊！

是为序。

庄文其

2010年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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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半辈子没有离开过石头的人，我愈来愈相信

这个世界如果失去岩石，一切都无从谈起。习惯了它的

沉默冷峻和坚硬强悍，忽然间看到它与绿色生命相依为

伴，那别样的温柔多情，不由感动，以致有厮守今生之

念。树石有缘，人也有缘。



树种：附石榆
高度：37厘米
题名：守望

还记得最初在朋友那里看见它的感觉，完全是“蓬门未识绮罗香”样子，奇怪的

是，与它对视不过片刻，“守望”这个词立即就出现，心里居然涌出无法分离的感觉，

脚已挪不动──后面的事就是掏腰包然后恭恭敬敬将它请回家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原在破岩中，千磨万炼仍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执

着、坚守，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为人们信仰，就因为它把生命的职责守住，不离不弃。

咬紧岩石，回报它的是生命的新高度。如同从天而降的巨石滚入沉寂荒芜的原野，

突如其来的震撼，惊醒沉淀凝固在心底下的生存记忆──从此放不下。

树 石 篇

2 3



树 石 篇

树种：附石朴
飘长：98厘米
题名：想见真龙如此笔
           蒺藜沙晚草迷川

山野之物，不为法度所囚，亦无所谓庙堂气息，但

与生俱来的英豪气概，却不是后天能调教出来。五代诗

人李洞有“壁根堆乱石”句，似为此件作品的基础部分

而写。石拙生雄，厚重中有奇险消息，这点尤其难得。

树如猛龙，雄放恣肆，把生命的强悍演绎。

2 3

（宋·黄庭坚）



树种：嵌石榆
高度：47厘米
题名：片石孤云窥色相

古人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法，我以为 “盆景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则更

真实。一直以来，都是大自然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样去完成盆景创作，甚至将大部分该做的

工作都做完，然后将画龙点睛的光荣留给我们这些所谓的“盆景艺术家”。这件作品有石

嵌入树身上位，如片云停挂在空中，颇为惊险。人工用得不多，不过削切石背，让它薄一

些，更容易立住。借势使力，事半功倍。

榆树由于皮质厚，在无限制的山野里生长速度快，常常就把边上的石块抓住，裹在其

中。《树石篇》里这种类作品多了些，其中尤以“诗思如帆海空阔”出色。

树 石 篇

（唐·李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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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石 篇

树种：附石榕
题名：抽思去影外
           造语石骨里

柱石直立，有树攀援其上。石

有树终于不再孤独，树有石诗意栖

居，诚如题名。

（清·郑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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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石 篇

树种：嵌石榆
高度：58厘米
题名：袖中岩壑云涛起

这个作品的原素材产自闽浙交界处，那地方的树（主要是榆树）与石似乎特别有

缘，个人印象中这种类型的好东西几乎都来自这里。刚买时树上还嵌有更大的一块石，

正好与刻字这块并叠，虽说嵌石难得，但也不能唯石是尚，如果对美没有作用，自然应

去除。留下的石头露出很大的一面壁，感觉有点空虚，所以安排刻几个字。树的造型依

石势来设计──怎么说在这里石都是客，理应尊重。

（清·孔尚任）

6 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