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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挑砚的历史概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房四宝是传播文化之工具，笔墨纸砚四者，唯有

砚最为耐久，供后人之珍爱观赏及研究。 在历史的长柯中，随着砚的制作与

雕琢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提高，砚石种类的多层发展，文化艺术的定向融入，

使砚集雕刻绘画于一身 ， 传承了中国各个时期文化，具有独特的地方民族风

格和传统艺术 传万古而不朽， 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年而永存是华夏

艺术殿堂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脏。

砚的出现，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宋

苏易简 《砚谱》 载皇帝得玉一纽， 治为墨海，其上篆文日 '帝鸿氏之

砚 ， 0 " 197阵在陕西 11面渲姜寨原始社会遗址发现了一个带盖的石质研磨

器， 还配有研磨棒和几块黑色的颜料，可谓砚的雏形。 黄帘时期，距今大约

550'阵 。 姜寨遗址处于仰韶文化初期的文化层面， 距今也有50'0'0'年 。 在仰韶文

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研磨、使用矿物颜料 ， 在各种陶器上勾画图形和文

字， 这就不难证明，当时使用研磨器已经较为成熟了 。

砚的用途，众所周知，是用来研磨的 。 以其材质分类，有石砚、砖瓦

砚、 陶瓷碗、铁砚等。 i者砚中 ， 石砚最佳。 其原因是石砚较其他诸砚有不渗

水、不损笔、不耗墨的优点。陶瓷砚不发墨，且损笔;砖瓦砚渗水耗墨， 研

磨的墨汁中夹杂有砖瓦灰粒，直接影响墨的光洁度。铁砚用久后光滑如镜，

越用越不发墨，且留残墨极易使砚生锈，墨亦腐败，奇臭难闻。 只有石砚克

以上众家之短， 扬己之长。 当然，石砚也非尽善尽美，由于刻砚石丰斗石质的

差别，品级又有高下之分。除挑砚外 ， 较有名气的还有产于广东肇庆的端

砚， 产于安徽数县的教砚， 产于山东齐鲁的红丝砚，产于宁夏的贺兰砚，产

于四川攀枝花的直却砚， 产于降州的澄泥砚等。 我国许多地方均出产砚石，

有记载的砚石品种j主20'0'余种 。 事实上，这些只是全国性的著名砚种以及地方

名砚 ， 还有一些就地取材只限于本地使用的砚石，材质不佳， 也没有名气，

并不在统计之列。 在中国历史上，曾旬二大名砚、 四大名砚之说，现在十大



。 泌砚的鉴别与欣赏

名砚之说也相继出现。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说蓄砚以青

州第一，绎州次之。后重端、毅、溅，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

及端，而数次之。"这似乎已将"名砚"地位确立了。终究其他砚在品级上

有些差距，不能与端、洪、毅、红丝相提并论。

砚石多产于山中，其中不少临近江河、溪流，有的矿脉一直延伸到江涧

水面之下。宋代赵希鹊《洞天清录》记载除端款二石外，惟洪;可绿石，

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I陆洪大;可深水之

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由于砚石多产于山中，不仅开采艰

难，即使是把采得的砚石运回来，也十分不易。喇嘛崖、水泉湾等洪;可石的

主要砚窟，都位于高山悬崖上，山势险峻，十分陡峭。于巴砚石运出来，需要

走很远的山路，而且崎岖难行，有些地方的坡度竟达七八十度，脚下则是大

大小小的碎石，就连行走都十分不易，石工们还要背负着沉重的砚石，其危

险程度可想而知，曾经在采石中发生过几起伤亡事故。"洗砚挣命出山"之

说并不过分。

在囚大名砚中，洗砚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生长在西北高山之下、大;可之

畔的石头，颜色如洪水般绿中泛蓝，石纹就像洪洞的水波，粗者汹涌澎拜，

细者一片涟满。

ì:Jt1íJí\在宋代传入中原后，由于质地的优异和美丽的纹色，深受文人墨客

的喜爱，位列囚大名砚之一。但由于其产地遥远，历史上经常与内地隔绝、

产量不大、开采不易等各种客观原因，知名度不够高，真正使用过洗砚的人

也不多，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元好问《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ì:Jt

石砚》中有这样的诗句旧闻鹦鹉曾化石，不数鹏鹏能莹刀。县官岁费六

百万，才得此砚来I陆溅。"写出了洪;可石进入中原的不易。

第一节 说砚的起源和发展

ì:Jt砚的开采历史可以上溯至130悴前，始于唐，盛于宋，至今不衰。 ì:Jt

砚与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数砚齐名。在中国砚文化史上曾有三大名砚和囚大

名砚之说。囚大名砚指广东肇庆东南烂柯山麓端溪水一带的端砚，江西上饶

婪源龙尾山溪的数砚，卓尼喇嘛崖一带的混砚，山西绎县的澄泥砚。三大名

砚指的是用天然石料雕刻的前三种名砚，不包括陶冶而成的澄泥砚。

洗砚经历了1300多年的岁月，不仅帝王将相推崇，文人雅士喜欢，而且



第一章 íJt砚的历史概说|

平民百姓也爱不释手。藏砚品砚，以砚会友，绵延不绝。洗砚200&年入选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许多赞誉洪砚的诗词与评价，佐证了洗砚的历史地

位。唐代著名书法家、中书合人、翰林书i召学士、太子太保柳公权在其《论

砚》中写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降州次之，后始重端、毅、临洗(今甘

肃卓尼一带) 0 "这是迄今所见在著述中对洗砚的最早评价。上海博物馆现

存一方洪砚，经鉴定为唐代珍品。可见当时洪砚已同端砚、数砚齐名。

ì:Jt1íjí\石产地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ì:Jt1íjí\乡的喇嘛崖、水泉湾

一带。就岩石分类来说属于水成岩的一种，又名灰绿岩。北宋著名鉴赏家赵

希鹊《洞天清绿集 古砚辨》中说除端款而石外，惟洪;可绿石，北方

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可深水之底，非人

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当代书法大师赵朴初赞洗砚道风满分得ì:Jt

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 ì:Jt砚石质坚细莹润，发墨快不损毫，墨贮于砚

中，冠盖成珠，月余不酒，亦不变质;保湿利笔，纹理如丝。绿色是洗砚石

料的主色，有墨绿、碧绿、辉绿、翠绿、淡绿、灰绿等色桶。墨绿亦分深浅

两种浓度，深者近于黑色。最上品为绿满石，俗称"鸭头绿其次为辉绿

的"鹦哥绿淡绿色的"柳叶青"。带黄朦者更为名贵，有" ì:Jt1íjí\贵如

何，黄腰带绿波"之说。另外，洗;可紫石、黄石等同属砚石珍品。

第二节 ;jt砚始于唐代

ì:Jt1íjí\始于何时，众说纷纭，一度曾引起热论。在引 ì:Jt工程水库蓄水时，

淹没卓尼洪砚乡之前，出土了一方早期黑色的古砚，经过专家鉴定为汉代以

前的研磨器。

从照片不难看出，它只是一方"尝得石，不加斧凿为砚"的原始砚石

片，据此可以证明，洗砚的使用比唐代要早得多。

但是，从唐代出现的许多歌咏、赞美和论述洗砚的诗文来看，洗砚的开

采与造型至迟到唐代开始形成，可以看出当时洪砚与人们的密切关系以及在

文化艺术中地位。

唐柳公权《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第一，绎州次之，后始论端、

毅、临溅。"

《钦定四库全书砚谱提要》说考ì:Jt砚，始见李贺诗。"李贺，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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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桃砚的历史概说|

吉，唐代诗人，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

屏风山

李贺

蝶栖石竹银交关，水凝绿鸭琉璃钱。

团回六曲抱膏兰 将鬓镜上掷金蝉。

沈香火暖某英烟，酒角光结带新承欢。

月风吹露屏外寒，城上乌啼楚女眠。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李贺

端川、|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佣别抱水含满唇，暗洒芙弘冷血痕。

纱帷昼暖墨花春，轻?区漂沫松黯t 董。

干腻薄重立脚匀 数寸光秋无日昏 O

圆毫促点声静新，子L砚宽顽何足云。

可见洗砚在唐代已经广泛流传。经过相当多人的使用，经反复实践才赢

得"中国四大名砚"的声誉 O 为此， "说砚石，始于唐"是有根据的 O

2002年12月6 日， <<甘肃日报》发表了王如实的《挑砚历史有望改写一一唐代

宾斗形挑砚现身沪上》一文，使唐代挑砚现身世上。上海博物馆著名文物鉴

赏家蔡国声先生认为， "这方宾斗砚是唐五代以前的挑河砚"。

蔡国声先生认为， "挑砚的历史应该改写了 FP O 说砚应该与端砚、款砚

一样产于唐代，而不是宋代。

初唐的挑砚，砚面上一般无纹饰，砚的形制也比较简单，式样不多，但

到了中唐之后，说砚也和其他艺术品一样不断演变和发展，具体反映在砚

形、砚式的不断增加，使挑砚开始从纯文房用品演变为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

实用工艺品了 O

隋唐时期的石砚的形制，大体以算形、方形为多，并已从三足变为多

足。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习惯席地而坐的缘故。到了唐代中叶，桌椅的制

作较为普遍，人们摆脱了席地而坐的习惯，石砚乃至文房诸用品自然被置于

口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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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讥河砚拓

片，实物河南

赵光华藏

北宋·说河砚，

天津艺术博物

馆藏

宋·挑;可石兰

亭砚，北京故

宫博物院藏

台上。因而砚"足"似有点多余，即

使有足亦相应缩短了 O

第三节 宋代洗砚

到了宋代，挑砚已经进入到宫

廷，雕刻非常精美，图案大多数以人

物为主。说河石雕兰亭修契图、说河

石蓬莱山砚、挑河石应真渡海砚均为

故宫博物院藏 O

文人墨客除了用说砚研墨，还喜

爱鉴赏说砚，馈赠说砚，收藏以及研

究挑砚。不少人为挑砚著书立说，如

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

《砚谱》、唐询的《砚录》、苏轼的

《东坡志林》等。米市在《砚史》中

评价挑砚"通远军觅石砚，石理涩

可有厉刃，绿色如朝衣，深者亦可爱。

久则水波间有墨点，土人谓之涌墨

(涌作溅) 0 有紫石，甚奇妙，而考

者与墨斗，而慢其者惨墨。无光其中

者甚佳，在挑河绿石白朝廷开熙河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挑砚的历史概说|

为中国有。"北宋黄庭坚有"挑河绿石含风漏，能浑笔峰利如锥。请书元站

开皇极，第八思齐访落诗"佳句 O 有关赞美说砚的诗文、砚铭更是举不胜

举。

第四节 明代洗砚

明朝"六砚斋主"官至太仆少卿，素有"博物君子"之称的李日华《佳

砚一方千金难易》赞说砚道: "千波所淘，万沙作辗 O 霜研无声，与云有

辨。"其中讲字为水气温润，口可气可出水珠之意。同代著名诗人吴景旭对说

砚的研究达到又一高峰。他在《宫辞一一西溪丛语>> <<辨砚诗》中列"青州、|

石一，说河石二，端溪石三，歇圳、|石四"。有诗赞道: "延英引对绿衣郎，

红砚宣毫各好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

明代的挑砚，由于社会上鉴赏砚台(特别是挑砚)以及藏砚之风甚盛，

砚工们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品味，于是在设计乃至雕刻方面要求有所突破。

纵观明代的说砚，无论从设计的独具匠心，从造型的古雅大方，以及从雕刻

的精致细腻，确实远远超过前代。

明代挑砚的砚形仍保留着大方厚重

的风格，但砚形、砚式却趋向于多

样化，它起着承上启后的作用:继

承和发展了唐宋以来的形制，而又

在此基础上发扬和创新，创造了更

多的形式，如蛋形、自然形、桃

形、各式杂形、平板(又称砚板，

既砚石一块，磨平，加工成长方

形、方形、蛋形或随形……)等。

平板砚不常用于研磨，而多是供挑

砚鉴赏家、收藏家、爱砚家鉴赏、

。评口
阳

明代说砚的纹饰题材十分广

泛，诸如花鸟、鱼虫、走兽、山

水、人物等。不少优质水下砚石被

开采出来，故有"佳石工精"之

明·挑河砚

卢善合藏

明·十八罗汉

砚，天津艺术

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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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雕刻方面也非常讲究，当时大抵以浮雕为主，辅以高浮雕和楼空雕。

所雕刻的物象生动，形神兼备，线条简练，活泼流畅，浑厚而义富于变化。

加之说砚带盖，实用大方、美观，别具一格。

第五节 清代洗砚

清朝特别是"康乾盛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总结时期，在这个时期，

自然对说砚的挚爱达到了新的境界。

清代甘肃兵备道沈青崖视说砚为终身伴侣"肤如蕉叶嫩，波纹宝墨

林。从今怀寸璧，助我老来吟。"张鉴则以诗赞说砚为举国之首"我闻德

寿日写经，一百九砚同繁星。采来宁向说河绿，琢出浑似端溪青。"清初三

大师之一的史学家黄宗主支特作七律喻说砚为"寒山云" "开皇极"。认为说

砚品质远在端敏二砚之上。他有两句诗称"金星碧浪魂H音l惊，恍惚喷沫声

相闻。"乾隆帝更有诗赞曰" r[伍说绿石，有黄其腰，似松花玉，珍以平

·
元f
b贫
然
花
儿
画
面



第一章挑砚的历史概说|

逢。"他十分看重说砚的品质，珍

爱有力日，他钦定的《四库全书》视

说砚为国宝。

第六节 现代洗砚

到了民国，屡见有诗赞说砚，

现摘录二首邑人的作品，可知其对

说砚的研究之深。

鹦鹉佳色自洗来，

压倒端溪生面开。

取出绿波犹带水，

女娟留得补天才。

洗砚质如何?黄腰带绿波。

终日水还在，隔宿墨犹活。

民国后期，说砚雕刻已经形成三大流派:王氏(王式彦，王玉明祖父)

的人物说砚在当地很有名气，透空、半圆雕、高浮雕合盖技法已经流传，基

本普及。

徐氏(徐登贤父亲)的龙砚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包氏(包树

吉父亲)的花草在说砚界最有名气。

新中国成立后， 196辟赵朴初先生得到友人所贝曾说砚，亲自书写两首赞

美说砚的诗词。其中一首有"风满分得说州绿 u圣似青铜润如玉"之句，一

句话点明了说砚的产地、颜色、质地。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何年生成石

一方，近似生寒须映窗。一潭净水碧如玉，借得春风写春风。"他还十分重

视说砚的开发利用，并题写"说砚"二字。

1983年以来，卓尼县和其所属的说砚乡都先后成立了说砚工艺厂，用说

砚石料生产以砚台为主的各类民族工艺品。在说砚的带动下，砚乡所在地挖

日沟附近的村寨，从事说砚雕刻的个体砚工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当时从事说

王式彦的人物

挑砚

清·挑砚

杜九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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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制作的藏族砚工约五百余人，参与石料和砚台贩运者近百人， ì:Jt1íJí\石料及

砚台生产盛况空前。目前，从事ì:Jt1íJí\制作队伍近三千多人，形成了各自的流

派。张建才(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继承了"龙"砚流派，传给了弟弟张建

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洪砚传承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 ，形成了"张

家龙"流派;王氏的徒弟赵师(桶桶匠)传给了李茂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ì:Jt1íJí\传承人) ，而李茂橡掌握了人物山水、龙凤花鸟，传给了包新生、卢

克功、李学斌、王玉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洪砚传承人、甘肃省工艺美术

大师)等，王玉明又传授李俊清、张忠平、汪忠玉、马万荣、马玉忠、王红

孝等人。



第二章说砚产地各坑口概述

第一节 ;jt砚产地

从大地构造位置来说，洗砚产地卓尼处于我国昆仑秦岭地槽稽皱区的中

西部南端，属秦岭稽皱系的商秦岭印支冒地槽稽皱带。区内震旦系、寒武

系、奥陶系、志留系地层缺失，其他各地质时期地层出露比较齐全，以上古

生界及中生界三叠系发育厚度巨大，主要为浅海相沉积。地层槽皱剧烈，皱

曲现象发育普遍，地层倾斜30 0 左右。第四系广布于ìit1可两岸高阶地及河

谷、沟谷。

洗砚石产地山脉来自昆仑山脉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由西向东透泡延

伸，跨过洪;可进入卓尼县(藏语.觉乃)境内ìit1íjí\乡的青龙山(青岭山)脉

南端喇嘛崖(像一顶喇嘛的帽子)、水泉崖、苟巴崖、青岭山。从喇嘛崖

起，到藏巴哇乡的卡布鹰子嘴为止，在长约25公里、宽约2.5公里的崖、峰、

谷、擎的脉理深处，贮藏着举世闻名的混砚石料。

ìit砚全称为洗河绿石砚，民间把ìit砚叫"砚瓦把毛笔叫"砚客"。

新中国成立后，将洗河东岸的今ìit1íjí\、柏林、藏巴哇三乡的全部村寨，

划归会川管辖，会川县于此地设第六区 新堡区，区辖囚乡·新堡乡、柏

林乡、拉扎乡、古路沟乡。

195在年4月，原会川县第六区划归卓尼，仍保留区级建置，称卓尼县新堡

区，下辖新堡、柏林、拉扎、古路沟囚乡，并将古路沟乡更名为洗砚乡。洗

砚首次命名于地方建置名称。

195碎12月31日，临潭、卓尼两县合并，撤销区乡建置，小社并大社，成

立了人民公社，整个新堡区与原临潭的石门乡并称为新ìit人民公社。 1962年

l月，恢复卓尼县建置，仍于此地设新堡、柏林、 ìit砚、拉扎囚个县辖乡。

196畔9月，撤销拉扎乡建置，其辖地与洪砚乡合并称洪砚乡。 196碎

底，乡镇建置又改称为人民公社，区划不变。 1983年，恢复乡镇建置，维持



。 泌砚的鉴别与欣赏

桃砚严地各坑 原行政区划。 198<1年，将原新堡乡改称为藏巴哇乡藏巴哇"为藏语音
口位置

译，意为"后藏人"或"牧民的帐房"。

此地从1962'年分县以来，行政区划未作任何变更、补划。喇嘛崖、苟巴

崖、 7J飞泉湾、卡古直沟、青岭山、圈滩沟、崖沟、鹰子嘴等砚石矿地，全部

处于卓尼县ìit砚、藏巴哇、柏林三乡境内，且以洗砚乡为主。

在洪砚乡的石门峡口以上的挖日沟、古路沟、小湾、杜家川|、石旗村旧

时归眠州管辖，而且刻砚的砚工有不少人分布在这几个村，但是洗砚矿区石

门峡以西不属ili民州管辖。石门峡以西的了杂村、卡吉、纳儿达勿等ìit1íJí\矿石

区域仍然由卓尼杨土司所管。 195在年以后，挖日沟、古路沟、小湾、杜家

川|、石旗村这几个村重归卓尼县洪砚乡管辖。但是今天的记载里，必须忠于

现实，即洪砚石丰;[出产于卓尼县洪砚乡境内。中国三大名石砚之一的混砚，

应称为"卓尼洪砚"。

第二节砚石分布

ìit砚石料产于黄洞的主要支流洗河流域，位于今甘肃省卓尼县ìit1íJí\乡境

内，东径104 0 45' ，北纬35 0 日 8' 。历史上属ìit州管辖，石料又濒临洪水，

故将砚石称为洗砚。又因为绿色是洗砚石的主色调，有许多洪砚爱好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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