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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书写方式的变革，以“文房四宝”为代表的传统书写工具逐渐退出了实用领域。
但是，在这之前，在数千年文化的发展与传递过程中，它们的历史功绩难尽其详，也毋庸多说。
经过漫长岁月的濡染，它们自身也积聚了浓浓的文化气息，从而成为传统文化的符号。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各具特色，而砚的特色则是集文学、绘画、书法和雕刻等诸多艺术
于一身。
通过一方古砚，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上述诸方面的信息，甚至更多，可谓一砚一故事，一砚一天国。
相比于笔、墨、纸，砚能够比较完好地从古代保存下来。
明清以前的笔、墨、纸实物极难见到，即便有，大多也已残破不堪，而砚，由于采用石料或金属等不
易破坏的材料制成，各个时期的砚品都能比较完好地保存至今，或从地下出土而来，或通过世代收藏
。
这样便可系统直观地发现各时期砚的风格特色，以及它们带来的历史人文信息。
　　总体而言，砚的发展是一个从追求实用功能到追求审美情趣的过程。
唐代之前，以探索开发砚的实用功能为主，其造型以简约古拙为主要特点，少有装饰。
最初，人们还不能确定哪一种材料更适合制砚。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可能的材料都有所尝试，除石砚之外，相继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玉砚、
瓷砚等。
到了唐代，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制砚的材料，确立了石砚的主体地位，形成了端石、歙石、红丝石和澄
泥四大系砚品，基本完善了砚的实用性。
宋代之后，砚的发展逐步以追求审美情趣为主，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
在这一阶段初期的宋代，有关砚石的质地、砚的品式、砚的雕刻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理论著作相继问世
，如米芾的《砚史》、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砚谱》等，在理论上为以后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砚，总体上仍以实用为主，最终确立了我国砚史上端、歙、洮、澄泥四大名砚的地位。
但是宋砚已经明显地在追求一种艺术雅趣，将唐代“凤”字砚演变为抄手砚、用秦汉砖瓦制砚即体现
了这种追求。
明清时期的砚，对用料和工艺的考究，则更多地出于审美的需求，如对于石眼、金星等石品花纹的偏
好、雕刻的精致繁复以及铭文题款的讲究。
此时的砚已经不仅是一件文房用品，而是步入了工艺美术品的行列，成为文人书房里的装饰品或收藏
品，以供闲暇时欣赏把玩。
　　由于砚极富内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而在其实用价值已经淡化的今天依然备受关注。
一砚一故事，一砚一天国，在今天，了解古砚也是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加强传统文化认知度的
良好契机。
这便是我们的初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砚>>

内容概要

　　笔、墨、纸、砚，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可谓缺一不可。
无论为官为民、地位高下，都操着这同样的一套书写工具。
要在中国传统文人中间找到一条一致认同的共通性，恐怕也只有这与之长相厮守的“文房四宝”堪任
其职了。
而作为书法和绘画的工具，传统的笔墨纸砚还在使用，使我们得以熏陶于独特的艺术韵味之中。
另一方面，其本身的取材和制作之精细讲究暂且不论，就其形制而言，在满足了各种实用要求后，早
已由实用而艺术了。
文人们案头品赏把玩，自可消解倦怠，使神气清爽。
而由名人名家流传下来的笔墨纸砚更是备受青睐。
长期浸渍于文化之中的结果，是使自身于文化艺术而言蔚然一宗。
　　如今分别介绍这四位古老的文房使者，其发展渐进之种种委曲，于此或可知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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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白水，文物工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发掘与研究。
对中国古砚情有独钟，个人收藏之余，更与同好相与往还，对新出土之古砚更多接触。
坚持以文献考据与实物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于中国砚台的历史内涵和收藏鉴赏独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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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砚的历史　　砚在中国古代又称为“研”，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
，研墨使和濡也。
”许慎《说文解字》也说：“砚，石滑也。
”滑与研意义相近。
这说明早期的砚主要是一种研磨器。
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于岩壁上作画记事，就是用“砚”来研磨颜料。
随着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砚逐渐固定为书房特有的文具之一，其本身也被赋予了丰厚的艺术内
涵，从上古简单的研磨器到现代精美的观赏砚，其审美功用愈来愈强。
自汉以降，直至现代，一些能工巧匠，文人雅士皆醉心求索，或雕琢使之精美，或题旬以抒性情，他
们将砚视为珍宝，终生赏玩不已。
　　砚，不仅仅是研磨器，它还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前首相藤山爱一郎曾
这样赞美道：“从每一个砚台，可以体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　　第一节　砚的起源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载：“黄帝得一玉钮，始制为墨海，日：‘帝
鸿氏之砚’。
”相传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方砚。
明人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也说：“自有书契，即有此砚。
盖始于黄帝时也。
”当然，这些文字并不可信，但中国的砚台远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确是不争的事实。
　　砚在原始社会作为一种研磨器，是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而出现的。
约在公元前8000～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粮食研磨器，它与当时用于研磨天然颜
料的研磨器具极其相似。
而这些古老的研磨器又与秦汉早期出土的专供书写用的砚极其相似，因此，这二者之间必然有着密切
的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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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房四宝：砚》是一套详细讲述笔墨纸砚起源、发展、流派、制作、使用、收藏的图书。
　　专家执笔，文字简炼，条理明晰，内容充实。
　　使用和收藏鉴赏之启蒙，文化和艺术工艺之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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