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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砚史始于姜寨石砚　　中国砚从姜寨石砚算起，至少有6000年历史。
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仰韶文化（前4510一前2460）又称彩陶文化。
彩陶制造业被学者们称作当时的“尖端手工业”。
彩陶制品器形繁多，纹饰复杂，绚丽多彩。
那些无名画师们绘制的图形被认定为人类最早的工艺美术创作之一，代表了远古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
石砚，作为绘画艺术的伴生物，应运而生。
　　1980年，于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方石砚。
石砚置于一具先人的骨骼旁。
砚有石盖，掀开石盖，石砚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棒。
同时出土的还有黑色颜料和陶杯。
这方石砚的出土在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种石砚看起来十分粗拙，但其实用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
砚的材质和形制沿用了数千年。
1983年，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方石砚，和姜寨石砚相比较，虽然时隔三四千年，似未见有明
显的变化。
解释只能是：石砚不过是一种工具，即使是那些以砚为伴的无名的艺术匠师，亦无暇向这种工具倾注
审美意识。
在人们的意识中，功利主义显然占了上风。
但这并不妨碍姜寨石砚和南越王石砚的真实性。
宋代以后出现的所谓“天砚”，体现的是寻求返璞归真的情趣，其滥觞正是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
　　仰韶文化时代那些绘画大师们在彩陶上精心绘制的各式图样，无疑是中国画的前导，画面上的线
条变化多姿，有的带绺状，有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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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古今文献中收录端砚、洮砚、歙砚、澄泥砚等数十种砚资料3600余条，约60万字，拓片200余幅
，分观材、观艺、名砚、砚铭、砚论、砚书、砚事、观斋、观匠10部分，为目前信息量最大的一本砚
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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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至四画九渊神髓　指端州砚石之上佳者。
参阅“石髓”条。
三水梅花坑石　清朱彝尊《说砚》：“三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县境。
产石亦有鸲鹆眼，较之水岩无异也。
径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数，光滑易制。
不知砚者惟眼是求，挟之以为希世宝，特宋人之燕石耳。
”三叶虫化石砚三叶虫化石，为内含三叶虫化石的薄层灰岩，俗称燕子石，可制砚。
所制砚即三叶虫化石砚。
参阅“燕子石砚”条。
　　于田金星石砚石之一，又名砂金石，中含云母细片，耀如金星，故名。
产于新疆于田，故又名于田石。
万石砚宋高似孙《砚笺》“万石砚”条云：“万州悬金崖石，黑润有铜屑，眼如豆，发墨，叩无声。
”页石砚为万州石所制。
　　大沱石砚　即归州绿石砚。
产于湖北省归州（今秭归）大沱山，故又名大沱石砚。
宋欧阳修《砚谱》载：“归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颇发墨。
”　　大理石砚　云南大理石所作之砚。
大理石常作居室、家居嵌饰，琢为砚亦偶见之。
米芾《砚史》所载蔡州白砚属大理石砚。
大雨点白晕　歙砚石纹。
宋唐积《歙州砚谱》“济源坑”条：“济源坑在县正北，凡三坑并列：日碧坑，在山上，色理青莹；
及半里有水步石，大雨点白晕；次十里入里山，石青细，有金纹花晕，厥状不常。
”大雨点白晕石石质细嫩，白晕作雨点状，故名。
　　上皋古砖砚《古今图书集成·砚部纪事》引《绍兴府志》：宋乾道中，上皋耕者得古砖，有文日
“五凤元年三月造”，以献府牧洪适。
适命镌为砚，置案间，意甚爱之。
　　子石砚 用上等端石制作的砚。
宋欧阳修《砚谱》：“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
子石者，在大石中生，盖石精也。
而流俗传讹，遂以紫石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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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目前信息量最大的一本砚学书籍。
本书共收词目3700余条，内容包括砚材、砚艺、名砚、砚铭、砚诗(含词、曲、赋、联)、砚事、砚论
、砚书、砚斋(号)、砚匠十部分。
本书采用规范简体汉字，个别人名、地名、物名在可能产生歧义而引起误解时，则保留原繁体字或异
体字，所引诗文的通假字则仍保留其旧。
本书所引著述第一次出现时皆注明编著者姓名。
未注明出处的诗、词、曲，均分别录自《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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